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强，饭都不吃了，还在干。”“社
强，这菜务得不错啊！”正午时分，不少村
民家里屋顶上已升起了袅袅炊烟，五泉镇高
家村万家组一座设施大棚里，村民万社强还
猫着腰，细心打理自家的龙须菜。一棵棵绿
油油的龙须菜，在主人的精心作务下生机盎
然，长势喜人。

这位49岁的中年汉子虽然弯腰、起身还
不是很灵便，也不能干重体力活。“万社强
家属于典型的因病致贫。”高家村第一书记
徐振鹏告诉记者。2014年，万社强在咸阳一
工地打工时，不幸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伤势
严重，卧床两年，前后在咸阳市中心医院共
做了三次手术，直到2016年下半年才取掉了
腿上的全部钢板。万社强卧床的这两年里，
妻子一直在家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加之当时
女儿、儿子还在上学，家中生活举步维艰，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解到万社强一家的境
遇后，经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万社强被
认定为2016年杨陵区精准扶贫户。经村、包
村部门杨陵区财政局和杨陵区扶贫办对接，
帮万社强分析制定精准帮扶措施。

政府的温暖重新点燃了万社强生活的希
望，也坚定了他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像我家这种情况，只能种大棚。”性格好强

的万社强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
看着其他村民通过种植大棚发家
致富了，他也想搞设施农业，想
靠自己的努力走出贫困，让一家
人过上好日子。“想法很好，可
我没本钱呀。”万社强说，在这
关键时刻，政府再次向他伸出了
帮扶之手。去年9月份，政府免
费为他家流转了一座百米大棚并
及时提供农药、棚膜等农资，解
了他的燃眉之急。

如今，在政府的帮扶和万社
强的精心作务下，棚里的龙须菜
也初现收益。“这两天行情还不
错，一斤能卖5块钱。”万社强告
诉记者，虽然刚上市产量不大，但龙须菜是

“懒人菜”，一次性投入可常年受益。“不仅
如此，帮扶部门还和本香公司联系，免费为
我家提供了两头优良母猪。一头还下了11个
猪仔，这又是一笔收入。”说到这里，万社
强喜得合不拢嘴。

令万社强更没有想到的是，政府不仅帮他
搞起了设施农业、提供了优良母猪，还为自己
的女儿介绍了实习单位。现在，女儿在新单位
慢慢成长为业务骨干，工资也涨了。儿子在杨

凌一家私企学修车，妻子农闲时在村子附近打
零工，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有盼头了。

对于政府如此给力的帮扶，万社强除
了感激以外，干劲更足了、脱贫的信心也
更坚定了。“政府帮了咱这么多，让咱实
现了想做又没本钱做的事，咱一定要好好
干，不能老麻烦政府、老依靠政府，要靠
自己的努力和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争
取早日摘穷帽拔穷根，决不能拖村里脱贫
的后腿。”

五泉镇高家村贫困户万社强

“政府帮了那么多，咱也更要好好干”
本报记者 王晓艳 实习记者 曹冰清

万社强正在棚里忙着作务龙须菜

“只要我还能劳动，就不给社会添负
担，不给政府出难题。”揉谷镇陵湾村61岁
的贫困户任召羊坚定地说道。近日，记者见
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门口忙着给猪拌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40年

前，任召羊给村里打井时发生意外落下
残疾。前两年，病情突然加重，腿部开
始萎缩，干活变得越来越吃力。他的妻
子、儿子、儿媳在家务农，三个孙子正
在上学，日子过得比较紧巴。

任召羊说：“人能病死，但累不
死，家里的楼房是我白手起家，一点一
滴地从棚里刨回来的，一辈子也从来没
有贷过款。这两年我的身体不如以前
了，干不了重活。但只要肯动弹，还能
吃不饱，穿不暖？”

记者了解到，今年任召羊承包了8
亩地，栽种了核桃树、葡萄苗、蔬菜和
西瓜，还养了几头猪。“前些日子刚卖

了10个猪仔，收入近5000块钱，再加上地里
所有的收成，一年下来也能收入好几万块
钱。政府照顾我们是赶上现在的好政策，但
人活着不能没有志气，自己赚钱养家才是长
久之计。”任召羊告诉记者，他对自家往后

的日子充满了信心。
在与任召羊妻子和儿媳的交流中记者发

现，融洽的婆媳关系也是在这个家庭相互扶
持、团结一心奔小康的原动力，“看到婆婆每
天早出晚归、忙里忙外的时候，我心里也时刻
要求自己，一定要勤勤恳恳干农活，鼓足信心
奔向致富。”任召羊儿媳陈雪雪告诉记者。

“从任召羊家的情况来看，他完全可以
申请今年的精准扶贫政策。但在我们平日的
走访调查中，他却表现得很坚定，要靠自己
的能力致富，不愿意给政府添负担。”陵湾
村第一书记任晴告诉记者，目前村上仍存在

“靠着墙角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的贫
困户，这几天村里就有一户人家来到村委会
闹着要享受政策，经过我们核实得知，他的
情况要比任召羊好很多。但任召羊身上丝毫
没有这种“不劳而获”和“等要靠思想”，
有的只是靠双手致富，创造幸福家庭的信念
和决心，这种精神值得弘扬。

揉谷镇陵湾村贫困户任召羊

不给社会添负担 身残志坚谋致富
本报记者 行波

任召羊在家喂猪

五泉镇绛南村贫困户王转丽

政府帮扶很给力 今年脱贫不是梦
本报记者 翁瑞

贫困户王转丽的家在五泉镇绛南村村道
边，交通比较便利，顺着门前一条蜿蜒的小
路可以径直走到她家的设施农业大棚。

近日，记者来到绛南村王转丽家的大
棚，只见一大片栽种整齐的西红柿长势喜
人，而此时她正在棚里忙着采摘。一见我
们，她便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

“这些天能卖多少斤西红柿？市场价咋
样？”看她忙前忙后，记者忍不住地问了起来。

“卖了有5000多斤了吧，这两天一斤能卖
两块多钱。”

一问一答中，得知王转丽这段时间光卖
西红柿就收入了上万块钱。

“王转丽这家人，以前给我感觉，总
是萎靡不振。”绛南村精准扶贫工作组组长

许党伟告诉记者，自从去年以来，王
转丽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
化，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

采访中记者得知，王转丽家属于
典型的因病致贫。2010年6月，王转
丽的丈夫张发岐不幸出了车祸，导致
左腿严重骨折，花费了不少钱。屋漏
偏逢连阴雨，2013年4月，张发岐在
西安一家工地打工时，又不幸从高架
上摔下，导致脚踝、脊柱受到重伤，
从此再也干不了重体力活，而膝下的
一双儿女正在上学，都需要花钱，日
子过得非常艰难。

“我们家能有今天，多亏了政府！”王
转丽告诉记者，在去年的精准扶贫工作中，
政府不仅为她们家重新盖了新房，还为她免
费提供了租期为两年的设施种植大棚，送来
了棚膜、化肥、农药等农资，这增强了全家
面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也让他们看到了脱

贫致富的希望。
政府帮扶很给力，今年脱贫不是梦。

“原以为这辈子完了。没想到通过驻村干部
的帮扶和自己的不懈努力，光卖西红柿年收
入就能达到4万元，再加上丈夫外出务工收
入，我们家有望今年就能脱贫啦！”王转丽
信心满满地说。

王转丽在棚里忙着采摘西红柿

“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是党和政府向我伸
出了援手，帮我渡过
了难关。如今家里情
况慢慢好转了，政策
又这么好，作为一名
老党员更应该主动退
出贫困户，让政府帮
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揉谷镇新集村老党员
李新太对记者说。

拖水管、开水龙
头、紧握水管浇水……
站在自家屋后一片不大
的菜园里，62岁的李新
太，动作娴熟地完成着
一整套动作。随着清凌
凌的水从管子里流出，
小菜园渐渐变得湿润起
来，看着一株株绿意盎
然的蔬菜，老人的脸上
也泛起了丝丝笑意。

“这些年党和政府
对我的帮扶够多了，再
不自力更生努力脱贫，
就对不起自己，更对不
起党和政府。”说起帮
扶和脱贫这件事，有着
38年党龄的李新太打开
了话匣子。

李新太家有6口人，
老两口、儿子儿媳和两
个年幼的孙子孙女。在
乡亲们眼中，老李是一
个能人，前些年家里经
营着磨坊，妻子也吃苦肯干，两口子勤俭
持家，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家人的
日子还算过得去。但2013年李新太因患心
脏病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前后花去家中11
万多元，这对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从此李新太需常年服用药
物，且不能干重体力活，属于典型的因病
致贫。2016年，经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
并张榜公示，李新太家被认定为2016年杨
陵区精准扶贫户。

“治病花了很多钱，所以就穷了。要
不然我也不想当这个贫困户，当贫困户又
不是啥光彩事，更何况咱还是党员呢。”这
是整个采访过程中，李新太说的最多的一
句话。

针对李新太家的实际情况，2015年李
新太被纳入低保户。2016年，政府免费为
他家提供了农药、化肥和种子等农资，解
了他家生产的燃眉之急。

“最难得的是，面对家庭突如其来的
变故，李新太一家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
心，他们不等不靠，自强自立积极面对。”
新集村党支部书记陈增科告诉记者。这一
两年，李新太不仅充分利用家里的1.8亩地
栽种了葡萄，还积极养猪，儿子李志强也
逐渐在单位站稳了脚，妻子农闲时在村子
附近打些零工，李新太身体好的时候也作
务葡萄、种菜，帮着儿媳照顾孙子，一家
人辛勤劳动为的是能多渠道增收，早日过
上好日子。

“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李新太说。
在政府的帮扶下，他家的日子渐渐有了起
色。一亩葡萄挂了果，母猪下了猪仔，这
些都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新希望。

“党的政策这么好，又有这么多的热
心人帮扶，我相信，只要大家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地靠自己的双手好好干，完全有
能力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的生活。”李新太
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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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太在打理菜园

编者按：
实现全面小康，最大的“拦路虎”是贫困。党

中央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部署吹响了决胜贫
困的冲锋号，一场剑指贫困的歼灭战随之在杨凌拉

开战幕。经过半年多的戮力奋战，杨凌精准扶贫工
作取得显著成绩，涌现出一批自强不息、脱贫致富
的人物，为还未脱贫的群众树立了榜样。

为充分展示全区扶贫受助群众自强励志的精神

风貌，引导广大贫困群众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
挫折，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报
特推出 《走近脱贫典型 感受自强力量》 专版，对
部分脱贫先进个人事迹予以报道，敬请关注。

感受自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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