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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谭 伟）日前，宁陵县
医药业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
生了宁陵县医药业商会第一届领导班子。医药业商会的成
立，标志着宁陵县行业商会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近年来，宁陵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高度重视工商联
队伍和行业商会队伍建设，积极引导行业商会充分利用商
会平台，整合各类资源，形成产业协作机制，互相帮扶、
抱团取暖、共谋发展，整合和发挥会员企业作用，有效带
动整个商会，乃至宁陵县医药行业实现加速发展。

宁陵县引导行业商会坚持正确办会方向，广泛开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带动会员走诚信守法经营之路，大力弘扬爱国敬业、
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
觉做爱国、诚信、守法的表率。同时，引导加强商会自身
建设，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认真帮助会员排扰解难，协调
关系、调解纠纷，切实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引导商会发
挥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作用，利用好商会这个平台，团结
互助，做大做强，积极为宁陵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
出自已的贡献。

宁陵行业商会发展日益壮大

隆冬时节，凌晨 6 时天仍一片漆
黑。在刺骨的寒风中，郑剑已悄然起床
来到储料棚，开始带着工人配料、拌料。

28个羊圈 7000多只羊，1个多小时
过去了，郑剑和五六个工人才加完料。
此时，他们忙得头上已冒起了热气。

这样的情景，“硕士羊倌”郑剑已坚
持了8年有余。

光头、圆脸、戴着眼镜、身穿棉
袄、脚蹬胶鞋……初见郑剑，如果不是
在羊圈，你绝不会认为他是个“羊倌”。
说起自己的创业经历，不爱言谈的郑剑
有些腼腆，在他喂羊、卖羊的空隙时间
里，记者断断续续听完了他的创业历程。

郑剑今年 38岁，是宁陵县阳驿乡郑
楼村人。2002年他考入太原科技大学读
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又考入山西财经学
院读研，取得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后，他在上海做了 3年外贸工作，月薪超
万元，成为亲朋好友眼中的成功白领。

当时，郑剑的妻子在宁陵教学，两
地分居的生活很不方便，郑剑也想返乡
干一番自己的事业。刚回到宁陵，父亲
原本以为郑剑要考公务员，当得知他要
创业养羊时肺都气“炸”了，坚决不同
意。可郑剑也是个倔脾气，他认准的事
偏要干到底。

2012年，郑剑从同学、亲朋手里借
了二三十万元，两万元收购了位于逻岗
镇的一个小养殖场，购买了 100多只山
羊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创业之路充满酸甜苦辣，郑剑深有
体会。面对亲朋、邻居的冷嘲热讽，他
一心扑在养殖场，边养羊、边学习。创
业之初的四年时间，郑剑几乎没离开过
养殖场，他把刚出生的小羊羔抱到自己
屋里照顾，吃住都在一起。然而，直到

2017年，羊价一直处于下跌行情。2016
年，羊肉价格跌到了五六元一市斤，一
只羊只能卖几百元。

“但就算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从没
想过放弃，不能让人瞧不起。”回想起当
初的难处，郑剑红了眼眶。当时，他大
学同学曾主动打电话问他需不需要资
金，借给他20万元渡过了难关。

从 2018 年开始，市场羊价开始连
年上涨，今年行情最好，一只羊比往
年能多卖约 300 元。按目前年出栏 1.5
万只羊的数量，郑剑坦言今年将有 300
多万元的利润。

1月5日，临近春节，到郑剑的永发
养殖场购羊的客商不断，当天中午已经

销售了三四百只。8年的养殖创业，郑剑
积累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客户。为稳定
小羊供应，他组织成立了宁陵县富民养
羊协会，会员从郑剑养殖场购买能繁母
羊回家喂养，产下小羊他负责回收。目
前，宁陵县富民养羊协会发展了 40多名
会员，养殖量约 500 只的会员有几十
名，带动了当地群众共同增收致富。

“一年里有 300多天我都是泡在养殖
场里。”郑剑半开玩笑地说，养羊必须和
养孩子一样认真，你不付出全部的精力
与时间，它就不会给你丰厚的回报。如

今，虽然家在县城，与养殖场仅几公里
的路程，他却经常半月甚至一月才回一
次家，有时到半夜睡不着他再开车回到
养殖场睡，“人一会不在养殖场心里就不
踏实”。

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却回家养羊，
郑剑成为亲朋好友眼中的“另类”。虽然
上大学所学专业与养殖不对称，但是爱
学爱钻研的他独创了自己的养殖经，他
养的羊也成为客户的抢手货，现在都是
羊还没出栏客户就已交了订金。

为了让羊肉更好吃好看，郑剑结合
实际自己为羊配料，在羊料中加入中草
药，可以让每只羊每天长肉约 6两。用
郑剑的话来说：“干一行就要爱一行、钻
一行，做精做细。”目前，郑剑的永发养
殖场肉羊存栏量有 7000多只，年出栏约
1.5万只，年产值2000多万元。

“我梦想建一个现代化肉羊养殖
场。”说起未来的规划，郑剑透露，目前
他的养殖场占地约 45亩，他计划明年再
扩建 4个羊棚，达到年出栏肉羊 2万只。
由于老厂规划落后，再改建不太现实，
他准备再寻找几百亩养殖用地，建设现
代化的肉羊养殖场。

“现在技术和销售都不是问题，我最
担心的是人才和资金。”郑剑坦言，现在
大学生很多不愿意搞养殖，嫌脏嫌累，
本地很少人有养殖技术，需要从高校甚
至外地引进一批养殖技术人才做支撑；
建设现代化养殖场需要大量资金，仅靠
自己资金积累发展太慢，希望得到相关
部门的资金扶持助力，为宁陵的肉羊养
殖业立标杆、树形象。

金融硕士回乡当“羊倌”
本报记者 高会鹏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小康生活
决战决胜脱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贫攻坚

每天，郑剑都会与工人一起给肉羊喂料。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一忙起来，顾不上喝水吃饭，顾不
上洗澡换衣，顾不上家里的老小……饿
肚子、熬通宵、跑断腿、磨破嘴，这样
的生活，在驻村扶贫期间，王宗涛早就
习以为常。

2016年 8月，宁陵县气象局干部王
宗涛主动请缨，担任程楼乡乔竹园村驻
村第一书记。乔竹园村现有耕地 550多
亩，人口 719人，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45
户 105人，村民一直靠传统农业养家糊
口，是深度贫困村。在采访时，他谈及
近五年的扶贫工作，感慨良多。

辣

几年前的夏天，王宗涛第一次背着
包袱进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村干部和村民们纷纷围上来，热情
地接过王宗涛的行李，就像见了久违的
亲人。椅子还没有坐热，村民们便迫不
及待地问：“王书记，您这次来我们村，
带来多少扶贫资金啊？打算实施哪些项
目工程啊？”王宗涛一听，一下子楞住
了，只好实话实说：“一没有携资金二没
有带项目，我就是来踏踏实实干活的。”

一名村干部又禁不住发问：“王书
记，您是哪个单位的啊？”他回答是县气
象局的。

此时，王宗涛感觉气氛顿时变冷

了，村民的态度也变淡了。村民们小声
嘀咕道：“什么都不带，你扶什么贫
啊？”“气象局的干部能干什么啊？”……

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满是嘲
讽，王宗涛的脸上火辣辣的，真想找个
地缝儿钻进去。

酸

扶贫攻坚重在精准，特别在精准识
别把关上。驻村之初，有群众找到村
室，向王宗涛提意见：“某某家有楼有
车，为啥能当贫困户？”“俺家老人偏
瘫，长期吃药，为啥不能评贫困户？”面
对这些质疑，王宗涛决心在精准识别上
下一番功夫。

他从深入走访做起，调查村情，听
取民意，摸清底数。当他走进村民乔锋
家中时，被乔家的困窘惊呆了。乔锋遭
遇车祸经过抢救，虽然性命保住了，但
变成了躺在床上的植物人。妻子马秀兰
深受打击，精神失常。女儿正在湖北读
研究生，儿子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高昂的医疗费，使乔锋一家陷入了绝
境，儿女濒临失学的边缘。

马秀兰跪在地上失声痛哭，面对此
情此景，王宗涛心里涌出阵阵辛酸。王
宗涛想要尽心尽力去救助乔家，随后为
他们一家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让他们

享受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解决了看
病难、上学难的大事。

最终，他清出了 3户不符合贫困户
要求的，新添了 6户建档立卡户。这一
减一加，虽然付出了很多艰辛，却赢得
了全村上下的民心。

苦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第一书记就
是冲锋在前的“钢铁战士”，要不畏吃
苦、甘于吃苦。

王宗涛吃住在村，特别是在填写贫困
户明白卡、电脑输入贫困信息时，真是废
寝忘食、通宵达旦，一支笔填下来，不容差
错一处，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

记得去年 6月 28日，王宗涛在工作
途中发生车祸，髋关节损伤，大腿疼痛
难忍，他去医院简单包扎了一下，医生
要求在家休养一个月。但三天后，又要
迎接国务院扶贫抽查。“作为第一书记，
我怎能离开自己的岗位啊？我咬着牙返
回村里坚守在扶贫第一线。”王宗涛讲述，

“待扶贫抽查结束，我的病情加重，髋关节
严重积液和水肿，右侧髋关节残留碎片，
只能依靠拐杖来站立、行走了。”

为了给贫困户乔家办理慢性病卡，
王宗涛乡里、县里来回奔波；为了解决
村民浇水难的问题，他又辗转在农业和

水利部门……支撑他勇往直前的力量，
就是第一书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还有
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甜

苦尽甘来。如今，乔竹园村面貌焕
然一新：新建了文化广场，拥有了标准
化卫生室，实施了电网改造，铺设了乡
村公路，建成了光伏发电，扶贫车间也
投入了使用。2018年 10月，通过了国家
评估验收，乔竹园村退出了贫困村行
列，全村 45户 105人顺利脱贫摘帽。这
样的成果，让王宗涛心中感到丝丝甜意。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乡村振兴才是
目标。王宗涛把目光聚焦到村里的产业
发展上，他要在规模化种植上做篇文
章。2018年发展温室大棚 6座，种植反
季节蔬菜；2019年以“合作社＋农户”的
方式，种植菊花 700亩，年收益 140万元；
今年又流转土地 132亩，从山东引进金
银花种植，安置闲余劳动力200多人。

付出总有回报。2019年 3月，乔竹园
村群众代表为他送来一面锦旗：“党的好
干部 群众贴心人”。同年 10月，在全县
脱贫攻坚工作评比中，他被宁陵县委、县
政府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我早已是乔竹园的一分子，乔竹园
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王宗涛深情地说。

一位驻村第一书记的酸甜苦辣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

—致富路上领头人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尹
舒韵）近年来，宁陵县石桥镇充分发挥
统一战线联系广泛优势，凝聚扶贫力
量，为脱贫攻坚奉献了统战力量。

制定规划，明确目标。依托酥梨
产业优势，把乡村旅游开发同扶贫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开设采摘园、
土特产销售、兴办农家乐、提供景点
餐饮及旅游纪念品销售摊位等方式增
加贫困人口收入，实现了景区贫困人
口率先脱贫的目标。

完善设施，强化服务。该镇统战
部门引导各家酥梨专业合作社积极帮
助社员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倡导
科学管理，切实做好酥梨生产的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工作。各家合作社还
专门设立了酥梨种植专业技术咨询
台，聘请专业农艺师，为社员提供技术
指导、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增产增收。

融合发展，帮贫带富。通过牵线

搭桥，动员非公经济人士在各自领域
探索发挥作用的新途径，积极引导非
公经济人士参与到全镇产业发展中
来，特别是推动乡村旅游景区化、旅
游扶贫产业化，采取“景区+农户
（贫困户）+合作社+协会”模式，联
村带户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由政府规
划，统战力量牵头，市场化运作，吸
纳或租赁果园、土地、房产等生产资
料、资源合作参股，农户不仅获得土
地收益，而且可实现当地就业。

创新机制，落实保障。在乡村旅
游开发过程中，该镇统战部门按照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建
立了农户、农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
的产业联盟。通过推广“公司+基地+
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村集体+
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完善各类主
体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了农企双赢、
农社双赢，带动了农民持续增收。

石桥镇

凝聚统战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1月6日上午，农信进万家“大
美刘楼·诗画军陈”摄影展在宁陵县行政服务中心一号楼
一楼大厅开展，吸引了一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展。

此次摄影展的开展，作者们以独特的审美视角，饱含深
情的艺术语言，讲述着新时代宁陵的乡愁乡情和崭新气象，
沁润着他们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近些年，宁陵县刘楼乡军陈村按照乡村振兴的总体要
求，就如何打造富裕、美丽、宜居的文旅产业新农村，做足了
文章，形成了中原玩具第一村、菊花和油菜花示范基地等独
具特色的品牌，用辛勤耕耘书写着唯美幸福的田园生活，以
不断地增产增收成就了一个村的致富梦想。

此次摄影展共收到梁园区、睢阳区、宁陵、睢县等地
45名摄影爱好者近年来在刘楼乡境内拍摄的作品 320多幅，
展出作品90幅。

“大美刘楼、诗画军陈”摄影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为进一步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推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向广大村民提供精神文化食粮，
近日，宁陵县“送文化进乡村”系列活动走进黄岗镇申屯
村，由市、县文艺志愿者表演的歌舞、戏曲、小品等 10多
个节目，给村民们送上了一场文化大餐。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舞蹈、独唱、相声、豫剧等不同形
式的节目纷纷登场亮相，精彩纷呈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台
下围满了来自本村或附近的村民们，他们或坐或站，看得认
真，跟着演员一起笑一起乐，不时发出阵阵笑声和掌声，大
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通过“送文化进乡村”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文化盛宴，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同时，也传播了优秀
的传统文化，打通了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文化惠农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日前，宁陵县赵村乡利用两天
时间，对全乡 25个行政村 50个自然村进行了第一轮农村人
居环境观摩点评活动。

为确保公平公正，在此次观摩评比中，赵村乡专门抽调
没有包村任务的9名工作人员，成立专门的农村人居环境观
摩小组。观摩小组采取不打招呼、直接入村的方式进行，通
过“走、看、评、议”方法，对通村主干道、胡同、村内空
闲地、坑塘、生活垃圾收集等9个方面进行了观摩点评，发
现问题及时拍照留存记录，并督促村委会进行整改。

观摩点评活动中，各村干部纷纷表示，将借鉴先进村的
经验，对标找差距、提标创一流，进一步营造比学赶超浓厚
氛围，把环境整治工作抓细抓实，做好日常管理、长效保
持，共同推动全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赵村乡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观摩点评活动

1月6日，天明鸽业工作人员正在分装鸽子蛋，准备发给浙江省的客户。位于宁陵
县华堡镇的天明鸽业是豫东最大的肉鸽养殖、种鸽繁育基地，拥有优质种鸽3万对，
年繁育乳鸽160万只，年产鸽蛋300万枚。近年来，天明鸽业采取“公司+合作社+贫
困户”模式，带动贫困户养殖肉鸽357户1142人。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近日，宁陵县举行社会扶贫“温暖冬天·爱心小书房”
捐赠活动，爱心企业绿锦兰园出资10万余元，为该县贫困
学生购置了100套爱心小书房，帮助100名品学兼优、家庭
贫困的学生改善学习条件，汇聚起扶贫关爱的强大合力。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