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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葡萄品种叫‘户太八
号’，上市早，抗病性强、抗旱性
强；这个是‘摩尔多瓦’，上市
迟，保存时间长。这两个品种
一个下市、另一个刚好上市，可
以实现销售的无缝衔接。”在子
长县余家坪镇郝家川村的一个
葡萄园里，记者见到了正在地
里给葡萄剥树皮的郝延平。

沙哑的声音，粗糙的双手，
娴熟的动作，讲起葡萄知识头
头是道。

“这就是我的家。”李新刚
指着地边的一个简陋床架说
道。初次见到郝延平，记者便
觉得他不同与一般的种植户。

郝延平原本是采油厂工
人，当了 11年的石油工人后觉
得挣钱少、没有前途，便毅然辞

职回家，走进了葡萄园。“给自
己干活，不仅自由还能学点技
术。”

几年来，每天早上 6点，草
草吃过早饭后，便提着水壶，来
到葡萄园，一直顶着烈日到中
午，才回家做饭。下午接着直
到 7点才回家。差不多 12个小
时都在地里。

后来，妻子走了，留下他既
当爹又当妈，一边给老人做饭、
抚养儿子，一边打理葡萄园。
虽然吃了许多苦，但让他欣喜
的是，自己的付出有了收获，他
的葡萄一经上市便争相购买，
供不应求。

“提起郝延平的葡萄，十里
八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同
行的郝家川第一书记李新刚介

绍说：“每到葡萄成熟季节，8斤
一箱子卖 50元，大家都抢着买
郝延平的葡萄，有时候定得迟
了就没有货了。”

去年一年，郝延平的3亩葡
萄收入了3万多元。

郝延平的葡萄如此受欢
迎，不仅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也
让村民们看着眼红。李新刚
说，前几年，许多人都是粗放型
管理，放任生长，葡萄产量低，
品质差，越来越多的人对种植
葡萄心存怀疑，觉得还不如外
出打工好。后来看到郝延平得
了大钱后，又开始有了信心，纷
纷向他学习、讨教种植管理技
术。

为了种出好品质的葡萄，
解决肥料问题，郝延平还养起
了牛，喂起了猪，这些有机肥
全部用到了葡萄园。“我的葡
萄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等成
熟的时候，你们来葡萄园参观
采摘。我的葡萄全部都是绿
色食品、健康食品。”郝延平
说。

“你们没事的时候来我家，
我给你们品尝品尝我的葡萄
酒，看我酿的怎么样，好不好
喝？”爱钻研的郝延平又开始自
酿起了葡萄酒，并邀请记者和
李新刚一同品尝。

“等你葡萄成熟了，我们一
起来进葡萄园、喝葡萄酒。”记
者和李新刚一同笑着说道。

5 月 9 日，记者随“走基层
看发展，相约最美史家畔”采访
采风团走进冯家岔村村民李光
海的蘑菇种植点，走进温棚，蘑
菇的清香迎面扑来，一簇簇平
菇犹如一朵朵“小伞”盛开在菌
棒上，鲜嫩肥厚。

面对采访，李光海有些拘
谨，看得出来他不善言辞，但讲
起蘑菇种植、交易行情，李光海
就滔滔不绝起来。他指着一排
排菌棒说，“我这里每棚大概有
三万多菌棒，每个平菇菌棒能产
四斤多，每个香菇菌棒能产三斤
左右，最近平菇每斤批发价格达
6元，香菇每斤批发价格达8元，
去除成本，收入也是相当好的。”

说起种蘑菇的经历，李光
海感慨良多。“十二岁的时候父

亲去世，我在街上讨过饭，后来
开始四处打工，当过粉刷工、瓦
工。”2006年开始，他接触到了
蘑菇种植行业，并开始留意相
关技术，他遍访全国各地学习
蘑菇种植管理经验，“在云南的
一个技术学习班，一节课培训
费就要 900 元，我连着听了三
节。这几年，到全国各地学习
的火车票攒起来我都有一大摞
呢！”他还先后在子长县郭家
坪、郝家川等地种植蘑菇积累
经验。就这样，善于学习的李
光海从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庄
户人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专
业技术人才。

2016年，他决定返乡创业，
在史家畔便民服务中心的支持
下，他合理选址，自己建棚，零

成本取得无人耕种的一块盐碱
地作为基地，“免除了租赁成
本，每年就能节约两三万元的
成本，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
经过多年摸索与改进，他已经
掌握了菌棒原料的比兑，降低
了成本，提升了出菇率。更值
得一提的是，李光海并没有满
足于现状，他不断学习创新，掌
握了平菇、香菇、鸡腿菇等二百
多种食用菇的培育技术，他还
利用陕北窑洞冬暖夏凉的优
势，积极利用闲置窑洞发展蘑
菇培育。利用家乡的资源优势
搞养菇产业，到现在一步步发
展壮大，这让李光海成了远近
闻名的“蘑菇大王”。

现在，李光海的蘑菇种植
点已经成了史家畔便民服务中
心的蘑菇示范点，总投资达
42.8 万元，建成高标准全钢架
大棚 7 座，并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联系 5户大棚种植户成立了
伟欢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咱们
县大多数火锅店和超市都使用
和出售过我们的蘑菇，口碑相
当好，不愁没有销路。”

致富不忘乡亲。李光海热
情接待每一个来考察的人，向他
们传授香菇种植技术，分析经济
账，免费为周边新发展蘑菇产业
的贫困户提供菌种，给农户一颗

“定心丸”。他希望有越来越多
的农户来考察，加入到他的养菇
队伍来，一起发家致富。

压了快二十年的“大山”终于
卸下了，刘志强心中难掩轻松。

刘志强是子长县史家畔便
民服务中心蜜蜂峪村人，今年
已经 68岁，一辈子与土地打交
道。

自从四个儿女结婚后，刘
志强就和老伴一起在家种大
棚、卖蔬菜，一年下来一个棚能
收入2万元。看似收入不少，可
就是过不到人前，还成为了村
上的贫困户。

高如杰是村上的第一书
记，自从来到村上后，就和老刘
成为了朋友。慢慢地，高如杰
才发现老刘有着不得已的苦
衷。老刘种大棚挣的钱，几乎

全部用来还了贷款和利息。
老刘有三个儿子。在农村，

儿子多既是宝贵的劳动力，也是
让人很犯愁的事情。“儿子结婚
的时候我家里条件不好，就到处
借钱，借不到时就贷款。等到三
个儿子结婚完，我自己也背了20
几万元的债。”老刘说，每年的利
息就让他吃不消，但是懂得“借
钱还钱天经地义”的道理，他只
能一头扎进大棚，拼命干活，每
年多给别人还一点。

后来，老伴得了脑血栓，一
下子瘫痪在床。不仅看病花了
5、6万元，更让他家里家外两头
跑。此后，做饭、照顾老伴，种
地、还贷款，再加上自己每年两

次住院的费用，这些成了压在
老刘身上沉重的“大山”，让他
一直喘不过气来。

“挖碳买油，买油挖碳”。
乐观的老刘，经常自嘲自家的
生活。

再后来，包扶干部高如杰
来到了村上。在高如杰和镇村
干部的帮助下，刘志强拿到了
补贴，买了一辆三轮车，帮助他
进棚拉农具、进城卖蔬菜；利用
扶贫资金，建起了 2 个高标准
大棚，种上了西瓜、西红柿、豆
角……

高如杰经过多方协调，帮
助老刘争取到4万元扶持资金，
彻底还完了借了近20年的高息
贷款。“以前都是给别人打工
了，挣的钱都给别人还了利
息。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看到脱贫希望的刘志强信
心越来越足，今年他又在原先
大棚不远处新建了 2 个大棚。
算下来，4个大棚一年收入能达
到10多万元。随着老伴身体越
来越好，开始独立照顾自己，老
刘别提有多高兴了。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高
书记对我的帮助。我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脱贫致富，奔小康。”
刘志强激动地说。

三个孩子都成了大学生，自
己却变成了村里的贫困户。提
起这些年的付出，子长县史家畔
便民服务中心蜜蜂峪村人景水
英脸上挂着笑，没有一丝后悔。

景水英是个普通农民，经
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她心
中明白，要让孩子们今后有个
好前景，必须要跳出农门，学到
一门技艺，凭着自己的努力创
造一番事业。

要长大有所作为，就必须
好好读书，“我读书那个时候由
于家中姐妹比较多，家里负担
重，自己被迫早早辍学，在家里

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景水英
念完初中后，就彻底成了一个
农民。“上大学读书不仅是让孩
子们学习知识，也是为了圆我
的一个读书梦想。”

三个孩子也很给景水英争
气，一个个都考入了大学。让
她高兴的同时，每年开学时候
那昂贵的学费也是让她犯了
愁。凭着和丈夫的打工种地，
一家人勉强维持生活。

为了孩子们的美好将来，
景水英说她吃再大的苦，受再
大的累都愿意。

2015 年，被确定成村上的

贫困户后，包扶干部给景水英
赠送了小羊羔，维修了四间窑
洞，帮忙联系售卖鸡蛋，还隔三
岔五地来看望慰问，米面油不
停地往家里送，这让景水英心
里感到特别温暖。

“这些包扶干部对我家太好
了。我们娃娃上大学没有钱，他
们就主动帮忙联系县上的助学
贷款，还给我们当担保人，才让
娃娃们没有耽误上大学。”提起
包扶干部，景水英不停地说好。

苦日子快要熬到头了。景
水英说，大儿子今年就要毕业
了，目前在上海实习，等以后在
上海找到工作，就可以挣钱补
贴家里，帮忙减轻负担了。自
己也刚刚参加完全县的月嫂培
训，等通过考试拿到月嫂证就
可以上岗了，一个月收入能达
到两三千元。

“人生就是先苦后甜。”景
水英笑着说，她对自家情况很
满意，刚刚利用政府补贴的
4000 元，自家还买了一个三轮
车，以后丈夫打工挣钱更方便
了，收入也会越来越多。“现在
家里的老人身体健康，儿女也
孝顺听话。再加上包扶干部的
帮助，我一定要把日子过好、过
红火，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
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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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
终于不用给别人还贷款了
本报记者 雷荣 通讯员 郝文军

目前，记者在位于子长县寺湾便
民服务中心刘家硷村的车村煤矿一号
井 120 万吨/年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
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感受到勃勃
生机和浓郁的现代化气息。建设者们
加班加点，“五加二”“白加黑”工作在
第一线，吃住都在工地，如期完成了煤
矿建设各节点目标，也为煤矿早日投
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王东东 记者 常青 摄

郝延平：种出甜蜜新生活
本报记者 雷荣 通讯员 郝文军

景水英：
为了孩子我要把日子过红火
本报记者 雷荣 通讯员 郝文军

李光海:“养菇大王”的致富路
通讯员 穆小娟 本报记者 雷荣

“建设者是
最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