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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霍世芳

阳春三月，春风花遍野，种植最当

时。武陟县小董乡南官庄村抢抓春时，

村党支部书记宋志萍带领村“两委”干

部、党员及脱贫户等60余人，拉树苗、

挖坑、栽树、填土、浇水，3000棵软籽石

榴树苗5天内全部种植完成。

宋志萍在村“两委”干部选举中高

票当选后，带领党员干部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身体力行为乡村振兴开好局、迈

好步，率先谋划打造森林乡村示范村。

宋志萍结合村内空庄、空院多的现实状

况，采用“先街道、后空院、再庭院”的种

植方式，将美丽乡村与森林乡村示范村

创建有机结合，全村家家户户种植软籽

石榴，主干道种植樱花树，力争三年形

成“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

走出去学先进，乘势而上开新局。

“拔掉了‘穷根子’，我们得想办法让群

众富起来。”为推进村产业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宋志萍带领村“两委”干部先

后到济源市五龙口镇及坡头镇、温县番

田镇和山西省高平市寻梦小镇等地调

研学习。

“走出去学习先进典型，结合村实

际情况制定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办法，对

南官庄村发展来说，极其重要且紧迫，

非常需要宋志萍这样敢想、肯干、敢干

的领头雁。”焦作市委组织部驻村第一

书记刘洋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南官庄村在宋志萍的

带领下，依托森林乡村示范村建设，结

合乡村旅游，着力三年内打造软籽石榴

市场，成为周边春夏观花、秋季摘果的

好去处。

“头雁”引领强堡垒，党群同心助振

兴。任职以来，宋志萍始终坚信“金杯

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将老百姓关

心、在意的事作为头等大事，先后解决

了常年下水道不通、20多年西横二街

道路不通等问题，得到了村民们的拥护

与认可。

“宋书记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

事、解难题，现在她又在想办法让老百

姓增收创收，家家户户种植了软籽石榴

树。我们老百姓会紧跟步伐，自己的日

子过得越来越好，村里也会越来越好。”

南官庄村村民张法宝说。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国栋

“再过半个月，我们全村1565名群

众就能喝到南水北调甘甜的水了。”3

月18日，宝丰县大营镇牛庄村南水北

调入村饮水工程开工建设，牛庄村党支

部书记赵利霞在施工现场高兴地说。

“南水北调入村饮水工程的顺利开

工，得感谢王世杰董事长。”赵利霞说。

王世杰是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中国好人、河南康龙集团董事长。

今年年初，王世杰在了解到大营镇

牛庄村群众吃水困难的情况后，当即决

定出资 65 万元铺设引水到牛庄村

1500米的主管道。

近年来，王世杰带领康龙集团积极

投入脱贫攻坚工程，通过“公司+基地+

专业合作社+农户”等方式，创建了产

业扶贫新模式——“康龙模式”。该模

式被农业农村部确认为可复制、可推

广、可持续的资源化发展模式，还被誉

为“竖立在田间地头的扶贫车间”。其

中，“千头线+贫困户”模式，主要采取

“企贷企还”和“抱团发展”的利益联结

机制，带动1000余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并在全县 26个贫困村开展“村企合

作”，共同发展“千头线”项目。2015年

至今，26个村集体分红1890万元。同

时，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他

将企业生产的猪肉降价供应市场，让利

百姓270多万元。他还热心公益事业，

累计捐善款1090万元。去年10月，王

世杰上榜“中国好人榜”；今年2月，他

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要严把工程质量关，把通水工程建

设好、运作好，惠及牛庄村的父老乡亲。”

当天上午，王世杰冒雨向正在施工的石

龙区国源水务的工作人员提出期望。

“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价值。”王世杰说，企业的发展

得益于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得益于

父老乡亲的帮助，他生在农村、长在农

村，更应该回报社会，反哺家乡的父老

乡亲，投身乡村振兴再出发。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

“虽然时总在外工作忙，只是春节

时回来一趟，但近10年来，他投资家乡

建设的资金算下来已达3000多万元，

把我们白草坪村变成了如今的‘百果

山’，为乡村振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

月26日，在鲁山县赵村镇白草坪村，该

县鼎森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信昌介

绍说。

李信昌所说的时总名叫时军伟，今

年44岁，是土生土长的白草坪村人。

时军伟初中毕业后去深圳打拼，逐渐从

一个打工仔变成了知名公司的负责人，

如今是深圳市鲁山商会会长。

虽然事业有成，但每当回想起童年

时沿着泥泞山路上学的艰辛、地处大山

深处乡亲们生活的困苦，加上深圳的繁

华与老家的巨大反差，时军伟决心回报

生养自己的故土。

2012年年底，时军伟向在深圳的

表哥李信昌表达了想回馈故土的心愿，

俩人一拍即合：时军伟作为家乡建设的

投资人，李信昌则放弃自己在深圳的发

展，回到老家二次创业。

2013年年初，时军伟请来有关专

家，到白草坪村实地考察，规划出“百果

山养生谷”项目，从此迈开了大规模投

资建设美丽家乡的步伐。

截至目前，时军伟已投资1207万

元，在家乡做规划设计，在白草坪村及

邻近的南阴、关岈、寨子沟等3个村庄

开垦荒山、平整梯田，规模种植梨树、甜

柿等果树10万余棵。8年多来，公司累

计支付员工工资及当地群众劳务费

383万元，支付村民土地租金116万

元。出资700多万元兴建小型水库、蓄

水池及深水井10余处。出资捐助当地

小学及困难学子108万元，多次向赵村

镇敬老院捐赠电视机、饮水机、被褥等

累计40余万元，为家乡道路拓宽、改建

捐资35万元……

近年来，为保证树苗的成活率，时

军伟又实施了“三年内一棵果树一年

10元管护费，果树成活后收益归农户”

的果树管理办法。“目前，公司已有6万

棵果树无偿归乡亲们拥有。让老家成

为青山绿水、民富村强，老有所养、少有

所教，人人安居乐业，是我的心愿。”时

军伟在电话中说道。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向平

3月26日早晨，家住平顶山市湛河

区九里山街道凌云社区的张巧红把煎

好的汤药箅进杯子里，又盛了一碗小米

山药粥，尝了一小口，然后舀起一汤勺

送到婆婆嘴边：“娘，您再少吃点儿，等

会儿喝药胃就不难受了。”

现年49岁的张巧红是该区西苑幼

儿园的教师，在公婆面前，她既是孝顺

儿媳，又是知心女儿。

公公、婆婆过去靠卖菜、养鸡支撑

着一个家。年轻时的长期操劳，老人的

身体落下了不少疾病。只要他俩身体

稍有不适，张巧红就会立即停下手头的

工作，陪他俩寻医问药做检查。老人住

院了，穿衣、洗漱、喂饭、按摩、泡脚、倒

大小便，这些事情她都亲力亲为。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张巧红刚进

家门，发现婆婆说话时嘴巴有点歪，她

立即叫上丈夫，带婆婆到社区诊所找医

生。医生要他们赶快去大医院就诊，她

和丈夫又马不停蹄地把婆婆送到了该

市第二人民医院。挂急诊、拍片子、办

理住院手续，等一切安排就绪，已是深

夜11点多了。

几十年来，老人的心愿她都会尽量

满足，做饭以老人的口味作为标准。

遇到分歧，她都会做出让步。婆婆爱

热闹，张巧红就多制造机会让老人和

孩子们在一起；公公爱吃玉米面窝头，

张巧红就专门在老家种了半亩庄稼

地；公公、婆婆爱晒太阳，遇到好天，张

巧红就和丈夫搀着两位老人走出家

门，一块儿坐在太阳下聊天……这些

年，公公、婆婆虽然疾病不断，但气色却

越来越好。

“巧红嫁到俺家30年了，一直住在

一起，从未红过脸。一大家子人，感觉

谁也离不开谁！”公公、婆婆提到她，总

是赞不绝口。

“公婆待我像闺女，我待公婆如亲

生父母。两好搁一好，就是我和婆婆相

处融洽的秘诀。”张巧红表示，其实处理

好婆媳关系并不难，只要相互体谅、相

互关心、真诚以待，就会亲如一家人。

能量正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

“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鹤壁市鹤山区定期开展两类户专

项排查活动，重点关注边缘户和脱贫监

测户，制定针对性帮扶政策，做到早发

现、早干预、早帮扶，确保两类户脱贫质

量。完善监测预警功能，医保、民政、人

社、残联等行业部门为区扶贫办信息中

心提供数据支持，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监测网络，切实提升了“早发现”能

力，并与行业部门不定期进行信息比对

和风险筛查，提供各类信息统一汇集、互

通共享，依托部门信息筛查疑似风险对

象，及时预警交办，落实帮扶措施。开展

常态化监测预警，采取农户主动申请、大

数据平台筛查预警、基层干部定期走访

排查多种方式，对农村低收入人群进行

常态化监测。截至目前，未发现返贫致贫

人口。

（琚玉莹）

“乡亲们安居乐业是我的心愿”

婆媳30年从未红过脸

转变作风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鹤壁市山城区不断加强作风建设，持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全区不发

生一例新的返贫致贫现象。一是警示教

育常态化，利用全体会、党员大会等契

机，精选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筑牢思

想防线。二是开展自查行动，抓住关键

环节，查找风险点，建立权力清单、责任

清单，制定风险防控措施。三是构建长

效机制，针对扶贫领域案件暴露出的监

管漏洞，全面审查现有制度，健全制度机

制28项，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

长效机制。

（张乔伟）

强化防返贫监测帮扶
有效化解返贫致贫风险

心事暖暖

□本报记者李燕
通讯员刘建谠谢卫勋

“春节期间人家给到十七八元一

斤，现在价钱稍微有些回落，打算养养

再卖，到时候还能多卖点钱。”3月25

日，虞城县田庙乡石庄村村民张秀刚一

边喂着小猪崽儿，一边和记者唠嗑。

2010年，张秀刚就开始养猪，2015

年，由于市场低迷，自己又缺乏应对经

验，养了多年猪的张秀刚陷入“越养越

赔钱”的窘境，忍痛把猪卖掉后反而成

了贫困户。

“第一次见到张书记是在俺家。他

来的时候手里还拿了本民情日记，问俺

生活咋样、需要啥帮助。”张秀刚对

2015年那次与县文广旅局驻村第一书

记张卫兵见面的情形记忆颇深。

“我就把俺养猪的情况给他说了。

他说人哪有一帆风顺的，都有遇到困难

的时候，有困难咱想法解决。”张秀刚回

忆道，“我说，两三万元的欠款对一个农

民来说不是个小事，俺愁啊。那段时

间，张书记再三给我做思想工作，还帮

我争取了5000元的养殖扶持资金。”

张卫兵的到来，让张秀刚重拾了信

心。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他多次参

加各种养殖技术培训班，并到外地学习

取经，很快便学到了技术，也积累了一

些经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一年多的时

间，先后出栏了20多头猪，这让张秀

刚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利用手里上万

元的盈余资金增加了养殖量。压在他

头上的这顶贫困户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看张秀刚养猪脱了贫，村里的贫

困户胡传久、王保才、郝景明等人也养

起了猪，从建猪圈、买母猪，到母猪配

种、产前养护、产中接生、疾病预防等，

都找张秀刚提供技术帮助。一头母猪

一年生产两次，一次产十几头猪崽儿，

半年多的时间能出栏。在张秀刚的帮

助下，这几户贫困户用短短一两年的

时间便脱了贫。

从一个贫困户，到年收入20多万

元的致富能手，张秀刚成了村民们的

“偶像”。目前，他的猪圈存栏80多头

猪，其中母猪10头。“一头猪崽儿到出

栏，养到200多斤，算下来也就1000块

钱的成本，按现在的收购价，一头猪净

赚3000元不成问题，俺这15头要出栏

的猪能挣四五万元。没想到这几年靠

养猪挣够了养老钱，养猪让俺养出了新

生活。”张秀刚高兴地说。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胡大爷，给俺做1000枚变蛋，中

午12点来拿。”“胡大叔，俺要600枚变

蛋，给俺密封好，下午来拿。”3月24日，

在汝南县常兴镇西王庄村80岁老人胡

守义的变蛋摊位前，围满了前来加工变

蛋的村民。

今年80岁的胡守义，做变蛋生意

已有30多个年头。20世纪80年代，

胡守义骑着自行车，带着配备好的材

料，入村为村民做变蛋，一天下来仅做

200多枚变蛋，“那时人穷，鸡蛋价格

低，做变蛋的人家少，而且手工费也

低。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大家手里

都有钱了，一家一次性就能要几百

枚。”胡守义说。

常兴镇素有“鱼米之乡”美称。20

世纪90年代末，胡守义在常兴街上买

了一间门面房，儿子做大米、面粉和鸡

蛋生意。胡守义便在门前摆个摊，一边

帮助儿子做生意，一边为村民们做变

蛋。

“做变蛋关键在配料。”胡守义说，

每次做配料，胡守义就先用松树叶、花

椒、八角、生姜、大葱等食材熬制汤

料，再按照一斤白灰三两碱面的比

例，与汤料一起搅拌均匀，将新鲜鸡

蛋放入调制好的汤料盆里，面前是锯

末堆成的斜坡，手持一个捞鸡蛋的铁

圈把鸡蛋捞出，从上往下滑，带汤料

的鸡蛋就裹上了一层锯末。停留几

分钟后，用手轻轻团团，然后装进塑

料袋里，密封10天左右，再晒上2~3

天，变蛋就可以吃了。

每年3~6月是制作变蛋的最佳时

机，也是胡守义老人生意最好的时候，

一天下来，加工费就能挣300多元。

父老乡亲口碑相传，胡守义用小变

蛋“滚出”大财富。近年来，他每年能有

3万多元的收入，家里不仅住上了二层

楼房，还买了小轿车。

小变蛋“变”出小轿车

贫困户成了带富能手

福彩“快乐8”，快乐带回家。为回

馈彩民对福彩“快乐8”的支持，3月26

日起，河南福彩开展“快乐8”游戏500

万元赠票活动，赠完为止。

此次赠票活动，自“快乐 8”第

2021075 期（3月26 日）开始，活动期

间，在全省范围内，凡购买“快乐8”游戏

任意玩法，单张彩票面值在20 元（含）

以上的彩民，可获赠两注（4 元）“选四”

至“选十”玩法的机选“快乐8”彩票，获

赠彩票由销售设备自动随机出票。

据悉，自1月8日福彩“快乐8”上

市河南以来，便受到广大彩民的欢迎，

也不断传出中奖喜讯。数据显示，目

前河南彩民已接连收获3注“选十”

500万元大奖，其中南阳彩民领走其

中两注；同时，还收获有多个“选九”30

万元大奖，再现大奖福地。

福彩“快乐8”，向快乐出发。福彩

“快乐8”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于

一体，每天开奖，共有“选一”至“选十”

10种玩法、39个奖等；其中“选十”“选

九”“选八”“选七”玩法中，若投注号码

与开奖号码全不同，也能获得奖金。

简单又好中，惊喜500万元，赶快行动

起来，参与收获属于自己的好运吧！

（张琛星文/图）

河南福彩“快乐8”500万元大赠票火热来袭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致富巧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