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粪肥还田”为绿色种养
循环农业出“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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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小康实践

进行时乡村振兴
小康梦圆

“再难也要不断尝试点燃希望的火种”
——脱贫户马生奇的奋斗故事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白杨越 赵鹏飞

多措并举写好搬迁“后半篇”
——云南聚力帮扶搬迁群众开启振兴生活
新华社记者 杨静

昔日，他是村里的贫困户，欠债几十
万元；如今，他脱贫奔小康，日子越过越
红火。从贫困户到奔小康，马生奇通过
自己的努力和政府的帮扶，正如他的名
字一样，生活“发生了奇迹”。

马生奇的经历在黄龙县白马滩镇石
门村是一段传奇。回忆起20年前的那场
灾祸，马生奇至今历历在目。

2002年，27岁的马生奇在矿井下工
作时发生意外，一场事故导致他胸骨多
处骨折，下肢失去知觉，脊椎损伤、肌无
力，在医生的建议下马生奇不得不摘去
了一截腰椎。手术后，马生奇大小便不
能自理，家人为了给他看病，东讨西借欠
下了50多万元的外债。在家人的悉心照
顾之下，十几年来，坚强的他每天尝试着
动动脚趾、翻动身躯，慢慢地他“冻僵”的
身躯逐渐被“暖化”，身体开始复苏，从动
手指到翻身，从翻身到坐直，从坐直再到
行走。

“感谢政府的帮扶，现在日子好多
了，不仅脱了贫，咱都奔小康了！”提到
自己的脱贫致富历程，马生奇感慨万
千。

如果没有政府的帮扶，马生奇不知
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2016
年，马生奇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健康扶贫、公益性岗位等各项
保障政策落实到户。因为长久居家康
复，那时候的马生奇还没有勇气寻找一
门营生自力更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当时的帮扶责任人一次次上门鼓
励他勇敢地迈出自力更生的第一步，“你
叫马生奇，我相信你能产生奇迹！”就这
样，将希望寄托于“发生奇迹”成为了他
坚定信心的一种方式，这种小小的自我
安慰给了他大大的希望。

“生奇，考虑到你不能干重活儿，不
能长时间行走，这是专门为你制定下的
帮扶创业措施，只用一个手机就能完
成。”帮扶责任人带着创业思路，提着米
面油再一次上门了。“你可以在网上卖蜂
蜜，你口才好，沟通能力也强，卖蜂蜜跟
咱村人合作共赢。而且现在镇上在搞电
商培训，你可以报名参加，学习电脑还有
电商知识。”

如何在网上卖蜂蜜，马生奇也产生
不少疑虑：网上怎么卖？买家看不到蜂
蜜会买吗？怎么找买家？但一心想靠
自己力量改善生活的马生奇不想失去

任何一个机会。他报名参加了镇上组
织的电商培训，学习了电商运作的基本
知识，拍照修图、撰写文案、打包邮寄
等，通过贴吧发帖、创建微信群等方式
找买家；冒着被踢出群的风险从别的群
里拉客户，每天拿着手机站累了就坐着
躺着，每隔十分钟看一下贴吧回复和短
消息……

“你好，我们从 6个省选了 5瓶不同
地段的蜂蜜，经过测评被评为第一的蜂
蜜，我们将会代理大量购买，看你发帖说
蜂蜜质量好，想要参加吗？”马生奇被这
样一条消息深深吸引，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他挑选了一瓶白马滩镇蜂蜜按照地
址邮寄了过去。面对网络那头看不清的

“迷雾”，马生奇内心泛起了嘀咕：“不管
行不行，寄过去了还有希望，不寄就彻底
没有希望，我对我们黄龙的蜂蜜充满信
心。”经过检测，白马滩蜂蜜是最富有营
养价值，也是最健康的，这次他成功签订
了75公斤的蜂蜜订单。

眼看做电商有了成效，可他却开心
不起来。从哪弄这些蜂蜜，他连远路都
走不了。帮扶责任人和村党支部的介入
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

村党支部为他联系了 24户养蜂农
户，成为了他的供应商。“多年来，乡亲们
都非常照顾我和我父母，一斤蜂蜜赚几
块钱甚至不赚钱都行，主要想让村里的
人得到实惠！”马生奇说。

付出了比常人多几倍的艰辛，马生
奇的客户越来越多，订单也源源不断，每
年大约销售给 4个代理商和微信散客 4
吨蜂蜜。在生活逐渐好转之时，他不忘
继续学习电商销售知识，练习口才，为以
后的直播带货做准备。他常说：“人这一
辈子要战胜的只有自己，再难也要不断
尝试点燃希望的火种。”

“蜂蜜喝得好，疾病都跑掉，咱这个
白马滩蜂蜜……”年后的马生奇穿着新
衣服，坐在新沙发上，录制着自己介绍蜂
蜜产品的视频，他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
容，看上去容光焕发，再也不复当年模
样。你问他视频往哪发？他说这是发给
新的代理商……

“过去贫困灰暗的日子我至今不敢
回想，有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一对一的
帮扶政策，自己再努力拼搏，生活肯定会
越来越好的。”对于未来，马生奇充满希
望。

● 马生奇给顾客邮寄蜂蜜

今年38岁的李成程是延安市文化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工，2021年7月
被选派到洛川县永乡镇阿寺村担任第一
书记。

阿寺村辖 4个村民小组，303户 1403
人。在走访过程中，李成程了解到村民李
顺义由于儿子智力残疾，自己年龄又大，
家庭经济收入少，生活比较困难，他就对
这一户特别关注，时常去家里及时了解家
庭需求，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去年李顺义在申报低保时，准备材

料、填写表格等一系列手续让他犯了
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李成程及时帮
助李顺义解决了所遇到的困难。春节前
夕，村里给困难群众发放米面油，李成程
惦记着李顺义一家，把慰问品直接送到
了李顺义家里。“李书记知道我的情况，
他没让我去领，直接和村干部一起把慰
问品帮我送到了家里，李书记来的这几
个月帮了我不少忙。”李顺义说。

在时刻关注群众生活的同时，李成
程还结合村情大力挖掘苹果文化、黄土

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资源，按照“把
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的理念，坚持以苹
果产业为基础、以苹果文化为载体、以苹
果交流为核心、以“旅游+互联网”为渠
道、以果农增收为目的，不断发展村集体
旅游项目。“李书记来了以后，不断探索
学习，寻找项目，同时还要求我们‘两委’
班子成员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是真心为我们村干实事的好干部。”阿寺
村村民小组组长李万民说。

李成程还带领阿寺村积极招商引

资，目前村里入驻5家企业，有游乐场、户
外烧烤、果蔬采摘等。来村游客不断增
多，也进一步促进了果旅融合发展，村民
收入也不断提高。2021年阿寺村村集体
经济收入8.5万元。

“只有从小事入手、从急事着手、从
难事下手，真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可。”李成程说，“下一
步，我将发动广大群众，充分挖掘村产业
潜力，努力将阿寺村打造成 4A级旅游示
范村。”

他力量乡村振兴

只有真心为群众办事，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可
——记洛川县永乡镇阿寺村第一书记李成程

通讯员 张敏 田伟 记者 孙艳艳

走进宝塔区麻洞川镇金盆湾村张
明泉家的酒坊，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
酒坊里，工人们正在忙碌，上甑、蒸煮、
取酒……各项工序正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

小米、高粱、玉米等粮食通过蒸馏，
酒从烧锅中流出。看着流淌出来的香味
浓郁、清澈透明的白酒，张明泉心里喜滋
滋的。他测量产出新酒的度数：“80度，
这锅酒应该好，酒的度数高。”张明泉一
边测量一边高兴地说。

53岁的张明泉，以前一直在市区从
事粮油批发生意，由于粮食价格持续走
低，2012年，他回到村里开始酿酒。“我们
村主产玉米、高粱、小米，而且村里老人
以前就蒸过酒，有成熟的技术。”张明泉
说，他当时就想着利用村里得天独厚的
酿酒条件自主创业。

村里得天独厚的气候、水土、光温等
因素，使得当地成为小米、玉米等粮食优
生区，所产玉米品质好、产量高，加上当
地有着丰富的酿酒技术，这也为张明泉

酿出好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投资
十多万元购买了设备，在家里就开始生
产了。”张明泉说。

为了扩大规模，提高产能，2019年，张

明泉又陆续投资了100多万元，在自家后
院扩建了两亩地的新厂房，引进了最先进
的设备。“2021年，生产了1.3万公斤酒。”

今年已经是他从事酿酒的第10个年

头，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年产量也从刚
开始的百余公斤达到了一万余公斤。张
明泉说：“去年收入近50万元，每年的盈利
除满足酒坊开支、生活需要和来年再生产
外，库存酒也累计达到了2.5万余公斤。”

“新酒才能卖三四十块钱，但是存放
到三年以上到五年的酒，就能卖到100多
到200块钱。这样下来不断地去生产，以
后的发展要比现在强。”张明泉说。

张明泉告诉记者，自己的酒作坊都
是在农闲时进行生产，随着酒坊不断扩
大，他也陆续雇用了 7个村民，让村民们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一天工资是 150块
钱，管三顿饭。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不
耽误自家的农活儿。”村民侯宪平说。

靠着诚信经营和勤劳苦干，张明泉
的酒越卖越好。经过十年的用心经营，
张明泉的酒坊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张
明泉告诉记者，下一步他打算创新包装，
进一步提高酒的品质，拓宽市场，让更多
人品尝纯正的粮食酒，让酒坊的生意越
来越好，给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印象小康

家中开酒坊 酿出好生活
记者 孙艳艳 杨亮

张明泉正在称酒张明泉正在称酒

寒潮过后，云南省会泽县新城的搬迁安置区暖阳
高照。随着安置区孩子们陆续开学，在妇女儿童中心
忙了一个月的吴赞平终于可以轻松点了。

吴赞平是会泽新城妇联项目点的社工，去年开始
在安置区做群众的融入发展工作。在刚过去的寒假，
她和 8名大学生志愿者为 40多名搬迁家庭的孩子定
制了“专属课程”。

上午做寒假作业，下午培训安全知识、做手工艺
品、演情景剧……吴赞平说，持续的培训让孩子们越
发活泼开朗。

“他们还把学到的知识告诉家长。”吴赞平说，在
开展垃圾分类、小动物讲卫生等情景剧后，一些家长
还来到中心详细了解具体的做法。如今，不少搬迁群
众也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作为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区，
会泽新城容纳了 8万余人，群众多从偏远山区搬迁而
来，要融入城市生活，需从教会他们用电梯等简单小
事做起。

“搬迁群众变成了新市民，就要有新面貌。”会泽
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介绍，让搬迁群众实现“要我干”
向“我要干”的转变，就要大力推进扶智扶志工作，引
入社会工作组织是当地持续开展扶智扶志的一个缩
影，他们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摒弃不良习俗，扭转

“等靠要”思想，从而开阔视野、补足素质短板。
“雪花纷飞，要有责任担当，要让贫穷成为过去，

要让生活有所保障……”这是会泽新城搬迁户王文选
送桶装水途中发的一条朋友圈。

2019年，王文选一家从半山腰的土墙房里搬至会
泽新城，王文选也在社区的帮助下开始送桶装水，改
变了过去守着几亩玉米地、花生地过活的日子。“政府
给了我们好政策，自己也要加油干。”王文选说，自己
的两个儿子都在上学，他们是家里的希望，为了他们
什么苦都不怕。

在脱贫攻坚期间，云南有近 150万人因易地扶贫
搬迁改变了过去的生活。面对如此多的搬迁群众，做
好搬迁后续帮扶工作依然重要。

“针对搬迁群众，去年我们发放了125亿元创业贷
款，转移就业48万余人。”云南省乡村振兴局负责人介
绍，他们积极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强化社区
治理和社会融入，加强产业创业扶持，确保“稳得住、
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康恩家园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最大的搬迁安置点，
位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保和镇永宁社区。在安置点
的康恩家园制衣厂，制衣厂主管、搬迁群众武治军正
在分配制衣计划。

武治军过去在福建、广东等地务工，去年，随着搬
迁点的制衣厂开始运营，为了照顾家人，他选择就近
务工。起初每月工资不到3000元，但随着自己技能的
提升，他开始担任小组长、主管，现在每月有5000多元
收入。武治军说，制衣厂是当地引进的一家企业，提
供了100余个就业岗位。

过去搬迁群众思想较为封闭，害怕与外界接触，
更多依靠以前的土地增收。“发展产业和保障就业是
搬迁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措施。”永宁社区党委书记
苟松说，政府在安置点成立就业服务站，详细介绍企
业情况、工资待遇和劳动力需求，开通点对点劳务输
出班车，提供就业补贴、技能培训等方式，让搬迁群众
最大限度实现就业。

如今，在云南的搬迁安置点，群众有了增收的技能，
有了持续增收的产业，在幸福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稳。

本报讯（记者 乔建虎）将养殖场的粪污集中堆
贮在指定区域，把锯末、碎秸秆等作为基料，利用微生
物菌剂将粪便自然分解转化为有机肥。这一创新的

“绿色种养循环新模式”，是子长市万润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响应国家“做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要
求，探索出来的一条创新发展思路。

万润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致力于打
造集特色养殖、农事体验、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立体循
环生态农业，合作社目前共有 20座设施大棚，260亩
山地果园，还有 4栋自动化鸡舍，1.3万多只蛋鸡。合
作社鸡场负责人石浩说：“鸡的品种是京红一号，它的
特点是产蛋率高、抗病毒性强，鸡粪中磷和钾的成分
比较高一点，特别适合做有机肥。”

鸡蛋走向市场，而用鸡粪做成的有机肥则源源不
断运到合作社的高标准大棚，从而实现了种植养殖两
促进、节本增效两不误。“我家的两棚小瓜和一棚冬
枣，上的全是鸡粪猪粪加工的有机肥，长势好，吃起来
口感好。”合作社温棚负责人石小红告诉记者。

在发展循环农业的同时，合作社还积极推广新技
术，由一名技术能手结对周边多名农户，解决他们生
产中的问题，并吸纳部分困难群众进入合作社打工学
习，增加收入。

“我家就在附近，我每天都在这里打工，专门负责
收鸡蛋，一个月工资是2000多元，现在是钱也挣了，家
也顾了。”在合作社务工的农民卢宽说。

截至目前，合作社已累计培训种养殖户 320多人
次，帮扶35户困难群众发展起了特色产业。

万润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涛表示，下一
步，合作社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并通过田间课堂培
训，提升种植管理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发展循环农业，
实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