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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人民
脱贫攻坚进行时

两年半的时间，近 900 个日夜的坚
守，马腾青把精力和感情全部倾注进了
后屯村。

宁陵县总工会驻华堡镇后屯村第一书
记马腾青，从一个“外来户”做起，帮助
222名贫困群众拔掉“思想上的穷根”，带
领87户贫困群众寻找脱贫致富之路，最终
得到了全村群众的认可，被乡亲们亲切地
称为“马妮”。

付出就有回报。3月份，喜讯从郑州
传来，马腾青被评为“河南省优秀驻村第
一书记”。

摸千家底 找出致贫原因

华堡镇后屯村是豫东典型的贫困村，
经济基础薄弱，无集体经济收入，无产业
基础，群众思想保守。

到村任职后，为摸清全村的基本情
况，马腾青集中精力用了 5周的时间逐户
走访农户，全面掌握村产业发展现状、农
户家庭情况。同时，也掌握到了全村贫困
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困难，为接下来制定全
村发展规划奠定了基础。

通过走访，马腾青发现，全村致贫
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因自然
环境致贫。由于后屯村所处的地域环
境，村民文化程度不高，科技扶贫难度
大，特色产业多以零星种养为主，尚未
形成规模效应，生产水平低下，群众生
活困难，扶贫底子薄弱。二是基础设施
薄弱。村内全是泥土路，群众出行困
难，农田水利设施较差，靠天吃饭现象
严重。三是因病致贫人口多，短期内难
以脱贫。后屯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绝
大部分都是因病致贫，这部分人由于疾

病和残疾，失去劳动能力，看病、治疗
用去大量现金，又无固定收入，有的靠
低保收入维持生活，有的靠政府救济生
活，这些人靠自身能力很难实现脱贫。

了解透村情，马腾青的心里又紧张起
来，这样难啃的“骨头”，如何下手？

修民心路 从群众需要做起

要致富，先修路。扶贫工作也是如
此。

后屯村的道路现状很差，多少年来都
是泥土路，一到下雨天，车辆根本无法进
入，大人都是背着孩子去上学。道路问
题，一直令全村群众头疼不已。后屯村的

“头疼路”，不仅不方便村民通行，更严重
制约了后屯村经济的发展。

对症下药效果好。了解到实情后，马
腾青立即组织村委班子和村民代表召开会
议，必须首先解决道路问题，只有一个办
法，争取项目资金修路。经过多方协调对
接，2016年 8月，在县交通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后屯村新修 5.2公里水泥路，全村
水泥路条条相连，老百姓拍手叫好。

改善贫困户住房条件，是最大的民生
问题，更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在马腾
青的协调帮助下，后屯村的11户危房全部

实施改造，贫困户再也不担心外面下大
雨，屋里下小雨了。同时，马腾青又协调
水利部门，在后屯村新打机井20眼，让村
民都能及时灌溉田地，确保旱能浇、涝能
排，让土地产出更大的经济价值。

送致富路 产业富了贫困户

驻村，第一任务是帮助贫困户脱贫致
富。这是原则，更是马腾青天天在琢磨的

“硬任务”。
通过一家一户的走访调研，马腾青

发现，后屯村虽然相对贫困落后，但也
不乏富裕户，她就向他们征求意见，认
真倾听记录他们的致富经验和教训。而
对有脱贫意愿的贫困户或非贫困户，她
则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帮忙筹划选择
致富项目，提供相应创业支持，帮他们
找致富门路。

为帮贫困户树立信心，激励他们勇
于开放思想，2016年 9月，在单位的大力
支持下，宁陵县总工会为所有贫困户每
户送去价值 200元的慰问品。目前，根据
村民意愿，后屯村发展产业扶持到户增
收项目 30户。

后屯村委会与豫东牧业养殖公司合
作，采取“企业+贫困户”模式，为每户

贫困户扶持价值4000元的种母羊4只，带
动 30户 67人发展养羊增收脱贫。为保证
贫困户的收益，豫东牧业与农户签订合作
协议，成羊出栏由合作社回收，公司为贫
困户提供养殖方面的技术服务，全程参
与，通过母羊繁殖提高家庭收入，确保贫
困户获得最大效益。

去年，贫困户苏运兰免费享受到户增
收项目养殖波尔山羊 4 只，年底就有收
益：小羊卖了 1500多元；通过种羊繁殖，
年底又收益4000多元。每次去走访，苏运
兰都会拉着马腾青的手亲切地说话，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

看着贫困户能稳定增收脱贫，马腾青
的心里也乐开了花。

要想彻底改变贫困，必须改变村民的
思想和观念。在产业扶贫的同时，马腾青
在后屯村号召村民争创星级文明户，大力
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全村群众的思想道德
素质、文明程度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有效提
升。

为激励先进、树立典型，2016年底，
马腾青积极向县总工会党组汇报，由县总
工会拨款2000元，对后屯村倡文明、树新
风活动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进行隆重表
彰，弘扬了社会正能量。看着村庄这两年
多的变化，后屯村 70 多岁的刘大娘说：

“马妮可是俺村的大功臣，村里以前到处
是泥水，现在到哪都是水泥路，她真给俺
村干了大实事，真是个好闺女！”

环境变好了，村庄变美了，村民变
富了……如今，马腾青成了后屯村的一
员，村里年长的乡亲都亲切地喊她“马
妮”。别人认为不好听，但在马腾青看
来，这是村民们对自己最大的认可、最
亲切的称呼。

“马妮，你真为俺村干了大好事”
——走近省优秀驻村第一书记马腾青

本报记者 高会鹏

这是一个拥有传奇色彩
的地方：古老和现代交融，文
化与美食并存。有着四千年文
明史的梨乡宁陵，是中原地带的传
统农业县，沧海桑田，世事万变。

葛天故里、歌舞之源、长寿之乡……宁陵这块798平方
公里的土地，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然
而，这片沃土最令人寻味的，永远是美食。

七百年前传承至今的西军牛肉，起源于元朝时期，是宁
陵县四大名吃之一。数百年来，宁陵杨氏清真五香牛肉制作
工艺代代相传，至如今第二十五代传人杨西军，秉承祖传五
香牛肉精髓，迎合新时代食品发展方向，和妻子马梅苦心钻
研调制，经过创新发展，开创西军牛肉“绿色、安全、健
康、美味”的新时代。又采用高温杀菌、真空包装等保鲜技
术，让西军牛肉系列产品畅销国内外。

一方水土，一方食味。商丘人素来有追求味道极致的基
因。每一道商丘的风味名吃、佳肴美食，千百年来都在不断
传承创新。

西军牛肉更是如此，为美食不曾放下追求极致食材的脚
步。选牛、屠宰、分割、清洗、腌制、焖煮，每一道工序，
都有独特讲究；18味名贵中药材为煮肉主料，120摄氏度的
沸汤开始将肉下锅，传承百年的地道工艺独具匠心，每一个
步骤，都是独家秘方……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观西军牛肉，色泽红润，切成
薄片，通透明亮，鲜香无比。食之肉质细嫩，入口生香，风
味独特，令人回味无穷。

好食材，满足了广大美食爱好者的味蕾。真匠心，造就
了西军牛肉的河南名吃品牌。

总有一些味道，跨越地域；总有一些美食，牵挂人心。
西军牛肉，传承的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匠心、一种基
因，一种城市的味道。

春夏之交，以花为媒，寻味商丘宁陵，西军牛肉将为您
留下难忘的味蕾记忆。

西军牛肉
文/图 本报记者 高会鹏

①色香味俱佳的西军牛
肉。

②西军牛肉切片。

本报讯（王继峰） 5月 10日，为全面提升人大常委会宣传
调研工作水平，促进新形势下人大常委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宁陵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全县人大宣传调研工作会议，邀请
市人大常委会、商丘日报社等调研、新闻专业人员现场授课。

现场，市人大研究室、商丘日报新闻研究室等相关负责
人，分别结合自身实际，运用生动的案例、通俗的语言为县人
大常委会各科室负责人和 14 个乡镇人大主席上了生动的一
课，并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宣传调研工作进行了精彩的授
课，让与会人员受益匪浅。

据了解，为加强对人大宣传调研队伍的业务培训，优化配
置宣传调研力量，建立健全包括乡镇人大在内的人大宣传调研
队伍网络，为人大宣传调研工作提供人力和组织保障，宁陵县
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宣传工作的意
见》，并印发了《宁陵县人大常委会新闻宣传工作奖励办法》，
聘任5位通讯员作为县人大宣传通讯员。

宁陵县人大常委会

加强宣传调研人员的业务培训

本版新闻统筹 高会鹏

梨乡资讯

2018年“三夏”临近，为确保夏粮生产颗粒归仓，宁陵县
行政服务中心农机局窗口积极响应国家的惠民政策，为农机手免
费发放2018年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 本报记者 黄 杰 摄

日前，宁陵县赵村乡卫生院医疗服务队早早来到县福利中心，开展“亮出形象正党风，医德建设争
先锋”义检献爱心活动，为福利中心56名孩子进行视力、听力、体重、身高、体格发育、B超等方面的
健康筛查，并为每位孩子认真填写“健康情况登记表”，建立儿童健康成长档案，对筛查出体弱儿童进
行专案化管理。在义检之外，赵村乡卫生院还为孩子们送上了他们喜爱的生活和学习用品，让孩子们感
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谭文华 摄

5月 15日下午，暴雨洗梨乡，闷热一天
的空气终于令人感觉清爽许多。

在宁陵县乔楼乡秦庙村十里铺，繁忙的
场景仍让人感觉到电商的火热，10多位大
妈在分装花生、大蒜、洋葱等农产品，三五个
壮劳力在装运包装好的快递，4位青年人则
忙着在网上接单……截至当天 17时 43分，
仅拼多多“十里小铺”一个商铺，就已下单
118单、成交额 2719.85元，待下单 2027单。
这就是乔楼乡10大精准扶贫就业基地之一

的秦庙电商物流园。
今年 44岁的张澳，是这个电商物流园

的“大佬”。他从去年开始接触电商，“触电”
之后一发不可收，当年就完成20多万单、销
售 200多万斤农产品、营业额 500多万元的
骄人成绩。

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如何在一年之
内成了“网络达人”，把当地农产品在网上卖
到全国各地？这背后，其实就是张澳的电商
创业之路。

土生土长在秦庙村的张澳，毕业后也曾
在外四处打工，后来返回宁陵在县城打工，
一直给超市做营销和配货、送货。2006年，
他在老家经营了自己的超市——中天超市，
那时他开超市的位置并不被人们看好，而有
着多年经验的张澳则认为交通便利，是个

“潜力股”。果不其然，10多年来，张澳的超
市生意一直很好，现在则成了当地知名的

“商业中心”。
两年前，尝试搞农业种植的张澳以失败

告终，种植专业合作社至今没再启用，流转
的土地也停止了承包。超市发展竞争越来

越激烈，农业种植搞不成，如何寻找一个新
的创业门路？冥思苦想，张澳从国家倡导的
商超对接和发展农村电商看到了希望。于
是，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络的农家汉子，
也准备体验一下“触电联网”的感觉。

2017年，张澳注册成立了宁陵县昌澳
商贸有限公司，开始在拼多多、淘宝等电商
平台开商铺。刚开始，不懂网络的他就四
处学习，先是卖超市现有的商品，因为没特
色少有人问津，两个多月没接到几个订
单。之后，看到当地大蒜、洋葱销售难，他
转变思路，在拼多多注册了“十里小铺”商
店，专门销售特色农产品，没想到订单迅速
增加，从刚开始的一天几单骤然成为一天
上千单。

“我当时想乡亲们的大蒜便宜，洋葱几
分钱一斤，我在网上卖也帮了他们的忙，自
己多少也能挣点，一举两得。”回想当时销售
农产品的想法，张澳坦诚地说，没想到自己
找到了农村电商的“王牌”，就是利用当地农
产品丰富的独特优势，销售农产品。

去年，张澳的“十里小铺”帮当地乡亲销

售大蒜、洋葱百万斤以上。随后，头脑灵活
的他又瞄准了鲜花生、小黄瓜这些新鲜采摘
的农产品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客户，仅七八
月份就销售鲜花生 100多吨。他曾经一天
接了 1万多单，发了 8000多件花生，装满了
5辆快递车。

短短一年之间，张澳的“十里小铺”成交
量不断攀升，仅去年他就支付了邮政物流
100多万元的快递费。更令人欣喜的是，他
每天需要工人分拣、分装、包装、装卸货，直
接带动了百余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帮程
楼、阳驿、黄岗、孔集等多个乡镇的农产品找
到了新销路。去年，张澳的电商物流园被宁
陵县授予精准扶贫工程就业基地称号，被农
业部信息进村入户河南省推进示范工程列
入益农信息社。

“十里小铺”产品销全国，带富邻里众
乡亲。谈及下一步的计划，作为宁陵县政
协委员的张澳说，在宁陵县委统战部和工
商联等部门的引导下，他已经参加了三四
次跨境电商的培训班，准备做大做强现有
业务的同时，发展跨境电商，带动更多的
乡亲共奔致富路。

张澳：“十里小铺”带富众乡亲
文/图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徐 冬）球友聚梨乡，情
谊传四方。5 月 12 日，宁陵县体育馆彩旗招展，宾朋云
集，在万众瞩目下，宁陵首个大型体育赛事，2018 年全国
六省市乒乓球俱乐部邀请赛隆重开幕。来自安徽、河北、山
东、陕西、天津以及河南六省市的 39支代表队参加了本次邀
请赛。本次邀请赛为团体赛，分青壮年组和中老年组两组
同时进行。

通过两天的激烈角逐，青壮年组和中老年组第一名由宁
陵县张弓洒业代表队、睢阳区文化宫俱乐部获得；青壮年组
和中老年组第二名由商丘市乒协俱乐部、河南乒峰俱乐部获
得；青壮年组和中老年组第三名由周口乒协俱乐部、安阳市
恒祥俱乐部获得；青壮年组和中老年组第四名由永城市辉煌
俱乐部、陕西西安市 58同城俱乐部获得；青壮年组和中老年
组第五名由商丘市工学院俱乐部、天津市同义俱乐部获得；
中老年组第六名由民权县乒协俱乐部获得。

本次比赛裁判长王桂田介绍，本次比赛精彩纷呈，高潮
频出，比赛中，全体运动员以球会友、以球联谊，满腔热情
地投入比赛，使赛场上始终充满了紧张、激烈、友好、互助
的气氛，他们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为观众展示了一场
场高水平的比赛。

据悉，本次赛事是商丘市有史以来规模、规格、水平较
高的一场重大赛事，对展示宁陵形象、促进宁陵发展都具有
重大意义。

全国六省市乒乓球俱乐部邀请赛在宁陵落幕

商丘代表队战绩颇丰

5月15日，张澳在给包装好的农产品
贴物流单据。

宁陵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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