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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闫鹏亮 黄业波

乡村振兴在行动
蓼堤镇位于睢县西北边陲，地处

睢县、民权、杞县三县接合部，是个
典型的农业大镇。近年来，该镇在决
胜脱贫攻坚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
依托传统种植优势，加大结构调整力
度，破题开局， 做足、做实、做
细、做活“农” 字文章，把该镇打
造成农村美丽、农业繁荣、农民富裕
的魅力乡村。

“目前我镇大蒜种植 3 万余亩，
果林2000余亩，瓜果蔬菜大棚500多
个，管件生产、劳保用品、服饰加工
等‘农’字型企业 28 个，大型养
猪、养鸭、养鸡场 30多个……如今
农民的增收渠道日益增多。”该镇党
委书记董劭说，今年预计在传统农业
的基础上，该镇再种植2万亩辣椒。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蓼堤镇
依托大蒜种植的历史优势，把大蒜种
植作为该镇的主导产业。为提高农民
的积极性，该镇领导班子成员做给群
众看，带着群众干，带领群众率先创
建流转土地示范田，在罗阳承包了
80亩土地进行大蒜种植。

为确保群众的丰产丰收和资金难
题，该镇又从杞县、睢县聘请农业技
术人员对种植农户进行无偿技术培训
和指导，签订保底价收购合同，并对
接睢县农贸市场、各大商场和电商，
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同时协调金
融部门为资金困难的 329户群众发放
贷款 1000 万元。该镇黎庄村村民贺
成江说：“前年在镇政府的帮扶下，
我贷了 5万元的无息贷款，发展辣椒
种植 8亩，去年不但还清了贷款，还
盈余 2万多元，我打算再流转土地种
植10亩辣椒。”

为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该
镇在大蒜种植的基础上，发展了陈菜
园果蔬种植基地、余庄金苹果种植合
作社、李庄辣椒产业园，2019年又在
大岗村投资107万元建成了40座大棚
的西瓜种植基地……同时，该镇又在
陈菜园、大岗等村建立了果蔬交易市场和两座冷库。大岗村的
村民杨中启说：“ 去年，我看到村民丰收的蒜薹卖不出去，有
的扔到坑里，有的只卖 3毛钱一斤，很是心疼。”当年他在镇
政府的引导、帮助下，回乡投资200万元建了1500吨储量的冷
库，不仅解决了村民丰产不丰收的问题，更提升了农产品的价
值，提高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该镇龙王店村党支部书记陈国
臣介绍说：“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本村催生出一个运输车队和
一批生产加工厂，如今全村用电量是睢县唯一进入全省前50的
村庄，村内几家金融网点存款总量甚至超过周边一些乡镇，目前
村内已布局了农行、信用社、德商银行、中原银行等多家金融机
构。”

“农业繁荣、农民富裕在蓼堤镇已成为现实，但距离让群
众全面步入小康社会还有一段距离，农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
我们奋斗的目标，建成宜居的美丽乡村是镇党委、镇政府和群
众的迫切愿望。”该镇镇长赵海霞如是说。

该镇以特色乡村建设为主线，采取因势利导、政府倡导、
群众自愿、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充分发挥在外成功人士、
乡贤的积极作用，全面推进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出
一村一特色，村村有景点的“秀美蓼堤”时代新村。

在该镇沈园村，大街小巷道路平坦，马头粉面墙相得益
彰，桂花树、女贞树、玉兰树生长于各个角落，就连3个废弃
坑塘也被装扮得焕然一新。“现在俺村群众对美丽乡村建设的
积极性非常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下一年你们再来
看，俺村绝对是一个桂花飘香、静幽碧翠的村庄。”该村村主
任姬中启说，沈园村是个非贫困村，按照镇政府整体推进的要
求，2019年底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为该村修通了村内道路。
后续资金何来？该村充分发挥乡贤作用，在成功人士姬正伟的
带头下，全村捐款 10多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 30多盏，栽植
绿化树2000余棵，粉刷街道墙壁6000平方米……

如今，该镇27个行政村已打造出“槐乡龙王店”“绿荫高
寨”“竹林魏楼”“桂香沈园”等16个成型的美丽乡村。“下一
步，我们将以产业为抓手，以群众致富为目标，以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为切入点，带领全镇人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快地
奔跑。”董劭胸有成竹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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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言“久病床前无孝子”。而结婚不要
彩礼，婚后还要替婆家偿还债务，没有期
限照顾老人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家住
睢县孙聚寨乡袁店村的 80后农村女子齐爱
梅，2004年在公爹李广民高位截瘫，家庭
负债累累的情况下毅然和家中独子李正仓
结婚。16年来，她用大爱支撑着一个风雨
飘摇的家。

现年72岁的李广民，22年前是个精明
能干的庄稼汉子，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
些炸麻花、炸油条的买卖，生活上挺富
裕，成为村民眼里的“好家子”。

1998年秋天，李广民在拉玉米秸秆时从
三轮车上摔下来，从此高位截瘫，两年来先
后支付医疗费10多万元，负债3万多元。

2003年，家住该乡齐庄村的齐爱梅经
人介绍，与李正仓相识。当时许多人包括

父母在内，都劝齐爱梅：“你这不是往火坑
里跳吗？”但她认定了死理：“我看中的是
正仓的聪明、踏实、肯干，我们都有双
手，生活一定会好起来。”拗不过齐爱梅的
父母就告诫她：“享福受罪是你自己选择
的，我们也不阻拦你，但有一点要告诉
你，我们都是本分人，嫁过去后你必须要
有孝心，否则就不要回娘家。”

2004 年，齐爱梅如愿嫁给了李正仓。
婚后他们夫妇俩流转 3亩土地，开始种植
葡萄。从此，她每天既要干农活，又要照
顾老人的日常起居。为了还清债务，他们9
年没有要孩子。

2013年，家庭经济状况好转的齐爱梅
迎来了自己的一对龙凤胎儿女。生活的压
力又降临到他们头上，孩子吃奶粉、给父
母看病、日常生活开支等，丈夫不得不外

出务工，家庭重担压在了齐爱梅一人身上。
“爱梅是天底下少找的好儿媳。”李广

民老泪纵横地说，16 年来，爱梅端吃端
喝、洗衣做饭、置换尿管不说，最让他难
过的是，孩子吃奶粉的钱都是卖破烂换
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每次赶集回来，爱
梅都没忘给他买烧饼、油条等；为了省
钱，她还跟村医学会了扎针……

“这其实也不算什么，都是做子女的本
分，我们也都有老的时候。”齐爱梅说，最难
的是在孩子 4岁那年，儿子阑尾炎动手术的
第五天，半夜里婆婆冠心病发作，我找本村
的邻居开着车，带着儿子、女儿去县医院给
婆婆看病。安顿好婆婆后，第二天上午又回
来伺候公公，如此来回奔波。“当时不但身
累，心更累，现在想起来都想哭……”

“在最难的时候，为什么不叫丈夫回

来？”总有人这样问她。
“他在外边为老板开货车，一是怕他分

心有危险，二是能多挣点就多挣点，家里
我扛得住！”齐爱梅说，现在日子好多了，孩
子也大了，自己除了照顾公爹、从事农田生
产外，又从扶贫车间领来手工活进行加工，
多了一份收入，丈夫还与人合伙购置了大型
运输车，收入逐渐提高。况且公爹有了低
保，看病能报销，政府又捐赠了轮椅，还
有残疾补贴，逢年过节又有补助。

“相信有政府的帮助，加上我们的双
手，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齐爱梅对未
来依然充满向往。

齐爱梅：用大爱书写人间孝道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

本报讯（黄子茜）“现在，我们公司工人已经全部复工，
大家对企业很放心，这多亏有你们及时协调劝解，我们才能顺
利恢复生产，你们真是解决我们的大难题了。”4月7日，吉坤
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拉着前来回访的睢县纪委监委派驻长岗西
村第一书记付鹏举的手，连声道谢。

该公司于 2018年 6月入驻睢县长岗镇扶贫车间，由于吉坤
鞋业生产的赛车鞋和钓鱼鞋等产品都是外贸订单，为了企业生
存和发展，县纪委监委驻村工作队一直关注吉坤鞋业的复工复
产工作。为帮助企业满足复工复产条件，付鹏举积极与有关部
门、药店联系沟通，帮助采购到了电子额温枪，又收集了 5支水
银温度计应急，联系超市等社会力量为扶贫车间订购了一批口
罩和消毒液，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如今，走进睢县吉坤鞋业有限公司扶贫生产车间，工人们
全部戴着口罩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两名戴着口罩、身穿防护
服的工作人员定时在车间喷洒消毒液。驻村工作队也开启了

“驻厂员”模式，监督生产车间疫情防控的每一天。
“相比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同志，我们能做的就是用心尽

力做好服务工作，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付鹏举如是说。
据了解，企业复工以来，睢县纪委监委派驻全县各企业的

复工复产监督人员，始终坚守在企业防疫一线，精准服务企业
复工复产，为打赢复工防疫“双线战役”助力添彩。

睢县纪检监察干部

驻企精准助力复工复产

宽畅明亮的水泥路，错落有致的农家
院，小桥流水，四季花开……4月8日，阳
光明媚，记者走进民权县野岗镇常马口村
的杨林庄，仿佛置身在一幅浓笔重彩的乡
村水墨画里。

“常马口这个村，脱贫套路多。我总
结成五大法宝帮民富！”提起该村天翻地
覆的变化，该县扶贫办驻该村第一书记帅
智伟如数家珍。

芦荟称不上名贵花卉，本该栽种到庭
院的花盆里供人观赏。扶贫工作队在反复
考察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引导和带动贫困
户种植芦荟。

芦荟不仅是观赏性植物，它还集药
用、食用、保健、美容等为一体，种植成
本低，病虫害少，产量大，效益高。

帅智伟介绍说 ：“我们利用 148万元

的扶贫资金，帮助贫困户修建了 166座温
室大棚，全部栽种芦荟，统一供种，统一
管理，统一销售。”

“我承包了一座芦荟大棚，在专家指
导下，精心管理，年收入四五千块钱，就
像篦子上抓窝窝——一拿一个稳！”常马
口四组村民李卫国喜笑颜开地说。

芦荟是常马口村新兴的经济增长点。

野岗镇是全国优质酥梨之乡，常马口
是该镇的栽植大村之一。

“前几年，大规模种梨初期，许多老
年人有顾虑，害怕种粮少了，没有饭
吃。”提起当初推广酥梨的艰辛，村干部
肖书生仍记忆犹新。

时至今日，在扶贫工作队和村“两
委”班子积极宣传和广泛发动的基础上，村
前村后都栽上了梨树，面积有500亩之多。

常马口的酥梨，外形金黄透亮，皮薄汁
多，果大核小，酥脆甘甜。亩均收益在5000
元左右，品种好的梨园年收益近万元。

过去穷得叮当响的贫困户杨运州，提
起自家酥梨，满脸带笑：“俺可不是贫困
户，去年就光荣脱贫了。一亩园，十亩
田。只要有酥梨在，想不脱贫都难！”

2015年冬，在一次科技培训会上，有
个农业专家说，常马口的土质适合梅杏种
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与会的“两
委”班子回来讨论：这事儿，能干！

心动不如行动。他们说干就干，很快
便在 310国道两侧栽植梅杏 150亩，两年后
便挂了果。时至今日，梅杏亩产在2000斤
以上，成为该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楂梨且缀碧，梅杏半传黄。麦忙过
后，梅杏便上市了。肥沃的土地，充足的
日照，使得这里的梅杏色泽光艳、甘醇似
蜜，回味绵长。

村民党世德自豪地说：“少5块1斤，别想
吃俺的梅杏。每亩收入1万元，不在话下。”

梅杏成了该村群众眼里的“金蛋蛋”。

48 岁的宁红海是出了名的“瓦刀支
书”。他在任职前，便是“泥水”老手，砌砖
垄瓦，让人放心。方圆几十里只要有起房
盖楼的活，人们都愿意找他支摊子搞土建。

“一枝独放不是春，全村富裕，才是真
富裕。”宁红海经常这样说。借助扶贫工作

队介绍的务工平台，让年轻人或南下、或北
上，去省外挣钱。年岁大些的，但凡拿起瓦
刀、掂得泥兜子的，都在周边村干泥水活。

“俺村去外地务工的少说也有 400人，
在周边干活的也有 200多人。一人一天百
十块，搁手心掿哩。”提起打工挣钱，村
民王顺德喜不自禁。

泥兜子，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常马口的扶贫车间，名唤“星光包装
厂”，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投资40万元。

走进车间，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切割、
剪贴、打捆、装车，每一个细小的环节，留下
的都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勤劳致富
剪影。

据车间负责人介绍，车间里的工人全
是贫困村民，如果操作熟练，月收入也挺
可观。“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哪个月
都能挣 2000元，好嘞很。”家住常马口村
11组的宁想云，说起在扶贫车间打工挣钱
脸上笑开了花。

扶贫车间成了贫困户的摇钱树。
“没有拔不掉的穷根，也没有移不走的

穷山。”宁红海说，我们会不断发掘新的脱
贫门路，在致富路上跑出自己的风采。

这几年，他巧用五大法宝帮民富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白文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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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和
风送暖，随着新冠
肺炎疫情进一步得
到有效控制，学校
开学日期已定。民
权县第三小学为提
前做好充分的开学
准备，在旧桌凳更
换工作完毕后，又

开始着手打扫办公室和教室卫生。
4月 8日，负责打扫高语组办公室的朱芳校长看到

放置作业本的铁皮柜上有一面旗，她原以为是哪班的流
动红旗期末时未上交，便取下来展开一看，却见上面绣
着“赠：朱景莲老师 真情雨露润泽 倾心呵护成长 翟
冠翔家长 2020年 1月 8日”的字样。原来这是学生家
长送给六二班班主任朱景莲老师的一面锦旗。

朱景莲老师为什么将家长送给自己的锦旗放在这
里？这面锦旗有什么特殊意义？朱芳心有感触……

随后，学校办公室电话联系了翟冠翔家长，翟冠翔
妈妈动情地告诉办公室的刘卫星老师：“提起朱老师，
我有一肚子感激的话。我的孩子翟冠翔原来在乡下上
学，底子薄，成绩差，自从转到第三小学后，朱景莲老
师作为班主任，从未放弃俺的孩子。平日里对孩子的教
育很有爱心，对孩子的学习也有耐心，既慈爱又严厉，
为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因为一个学期来，孩子的学习
成绩提高不少，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让俺全家感激不
尽，所以就给朱老师制作了这面锦旗聊表心意。”

翟冠翔妈妈又说道，疫情发生以来，朱老师严格要
求孩子有条不紊地上网课，认真完成作业，逐渐养成了
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她还要求孩子锻炼身体，对孩子
进行心理疏导。因此，孩子的学习没有落下一课，这是
家长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儿，非常感谢朱老师。

据刘卫星介绍，朱景莲的确优秀，她不仅师德高
尚，而且业务精湛。2019年 12月，她和本校的两名教
师作为民权县小学语文教师代表，参加了商丘市小学语
文教学观摩研讨活动。时值其瘫痪多年的父亲病逝，在
送走父亲的第二天，她咽下泪水，强忍悲痛，赶赴商
丘，坚强地站在了全市教学观摩研讨活动的讲台上，她
的授课赢得了与会专家和教师的高度赞誉。

朱芳告诉记者，民权县第三小学之所以能够赢得社
会的好口碑，就是因为学校还有许许多多像朱景莲老师
一样出类拔萃的精干教师，他们为了学生的成长默默无
闻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为名利，不求回报，
只为践行自己“甘为人梯”的那份誓言。

一面锦旗背后的暖心事
本报记者 闫鹏亮

4月9日，民权县孙六镇韩庄村民在家门口的绿色游园里散步。据悉，为改善农民人居环境，提高村民
的生活质量，该镇一手抓环境整治，一手抓美丽乡村建设，把绿色游园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眼
下，各村面貌已焕然一新。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4月9日，睢县西陵寺镇榆厢村村民在进行春播生产。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粒粮。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
常态化、制度化，睢县农业生产全面恢复正常。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