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梨乡宁陵脱贫攻坚战线，有对出了
名的脱贫“父子兵”——谭文彬、谭博
华。50岁的谭文彬和 27岁的谭博华都在
基层做村第一书记，为大家舍小家，为脱
贫攻坚工作作出突出贡献，上演了一幕幕
真情感人的故事。

5月 22日上午，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
停，谭文彬踏着泥泞挨个走访查看贫困
户，特别是还未实施危房改造的刘茂吉、
王五德两家，特意叮嘱他们要注意安全，
并打电话联系沟通上级部门尽快实施危房
改造。当听到将于 6月底前完成危房改造
时，谭文彬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自2017年5月到华堡镇王庄村任第一
书记以来，谭文彬就与王庄村紧密联系在
了一起。走访、排查、慰问，上项目、要
政策、真扶贫，一年多来，谭文彬吃住在
村，在乡亲们眼中真正成了不走的村民。

令他没想到的是，2017年 11月，儿
子谭博华打电话给他，主动请缨到逻岗镇
崔香吴村任第一书记，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第一线。他清楚儿子的脾气，沉默了许久
后郑重地说：“你如果要下去，就要做好
吃苦的准备，真正沉下去为贫困户做实
事。”

其实，驻村后的谭文彬深知在脱贫一
线的苦与累，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想让儿子

去驻村。但是，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位
父亲，他要支持儿子，助力脱贫攻坚。

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从此，谭文彬除了忙自己的脱贫工作，又
多了一份职责，那就是做儿子脱贫的“导
师”。刚入村的谭博华尽管做了充足的思
想准备，却没想到进村后面对繁重的工作
大脑一片空白，用他的原话说，“我们村
是贫困重点村，要干的工作太多了，不知
道从哪下手，脑袋蒙了”。

这时，谭文彬的电话打来了，开始帮
谭博华分析村情、理清思路、制定措施。
在父亲的指引下，谭博华慢慢摸到了门
路，先挨家挨户走访贫困户，充分掌握贫
困实情，再结合实际制定精准脱贫措施。
修路、通水、招商，短短半年时间，谭博
华为崔香吴村带来了明显变化，并通过招
商建设扶贫车间，实施光伏发电扶贫项

目，一项项具体措施逐一落实，一户户贫
困户实现了脱贫。

五天四夜吃住在村，谭家这对父子兵
坚守脱贫战场，却难坏了家中的一对“母
女”。谭文彬的父亲84岁、母亲87岁，谭
博华的儿子才 3岁，上有老下有小，原本
热闹的一家人现在冷冷清清，只有婆媳两
人忙里忙外。

谭文彬的父亲是位退休老干部，政
治觉悟很高，他 12年前因患心脏病下的
支架去年就应该更换。但是，为支持儿
子脱贫攻坚，不拉后腿，他不让儿子请
假带他去医院。当时，正是脱贫攻坚战
最火热的时候，谭文彬也确实抽不出时
间带父亲去郑州住院。没想到，2018 年
春节后，父亲连续两次出现昏倒，4月份
到郑州复查，医院直接下病危通知书，
这时谭文彬才请了三天假为父亲做了手

术。没想到，6月份谭文彬的姐夫因心脏
病突然去世，他连去给姐夫送行的时间
都抽不出来。至今，每每说起此事，谭
文彬都热泪盈眶。

同样，身处脱贫一线的谭博华心中最
愧欠的也是家人。爷爷在郑州住院，他只
匆匆去看望一下就随即赶回了村里；儿子
三岁正是需要父爱的时候，他却只能通过
微信视频交流；虽然同在一个县城，和妻
子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令谭家父子最欣慰的是，家人虽然不
能团聚，却都默默支持他们，从没有说过
一句怨言。在他们的扶贫村，贫困户都把
他们当作了家人。在王庄村，贫困户王世
才、王德信等代表村里的贫困户给谭文彬
送来了一面锦旗；在崔香吴村，贫困户把
27岁的谭博华看作了亲人，争着想请他去
家里吃饭。这是乡亲们对这对脱贫父子兵
的认可与赞同，但他们却把这些看作是促
进他们干好工作、帮村民脱贫致富的压力
和动力。

脱贫攻坚父子兵，勠力同心战贫困。
如今，就算有了时间回家团聚，但谭文
彬、谭博华这对父子却显得与家人格格不
入，不是在一起探讨如何驻村，就是在一
起研究怎样脱贫，家人都说这对父子脱贫

“着了魔”。

脱贫战线上的“父子兵”
本报记者 高会鹏

一线传真

百姓故事
—精准脱贫新样本

本版新闻统筹 高会鹏 蒋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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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人民
脱贫攻坚进行时

柘城县很多 40 岁
以上的中年和老年人，
喜欢吃煎焖鱼、喝煎焖
鱼汤。

现在，在柘城县，
煎焖鱼做得最好的，是
位于南环路的福生源
酒店的师傅王峰。

王师傅是柘城县
拥有“厨师村”之称的
城关镇前王菜园村人。

前王菜园村，村里约有百户人家，家家有厨师。逢年过
节，前王菜园村的厨师会被邀请到柘城县各个乡镇农村，为
有喜事的家庭做菜。前王菜园村，不但现在是厨师村，历史
上，村里就有做厨子的传统。据王峰讲，解放前，他二爷就是
柘城县有名的厨子，县城里的大户人家过寿、迎娶喜事、办宝
宝宴，都要请他二爷去做菜。整个前王菜园村，也有很多出
名的厨子。解放前，县城有四门，因为前王菜园村位于东门
附近，厨子也经常被城外的人请，有“王菜园的厨子不回来不
关城门”的说法。今天，王峰家里还珍藏着一个家里祖上过
寿时乡邻赶来拜寿的锦缎。记者查了一下，上面落款处有70
个人名，由此可见，当年，王家厨师在社会上是有很高地位的。

煎焖鱼的起源，是一种农家喜事菜。因为鱼比较贵，厨
师就在鱼块外面粘上很多面，然后再煎，最后加上汤。往桌
子上一端，大鱼盘，显得主人家大方。

在流传过程中，厨师对鱼的做法不断改进，慢慢成了一
种拥有独特风味的柘城特色菜品。

煎焖鱼的做法是，先把鱼切成鱼块。把鱼块放到酱里腌
一个小时。然后上面粘上精细面粉，锅里小火慢煎。大约煎
10来分钟，将面煎得稍微发黄。最后，把煎的鱼捞出来放到
铁锅里焖，再焖大约 10分钟就成了。这个做法中，一个关键
点是小火，要掌握好火候；第二个关键点是腌的酱和焖时的
汤料，要配制调好。

出来的煎焖鱼，汤刚出酸头，有点辣，又有满盆的鲜鱼
香；鱼爽口润滑，味厚耐嚼。食后拍案叫绝，回味无穷。

柘城王菜园煎焖鱼
文/图 本报记者 蒋友胜

每个来宁陵的人，都
会去喝一碗正宗范家哨
子汤，再配上一个鸡蛋、
一个馒头，那醇香的感受
令人回味无穷。

多少年来，宁陵哨子
汤汤好味美，生意兴隆。
据宁陵县志记载，哨子汤
历史悠久，为宁陵三大名
吃之一。

哨子汤创于民国初
年，是宁陵县东街范家祖传技艺。哨子汤的主要原料是小
米，将小米磨成浆以后，配以鲜鸡汤、羊油、粉条，加入茴香、
姜、花椒等熬制而成。食用时，在碗里浇上特制的牛肉精哨
子和辣椒油，其味鲜美可口、香而不腻、余味绵长。因喝时要
放在嘴边吹一下，所以称作哨子汤。

在宁陵，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范猴子’的哨子汤独
门。”“范猴子”就是范训兰，是哨子汤的创始者之一。如今，
哨子汤的第三代传人范振中在宁陵开有哨子汤馆。目前，哨
子汤已被辑入《商丘传统风味小吃名录》。

宁陵哨子汤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食客前
来品尝。同时，更吸引了众多的精明的商人，他们愿意出高
价购买制作哨子汤的配方，但都被宁陵哨子汤的经营者婉言
谢绝。至今，这门特色美食的制作工艺，都是范家的独家秘
方，从不外传。

与传统早餐有区别的是，哨子汤不仅仅作为早餐，全天
都有食客光顾，成为一日三餐之美食。

5月23日中午，位于宁陵县城的正宗范家哨子汤店内，前
来品尝哨子汤的顾客排起了长队。如今，哨子汤成了梨乡人
民最喜爱的特色美食之一。哨子汤长期食用能养胃、解酒，
甚至有能辅助治疗痢疾等肠道疾病的功效。

宁陵哨子汤
文/图 本报记者 高会鹏

在柘城县岗王镇刘楼村有一个远近闻
名的“鹅司令”，他不仅通过养鹅实现了自
己的梦想，还带领乡邻们一起走上了一条
养鹅脱贫致富路。

村民们口中的“鹅司令”叫刘金忠，柘
城县岗王镇刘楼村人。十年前，高中毕业
后的刘金忠，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就跟随
着同乡外出打工。刘金忠告诉记者：“我17
岁就出去打工了，做过保安、工地小工，后
来又在路边上摆地摊。”

善于琢磨的刘金忠，看到洗车店的生

意很火，就用自己辛苦攒下来的钱开了一
家洗车店。从而赚到了自己创业的第二桶
金。“干了有一年吧，挣的有二三十万。然
后做修车，做了大概三到五年的时间。
2013年，开了一家保洁公司。”刘金忠说。

靠着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刘金忠的生
意越做越大。2016年回乡探亲中，他偶然
间听说的一件事，让他果断地放弃了外地
的生意，回了家。刘金忠说：“我回家探亲
的时候，发现养殖不错。我感觉中国农村
太大了，有六七亿人口，感觉随便捞一下也
比大城市里强。这样，我就在 2016年把公
司交给我姐姐管理，我就回来了。”

听说刘金忠放弃了自己在城市里经营
得正红火的生意，回乡养鹅。很多人不理
解，有亲人还专门跑到刘金忠家问。谁会
放弃在北京的很不错的生意，再回到农村
发展呢？

下定决心要在农村闯出一片天地的刘
金忠，有条不紊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计

划。刘金忠说：“最早的时候，我父亲养过
鹅。他那时候做孵化是用老的模式生产和
销售。根本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刘金忠把
北京所有的东西都处理了，车也开了回
来。决心在农村大干一番。

建立网络，采购设备，联系种源，一切
都在按照刘金忠的设想进行着。创业之
路，并不像先前设想的那样顺利。刘金忠
介绍说：“一开始我也碰到一些失败，每一
次都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再进行运作。
在2017年3月，因为晚上值班没有值好，一
箱还剩三天就要孵化出小鹅的 8000枚蛋，
全部毁掉了。当时很心疼。后来，虚心学
习，仔仔细细，才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刘金忠还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养殖模
式。刘金忠说：“现在我们是根据老家的气
候种植鹅饲料。每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五
月种植大麦草。大麦草割完后，紧接着种
植木须草。木须草能种到八月份。这样种
植两种草，鹅就全年不愁吃。‘有水有草养

好鹅’，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口诀吧。所以，
我们的鹅养得好。”

养鹅孵化技术渐渐成熟之后，依靠互
联网，刘金忠生产出的鹅苗和成品鹅销售
到了全国各地。刘金忠说：“我们现在孵化
的鹅苗每个月十万只，五天出一批，一批出
到一万三四千只。在八月份，到高峰期，一
个周期能出七八万只。总体来说，2017年，
我们总共出 40万只左右。我们合作社今
年的效益，如果按去年的量算的话，纯收入
300万是没有问题的。”

致富不能忘乡邻，怎么样才能让乡亲
们一起加入到养鹅大军中来呢？刘金忠想
了不少的办法，最终琢磨出了由农户代养、
合作社回购鹅蛋的分散饲养模式。刘金忠
介绍说：“我们村是贫困村，只要农户能养，
我们提供蛋鹅的种鹅 500只、1000只都不
是问题。鹅蛋养殖要按照我们的标准，防
疫要到位。鹅蛋我们回收，给他们一个保
护价，确保贫困户不亏钱。肉鹅周期很短，
70天就可以出栏了。农户的每只鹅能有十
五六块钱的利润，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目前，已经有300多个农户加入到了金
忠养殖专业合作社，并通过蛋鹅和肉鹅的
养殖有了固定的收益。

养殖稳定下来后，刘金忠正在筹划建
自己的屠宰食品加工厂，然后创造柘城的
自有品牌。争取将养殖做得更大更强。

柘城有个“鹅司令”
本报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近日，一幅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
的廉政寄语、廉政警句、廉政漫画出现在清水河文化广场，形式
多样、题材丰富的廉政文化长廊，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成
为该县廉政宣传教育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近来，宁陵县纪委监察委设计更新了廉政文化长廊板面内
容，以“宣传廉政理念 传播廉政文化”为主题，让广大党员和
群众在轻松的氛围中接受廉政文化教育。这次廉政文化长廊的粉
饰更新共有 26个板块，内容涉及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对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十九大报告新论断、监察法知
识和规定、典型案例通报、廉政典故、廉政诗词、廉政漫画等内
容。廉政文化长廊的打造，让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耳濡目
染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在潜移默化中转变民风，改善
作风，弘扬清风正气，让廉政意识入脑入心，真正达到“于无声
处常提醒，时刻绷紧廉政弦”的目的，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社会延伸，向群众延伸，服从服务
于“富裕、开放、魅力、生态、平安”新宁陵建设。

“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在廉政文化长廊前，正在参观
的一位老干部说，廉政文化长廊营造出浓厚学习氛围，使社区群
众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接受全方位廉政熏陶，并将其贯穿于
家风和工作中，值得点赞。

宁陵县纪委监察委

更新“廉政长廊”传递廉洁正能量

为进一步加强科技教育，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和技能，5月23日，
宁陵县第三实验小学开展2018年度科普宣传周活动，孩子们在教师指导下搭建机器人，体验实际动手
创造的成功与乐趣。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连日来，柘城县国土资源局认真谋划、积极协调，主动与接边
鹿邑、太康、宁陵、睢阳区等友邻县（区）地籍部门联系，通过翻阅
档案、查找证人、实地勘察、现场测量等方式，多措并举扎实推进
权属界线接边工作，圆满完成了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农村集体土
地所有权县际权属界线工作。 陈雁飞 摄

5月22日，游客正在采摘富硒甜瓜。宁陵县鹏林果蔬专业合
作社在孔集乡王福来村，30多棚富硒甜瓜从五一开始成熟，吸
引了周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形成了乡村游市场，带动当地50
多户群众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近日，柘城县人防办、县委宣
传部、团县委、教体局联合举办了
以“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
险”为主题的人防防护技能应急
演练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此次演练活动分紧急疏散、
紧急救护、消防灭火和防化洗消
四个课目。柘城县消防大队、人
民医院、中医院、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学苑中学的全体师生和
200名青年志愿者参与了演练。

本报记者 蒋友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