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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圆梦·“百年梦圆看百村”回访

▲2020年8月6日，《商丘日报》刊发了“百
年梦圆看百村”大型主题报道稿件《闫庙村：
产业发展的“硬核”支撑》。

“这一年，我们村变化可大了。
投资 500多万美化村庄，村里的制衣
厂、永信包装公司也都进行了升级，一
家制造军工器材箱的公司也投产了。”
9月7日，柘城县马集乡闫庙村党支部
书记闫振林高兴地对记者说。

2020年8月6日，《商丘日报》刊发
了“百年梦圆看百村”大型主题报道稿
件《闫庙村：产业发展的“硬核”支
撑》。如今，一年的时间过去了，闫庙
村的村容村貌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墙面全部画上了小桥流水、耕牛
拓荒等乡土画，路两边新建了移风易
俗展板。村室前的小花坛，原先杂乱
的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开着美
丽花朵的紫薇等树木。全村对下水道
进行了统一改造。“前段时间的大雨，
我们村一点也没淹。”闫振林说。

这一年，闫庙村的产业也实现了
升级。去年采访的草莓种植户闫东
波，今年又流转了 10亩地，扩大种
植。现在的草莓棚里，新种的草莓正
在茁壮成长。这茬草莓，在今年 10
月底就可以上市了。

“今年，我又投入了 20多万元，对
厂房进行了升级改造。现在，疫情过
去了，我们要加大马力干。”在闫庙村
扶贫车间里，尽管一年没见，公司老板
马艳峰仍然认识记者。“去年，线路比

较乱，我请专家进行了线路改造，现在
看着整齐多了。为了消防安全，车间
里新安装了一套消防淋雨设备。总共
投资20多万元。”马艳峰说。

国内仅有两家制作瓶盖的上市公
司，全部与位于闫庙村的柘城县永信
瓶盖包装有限公司有合作。这一年，
永信瓶盖包装有限公司又新上了机
器，扩大了生产。

闫振林说：“我们村今年还新增
加了一个企业，去年你们来采访时，

还没开始生产。现在生产得很好。”
这家企业位于村子东北角，是一

家生产军工器材箱的企业。老板任善
杰正在厂子里忙活。生产、安装好的
绿色器材箱在车间的一角摞得很高。
任善杰说，他们也是订单制造企业，上
面的业务单位给下了订单，他们制作。

兴旺的产业让闫庙村民实现了在
家门口就业的愿望，美丽的村容让村
民生活舒心、幸福感满满。闫振林
说：“周围能比上我们村的，不多！”

闫庙村

村子更美 产业更旺
文/图 本报记者 蒋友胜

“一元两元钱，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可能不算
什么。但一元两元钱却可以通过爱心粥屋这个平台，
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吃上一顿温暖可口的早餐，让
他们的早餐不再凑合。”在“99公益日”到来之际，
记者慕名采访了柘城县中原西路爱心粥屋发起人张若
曼。在谈起爱心粥公益活动时，张若曼这样说。

这家闻名柘城县的爱心粥屋创办于 2017年 2月 26
日。创办至今，除疫情防控期间外的每一个凌晨，都
准时开门，为环卫工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残疾
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早餐，献上一份温
暖的爱心。

采访中，正在用餐的环卫工们边吃早餐边赞叹：
“这粥比在家熬的还好喝，在家熬不出这味儿。”“菜
也不咸不淡，我镶的牙都嚼得动。”“以前，我们一早
打扫卫生，都是有一口没一口地吃饭，如果没有这爱
心粥屋，哪能吃上这可口的早餐。”……

经常来吃早餐的，还有活动不方便的老人。张学
言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他每天坐着轮椅到粥屋吃早
餐。他一人居住，做饭不方便。因为经常去爱心粥
屋，他与志愿者都非常熟了。每次吃过早餐，他总会
由衷地说一句：“太谢谢你们了！”

张若曼说：“我当初创办爱心粥屋，就是看到环
卫工人每天早上特别辛苦地打扫街道，连口热水都喝
不上，我就想为他们服务，让城市的美容师吃上温暖
的早餐。”

爱心粥屋另一位负责人是王新慧。张若曼说：
“王新慧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弱势群体当亲人，他
们开开心心，她就心满意足了。”王新慧每天早上安

顿好孩子后就来到粥屋，帮忙切菜、洗菜、刷碗……
待早餐结束后，再赶回家送孩子上学。每天早上都急
急忙忙，风雨无阻。

爱心粥屋里有一位 70多岁的志愿者，叫李学兰。
她虽然年纪大，但仍然每天到爱心粥屋帮忙。她用自
己的三轮车帮爱心粥屋买菜，再帮忙切菜。她家里种
的菜，除留点自己吃外，都捐给了爱心粥屋。

粥屋的爱心款主要通过微信平台的“每日一捐”
进行募集。爱心粥屋有个微信群，起先几十人，后来
发展到几百人，又从一个群发展到两个群。刚接替志
愿者朱盈洁当爱心粥屋会计兼红包管理员的李彩芝，
以前任朱盈洁为榜样，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她
经常盯着手机，有新人进来了，表示欢迎并发布下群
规；有红包了，及时领取；对于善款红包被误领的，
还要追讨；每天晚上，她都要细心地核对捐款人数和
善款金额，然后公布到群里。自担任红包管理员以
来，她坚持一天不漏地在群里统计、公布善款数额。

正因为账务清晰、收支明确，才打消了一些人对
爱心粥屋账务的质疑，从而让粥屋越办越好，并逐渐
成长为柘城县的一个爱心品牌。据统计，截至 9月 7
日，柘城县爱心粥屋已免费提供就餐131557人次，参
加志愿者9593人次，发放馒头249871个。此外，爱心
粥屋还坚持举办诸如高考助考、端午节包粽子等爱心
活动。

王新慧说：“爱心需要传递。传递起来的爱心，
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柘城爱心粥屋4年13余万人次免费就餐

聚集微爱成就大爱
本报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9 月 5 日，柘城县召开 2021 年
“99公益日”活动暨见义勇为基金捐助动员大会。2020年“99
公益日”活动先进单位、2021 年“防汛救灾”捐赠先进单
位、2020年“见义勇为”基金捐助先进单位、2021年“防汛
救灾”捐赠爱心人士在会议上受到表彰。

开展“99公益日”见义勇为募捐活动，是互联网时代慈
善、见义勇为工作的创新之举，是募集慈善、见义勇为资源
的重要途径，也是全省各级慈善、见义勇为组织的一项十分
重要的年度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开展“99公益日”活动的重要意义，肩负起做好新
时代慈善、见义勇为事业的历史使命，最大限度凝聚起社会
各界、广大爱心人士的力量，聚焦困难群体、特殊群体。

会议对 2021年“99公益日”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2021
年“99公益日”活动要聚焦主题，围绕“慈善捐款助力乡村
振兴”和“爱心募捐助力见义勇为”的主题，按照“党和政
府关心、困难群众需求、捐赠人乐意”的原则，坚持“99公
益日”和日常网络募捐并重，广泛动员爱心企业、成功人
士、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形成“人
人参与慈善，个个助力慈善”的强大合力。

柘城召开“99公益日”活动暨
见义勇为基金捐助动员大会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史磊）又到一年开
学季。为帮助贫困大学生圆梦大学，9月 7日，柘城县慈善总
会与柘城县教体局共同举办了“爱心圆梦”贫困大学生救助金
发放仪式，共对全县56名应届贫困大学生进行了资助。

据了解，此次接受捐赠的贫困大学生是经过深入走访调
查、严格筛选确定的。一共有 56名大学生，每人发放救助金
3000元，共发放善款168000元。受资助的学生潘某某说：“上
大学的机会实在来之不易，感谢党委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
助。我将要上的是一所医科大学，我会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将
来在工作中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在我学业有成的时候，
我会把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份工资捐出来，回报社会。让更多
像我一样需要资助的学生能得到社会的关爱。”

截至今年，柘城县救助贫困大学生活动已经持续开展11年，累
计发放救助金1700多万元，帮助600多名贫困大学生走进校园。

56名贫困大学生获资助

9月7日早晨，环卫工人们在爱心粥屋领取免费
早餐。本报记者 蒋友胜 摄

“这鱼说啥我也不能收，心意我领
了。这鱼你还是掂回去卖钱吧。作为党
员、作为村干部，帮你都是我应该做
的。”近日，柘城县老王集乡余心白村脱
贫户董良平又给村党支部书记史本杰送来
一条大鲤鱼，这是他第三次这样做了。这
次，史本杰再次拒绝了他。

2018 年年初，史本杰在走访中了解
到，本村王安楼东村民组的董良平，年过
半百又缺少资金和技术，脱贫找不到门
路。史本杰经多方了解，得知董良平年轻
时喜欢养鱼，但后来因为村里没有鱼塘，
他再无用武之地。史本杰利用关于乡村坑
塘改造的政策、征得村民们的同意后，组
织人力和机械，将王安楼村东头闲置多
年、占地 30 多亩的废坑塘挖成了鱼塘。
将鱼塘沿岸进行绿化美化后，就承包给了

董良平，让他发挥他的特长去养鱼。
养鱼需要资金，史本杰又帮着董良平

跑了扶贫贷款，购买了鱼苗。担心董良平
养鱼的技术落后，史本杰又邀请来县里的
养鱼专家和能手，到鱼塘边给董良平传授
了新技术。

董良平感慨地说：“为了让我科学养
鱼，尽快致富，史书记不知为鱼塘跑了多
少路！真是操碎了心。有时鱼塘的饲料不
够用了，史书记听说后，总是第一时间给
俺买来饲料送到鱼塘，不知道的还以为是
史书记养的鱼哩。可他从未分过鱼塘一分
钱的红利……”

在史本杰的帮助下，董良平养鱼取得
良好的效益，当年投资，第二年就获利 3
万多元，顺利脱贫。第二年卖过鱼后，董
良平特意挑选了两条大鲤鱼送到史本杰家

中，却被史本杰谢绝了。
有了村党支部的大力支持，又有技术

的支撑，脱贫后的董良平养鱼奔小康的信
心更足了。2020年早春时节，他不仅又投
放了大量的优质鱼苗，还自费为鱼塘周边
进行升级改造，让鱼塘成为村民们休闲娱
乐的一个风景点。

群众到鱼塘边游玩时，一般会买两条
新鲜的鱼带回家，鱼塘的收益也随之增
加。董良平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再次
挑选两条大鲤鱼，第二次给史本杰送去表
示心意，结果又被退了回去。

为叫响“王安楼鱼塘”这个品牌，让
董良平的鱼更畅销、价更高，今年 7 月
初，史本杰策划组织了“王安楼鱼塘”杯
有奖钓鱼大赛。活动吸引了几十名周边
县、市的钓鱼爱好者参加。安徽省的钓鱼

爱好者孔亚楠告诉记者：“在这儿进行钓
鱼比赛不错，环境好！”

观看钓鱼比赛的王安楼村民组的村民
李心付说：“我们没事儿的时候，都跑来
看比赛。比赛的这几天，鱼塘周围都挤满
了人。”

鱼塘举办了 3天的比赛，吸引来几千
名观众，鱼儿也热销了 3天。心怀感激的
董良平，等这轮疫情过去后，第三次给史
本杰送去了大鲤鱼，结果便出现了本文开
头再次被史本杰拒绝的一幕。

送不出去的大鲤鱼
本报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村庄的墙上，处处是美丽的彩绘。

柘城县远襄镇王双庙村的高可可，今年 34岁，是一名地
地道道的农民。但她善于钻研，不甘做一名农闲时在外打工、
农忙时回家干活的“候鸟”。

于是，在南方打工期间，她仔细观察当地的养殖产业。发
现当地的养殖与老家的养殖方式完全不同，效益很高。她在学
习到技术后，就辞工回家，开始创业。

2018年，高可可投资 12万元，建起了她创业的第一个鸭
棚。按南方的养殖模式，加上她的勤奋与刻苦，第一年就取得
了良好的效益。2019年，她又扩建了一个鸭棚，开始渐成规
模。这时候，很多致富无门的群众开始向她“取经”。在高可
可认真指导下，王双庙村迅速建起了十几个鸭棚。王双庙村也
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鸭专业村。高可可又带头成立了养殖联
合会，由“单兵作战”向“抱团取暖”转变。因为联合会规模
大，他们总能进到相对便宜的饲料，找到更大的销售渠道。

柘城县是农业大县，远襄镇也一样，农业是主导产业，乡
村要想振兴、农民要想富裕，还是要走农业发展这条金光大
道。于是去年，远襄镇专门组织了部分养殖户和科技能人去外
地考察，高可可参观了徐州和永城等几个农业种植基地后，看
到了本地在农业种植方面存在的差距和发展潜力，她决心在农
业种植方面开创出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带领乡亲们共同
致富。她也认识到，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只有形成了大规模
的种植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她把她的想法跟镇领导和
村干部作了汇报，得到了肯定和支持。于是，她流转了700多亩
土地，2019年在远襄镇成立河南可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150万元完善了配套水利设施、购买了多种农业机械，采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种植优质薯类、蔬菜等，产品主要供给
北京新发地、上海等市场，并带动解决了 50多名低收入群众的
就业问题，农忙时需要的工人在百人以上。在这里务工，乡亲
们不但能足额拿到土地流转资金，还能另外挣取一份工资。

谈及下一步的规划，高可可满怀信心地说：“再扩大种植
面积，引进更多的高端农作物，就像柘城辣椒一样，创出一个
属于自己的品牌，带领乡亲们在致富道路上再上一个台阶。”

外出打工学技术
返乡创业富乡邻

本报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张书珲 张 超

9月8日，白露节气已过，早秋作物开始成熟，柘城县起
台镇左七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辣椒种植园内，村民们正在采摘
五彩辣椒。张子斌 摄

9月7日，在闫庙村扶贫车间里，工人正在抓紧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