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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记经常来看望我们这些老人，那
后生实诚，是个好小伙。”

“感谢刘书记的帮助。要是没有他，就
没有我今天的好日子。”

……
村民口中的刘书记就是宜川县林业站

副主任、集义镇薛家坪行政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第一书记。

2016年 2月，39岁的刘亚宜向组织主
动请缨，到脱贫攻坚一线驻村，帮助村民发
展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带领乡亲们过上了
有滋有味的幸福生活。

建强班子 凝聚脱贫合力

第一次来到薛家坪村，满腔热情的刘
亚宜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实在没想到，
跟想象中差那么多。”刘亚宜回忆说。

薛家坪行政村位于宜川县集义镇西北
部，山高谷深，基础设施薄弱，6个自然村有
158户484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2户
91人，留守村民都是老弱病残。

驻村后，刘亚宜每天带着相机、日记
本，爬山头、跑沟底、进村入户，一条条小道
走，一个个山头转，挨家挨户记录村民反映

的问题。
在走访中，刘亚宜了解到薛家坪村自

然条件差、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村集体经
济薄弱，缺乏企业支撑，且基础设施滞后，
他牵头制定了产业帮扶计划和三年发展规
划，为全村脱贫描绘出了路线图。

“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要靠村党支
部这个‘火车头’。”刘亚宜清醒地认识到，
只有增强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全村的发展
才会有希望。

于是他积极协调，对村党员活动室进
行了维修，改善党员群众的学习阵地。组
织党员赴梁家河参观学习、补钙筑魂，调动
他们带领全村群众齐心协力摘穷帽的积极
性。

同时，根据大多数贫困户进取意识不
强、脱贫动力不足的情况，刘亚宜从“精神
扶贫”领域入手，引导贫困群众摈弃“靠着
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的消极思
想，千方百计激活脱贫内生动力。

2018年底，对全村贫困户再次识别，贫
困户减少至3户6人。

发展产业 拓宽增收渠道

思路决定出路。
针对薛家坪村经济基础薄弱、村民技

术水平滞后的实际，刘亚宜将目光放在全
村产业结构调整上，成立专业合作社，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帮助村民多元化增收。

“贫困户以政府补贴的 1万元产业扶
持资金作为股金入股专业合作社，每年享
受分红，三年期满后，可选择继续入股或
实物返还股金。”刘亚宜介绍说。

目前，宜川县扶众养殖专业合作社通
过代养代管形式带动贫困户32户，非贫困
户5户，按照奶羊采购原值10%保底进行比
例分红，每户每年可分红2000元左右。

年仅22岁的张晰云，是晰云蜂业养殖
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薛家坪村“党员
帮扶带头人”，现在共养殖中蜂300多箱，带
动村里15户贫困户依靠养殖脱了贫。

“当初多亏了刘书记的帮助，给我协

调场地、购买蜂箱、聘请专业技术员上门
指导，才有了现在的养殖规模。”张晰云
说。

2016年初，刘亚宜帮助白宝旗申请了
8500元养猪补贴，发展养殖业；帮助申请
了 1200元补贴，栽植了 4亩核桃新园；帮
助其儿子干起了生态护林员工作，每月挣
616元。

2017年底，白宝旗一家人均纯收入达
到4243元，顺利脱贫。

“现在养猪规模扩大到 30头，今后全
家生活不愁了。”白宝旗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

除此之外，刘亚宜还帮助26户产业扶
贫户入股宜川县江河供水有限公司，每户
每年保底分红3000元，连续享受3年。

改善环境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百姓的钱袋子鼓了，村集体有了收
入，刘亚宜便开始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
设：安居工程、饮水工程、生产道路、便民
大桥，文化场所……

薛家坪村生产道路坑坑洼洼，一下雨
便泥泞不堪、十分难走。刘亚宜多次跑到
县上争取项目资金，对 3条生产路进行了
维修，新修建生产桥 8座，硬化旧村巷道
2530米，群众生产、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
善。

薛家坪村蓄水池年久失修，村民吃水
困难，村民饮水要到村口唯一的一口水井
去挑水，这让上了年纪的老人犯了难。

刘亚宜了解到情况后，心里很不是滋
味，便第一时间联系水利部门，争取 60万
元维修蓄水池 1座，新建蓄水池 4座，打水
井1口，彻底解决了人畜安全饮水问题。

同时，刘亚宜还帮助薛家坪村新建卫
生室4间，移民新村房屋屋顶改造1万余平
方米；帮助村民新建安置房、改造危房，让
村民们住上了新房子，实现了“安居梦”。

“只要真心实意办实事，群众就会认
可你。”刘亚宜告诉记者，群众的认可是他
帮扶的最大动力，他将继续奋战在扶贫一
线，把扶贫工作实打实地做进群众心里，
让乡亲们早日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新春将近，忙碌了一年的志丹县双河镇向阳沟村
村民也终于放慢了脚步，聚在村党支部院里，享受着
午后的阳光，交谈着一年的收获。

“2018年，咱们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 10万多
元。”说话的是村主任刘立荣。他一边说，一边指着院
子东南角一大片太阳能光伏板，“就是这个光伏发电，
让咱们村晒着太阳把钱赚。”

在老刘的记忆里，几年前村子还是个烂泥滩，晴
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民大多住着土窑洞，村“两
委”有心为村民办事，却因为没有钱而无能为力。

正说着，村支书康永强从屋里走了出来。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康永强接着说，“咱们

村不仅有光伏发电，还有知青小院呢。”
向阳沟村曾经是北京知青插队的地方。知青们

在这里劳动、锻炼、成长，那段艰苦的岁月、老乡的热
情，给当初青春年少的他们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回忆。
这些年，这些已鬓染霜白的老人们经常回乡探亲，寻
找青春燃烧的岁月时光。

借着这个机会，向阳沟村的包扶工作队积极对接联
系，帮助村子跑项目，争取27万余元打造了知青小院。

“2018年才打造的知青小院，现已接待学员 8批
次，为村集体经济带来6万多元的收入。”康永强说。

“没想到，咱们这个小山村，还有这么多游客来。”
村民党小兵说道。

村子由乱到治，集体经济由“空壳”实现突破，变
成全镇乡村振兴的典型示范村。2017年，向阳沟村
新修便民桥一座，硬化便民路 500米、产业路 1.25公
里，发展村集体果园 58.8亩，全村苹果产值达到 34
万元。

向阳沟村属川道村，正好位于志丹县精细化工等
三大园区周边，地理位置好，人口流量大，发展服务业
优势明显。

康永强站起来，指着不远处的一片空地对村民
说，“那是咱们村集体的三产预留地。咱们围绕服务
园区，计划今年六月建成集‘停、住、吃、玩’于一体的
服务项目，让村集体和村民都能挣更多的钱。”

“那具体怎么弄啊，有什么好的项目吗？”村民党
伟问道。

“我们村是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还有知青小院，
这些可以吸引一大批游客。人流旺了，人气跟着就旺
了，咱们就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发展陕北窑洞住宿、售
卖特色农产品、剪纸等。”刘立荣说，“这项集体产业要
是办好了，咱们每年收入能达到 180多万元，200多人
都有活干了。”

“村集体有钱了，产业也一步步壮大了，新的一年
我们的‘心劲’更大了。”康永强和刘立荣满怀信心地
对村民说道。

黄河崖上刻出致富路
——宜川县秋林镇南头村脱贫纪实

通讯员 杨大江 李文振 本报记者 雷荣

■ 宜川县秋林镇南头村，一个黄河岸边的普通小村庄，多年来一直深陷
贫困，被人们称为“难头”村。

■ 精准扶贫以来，南头村在包扶干部的带领下，不断发展主导产业，修建
移民安置房，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壮大村集体经济，2018年退出贫困村行列，村
民彻底告别了“五难”，开启了幸福新生活。

不负桑梓为民富
——记宜川县集义镇薛家坪村第一书记刘亚宜

通讯员 李文振 本报记者 雷荣

狗问平安随腊去，猪生财富报春来。在即将到来
的农历新年岁尾，蟠龙镇老庄村村民们仍然红红火火
地忙碌着，这家养的猪能上市了，那家的大棚蔬菜可
以进市场了，大家伙乐呵呵地数着手里的钞票，感谢
着党的好政策。

老庄村位于蟠龙镇西北0.5公里处，辖老庄、新庄
科两个村民小组，共有人口152户486人，其中贫困户
9户17人，全村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原有养殖户11
户，养猪200余头。

2018年，在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老庄村大
胆创新、突破产业发展瓶颈，确立了“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发展思路，在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班子多
方协调下，实施“小条并大条”推地整合项目350余亩，
全部用于发展蔬菜产业，新建高标准大弓棚140座。

贫困户郭如荣家中有 2口人，夫妻二人 50多岁，
没有文化，生活来源靠种 4亩玉米，年均收入 3000元
左右，2014年被识别为贫困户，经过几年的包扶于
2017年脱贫，现属于巩固提升户。

2018年以来，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他们家新建
了4座高标准大弓棚，产业建起来了，生活迎来了新希
望。夫妻俩准备在2019年春夏季栽种甜瓜、西瓜等水
果，如果管理到位，4座甜瓜一年下来的收入预计达 4
万余元，较之前种玉米增收28000元。

老庄村这一“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新举措不
仅改变了村子养殖产业单一结构，而且极大地鼓舞了
村民，尤其是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信心，加快了老庄村
脱贫致富的步伐。

“2018年我们村成立了老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每户贫困户都加入了合作社，以后我们不但能享受到
分红的好处，还不用愁大家伙种出来的甜瓜没人买
了，全部由合作社负责销售。”说着新政策带来的新发
展，贫困户刘志杰干劲更足了。

■ 一条条新硬化的巷道像丝带连
接着农家小院，一排排崭新的太阳能路
灯分列道路两旁，一幢幢粉刷一新的房
舍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几年间，宜
川县集义镇薛家坪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村民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 而这一切，都与该村第一书记刘
亚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驻村期间，刘
亚宜集思广益、创新思路，带领村民脱贫
致富，在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奉献着青春，
书写着奋斗。

·阅读提示·

蟠龙镇：
新模式迎来新发展
本报记者 王爱荣 通讯员 刘英英

“从现在起，我们南头村正式脱贫
啦！”2018年11月25日，宜川县秋林镇南
头村的广场上，村支书张金山拿着贫困村
脱贫退出批复激动地对村民说道。

从2015年到2018年，南头村贫困人
口从84户229人变成了2户2人，贫困发
生率从45.9%下降到0.4%；从农民人均纯

收入不足5000元增长到12849.21元，超
过全县农民平均收入，村民生活改善。

贫困，一个曾让南头村人刻骨铭心、
萦绕世代的字眼，不到四年的时间就让它
变成了历史。“南头村能脱贫致富，简直比
在村下边的黄河崖上修条路还难。”鹿川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郝研佳深有感触。

底子差、脱贫难度大，南头村是秋
林镇脱贫攻坚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花椒是南头村的传统支柱产业，全
村耕地5350亩，其中花椒种植面积4600
余亩。因为管理粗放、椒园老化等原
因，花椒效益低下，群众收益甚微。

面对现状，镇村包扶干部决定把花
椒产业重新抓起来。2016年春季，秋林
镇政府在南头村规划建设了160亩花椒
示范园，示范引导群众发展花椒产业。

示范效应显而易见。仅2017年，全
村的老旧园改造就完成了3000余亩；去
年全村群众花椒人均纯收入达到 4600
元，贫困户更是突破了3000元。

除了种植花椒之外，结合村里坡地
面积大、草料资源丰富的特点，南头村
引进外出经商的杨八一投资 150万元，
回村创建了盛旺养殖专业合作社，吸收
贫困户77户进行肉驴饲养、销售。

“我们向养殖场卖秸秆，还可以打
零工，到年终再分红，里外赚钱呐。”刚
刚拿到 1000元分红的贫困户李建设高
兴地说。

2018年元旦前夕，78岁的袁宗奎老
人把在县城打工的儿子叫了回来，并特
意叮嘱他带上照相机。

再过几天，袁宗奎就要搬迁到新盖
的移民新村了，看着住了一辈子的窑洞
老人有些舍不得。“今年是在这儿过的
最后一个新年了，和娃们在老院前照个
相，为以后留个念想。”袁宗奎说。

“那曾是村里唯一的房子，很多窑
洞都超过三十年，成了危窑了。”第一书
记王云飞指着三间瓦房说，能住上安全

的房子，成了南头村村民的心愿。
解决群众住房，成了全村脱贫攻坚

的首要任务和最大的民生工程。2017
年 5月份，在镇村包扶干部的协调争取
下，南头村下辖的四个自然村实施了移
民搬迁集中安置工程，共计建房 70院
165间，搬迁77户201人，并按照贫困户
每人25000元的标准进行了补贴。

李军红搬进新居已有几个月了，装
修一新的房子宽敞明亮、干净温馨，冰
箱、电视、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我
这三间平房自己一共花了 6000元。”李
军红高兴地说，今年脱了贫，他正打算
给儿子买车。

南头村过去被当地人称为“难头村”
“五难村”，吃水难、走路难、种地难、看病
难、娶媳妇难的“五难”问题，曾让村民们
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以前，我们村大部分的媳妇都是从
附近比较穷的地方娶来的。好地方的女
子根本不愿意嫁过来。”村里的落后贫穷，
让包村干部张春荣印象深刻。

为了加快建设南头村的基础设施，包
扶干部积极协调，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先
后解决了南头村的基础设施，群众逐渐告

别了“五难”。
在2017年以前，南头村群众主要饮用

雨水。村里的老住户崔青元，一回想起过
去就眉头紧皱，“雨水不好吃，也没营养，
喝得多了还胃疼。”

2017年夏，宜川县水务局在南头村投
资 180余万元挖井建池，把清冽的泉水引
到了每家每户。

此外，南头村四支队伍争取20万元修
建了村级卫生室，配备了村医；投资 26万
元，对党员活动阵地进行建设提升，建立
了“爱心超市”；对全村老化电网进行全面
改造，引入 4G网络，使村民首次迈入信息
时代……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事关农村发
展、农民致富。

为了帮助南头村建立村集体经济，秋
林镇利用10万元产业资金，在村里新建了
25亩的规模化无刺花椒示范园。“不仅为
了增加村集体收入，更为了改良花椒品
质。”镇党委书记赵鹏娟说。

此外，群众的屋顶也被打造成了又一

“示范园”。利用苏陕扶贫协作项目，协调
无锡市新吴区星洲工业园区出资 73.78万
元，新建光伏电站一座，可实现发电 15.6
万度，进一步带动77户贫困户增收。在壮
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也激发了南头村乡
村振兴的发展活力。

“路通了车，水上了塬，百姓有了新
房子，村里有了新项目，群众有收入，集体
也有收入，我们南头村以后不会再‘难’
了。”说起村子的前景，村主任杨辉信心
十足。

● 刘亚宜（左二）走访晰云蜂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搬出“穷窝窝”
实现安居梦

小小花椒粒
颗颗富民生

● 组织村民学习花椒管理技术

告别旧“五难”
实现新涅槃

集体经济旺起来
乡村振兴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