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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养兔成产业

“中秋节前后，我们销售额一天最高达
到24万元。”马军军说。

在位于杨家圪坮镇稍道河村的山海兔
业深加工厂，工人将一袋袋加工后的冷吃
兔、手撕兔、烤全兔、兔肉卷等预制食品打
包装箱，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目前，公司已与300余家火锅店签订
兔肉卷供应协议，深加工食品也正在通过
电商销往全国各地。”马军军说。

马军军，1994年出生于杨家圪坮镇桑
园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生在农村、长
在农村，他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2019年，马军军带着同学焦宇翔、马云云
一起回乡创业，从 50只种兔发展到上万
只，销售额达500万元。

在大学时期，马军军就靠着校园外卖
的创业项目，成功赚到了第一桶金，毕业
后，又再次创业卖陕北土特产，但由于经验
不足，最终以失败告终。

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军军在网上看到
了一段视频：山东一位大姐 50多岁了，她
从 200只兔子开始发展，用了两年时间销
售额就达到2000万元。“当时，我的脑海里
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项目。”马军军
立即买了一张火车票赶到山东，一心只想
着求教经验。

那段时间，马军军专门待在山东大姐
的养殖场，义务当起了饲养员，一边喂兔
子、扫卫生，一边用心学起了养兔技术和经
营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考察，马军
军带回了50只种兔，在家乡建立了自己的
养殖基地。

“兔子在我们这边养殖得少，是个冷门
产业，我想冷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马军
军说，“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干过，养殖过程

中还有许多实际问题，自己就买了相关书
来看，并且坚持在各类视频网站学习，和同
行交流……”

有了技术支撑，用了短短一年时间，马
军军就将养殖规模从起初的 50只兔子发
展到2000多只，到2020年底，收入达40多
万元。

“自己发展起来了，还要让更多的乡亲
参与进来，共同致富。”在马军军看来，要想
把这项产业做大，必须要延伸产业链条，提
升农产品附加值。

硬化养殖基地前的 500米生产道路，
协调温室大棚、生产设备和生产用房，对接
帮扶单位到外地推介产品……一项项创业
扶持政策让马军军吃下了“定心丸”，在政
府的支持下，马军军在稍道河村办起兔肉
加工厂，开始运作“公司+农户”的模式，实
现养殖、加工两头拓展……

“对于养殖户，我们提供种兔和饲料并
进行技术培训，再按市场价保底收购。工
厂提供30多个就业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就业。”如今，山海兔业产业已延伸至规
模化养殖、原材料种植、饲料加工、预制食品
深加工和连锁餐饮专卖等，年销售额超500万
元，将越来越多农户“嵌”在了产业链上。

“我想通过这个产业，把我们村甚至我
们县更多的年轻人吸引回来，一起把兔产业
做大做强。”马军军坚定地说。

造酒也地道

在杨家圪坮镇新舍科村，提起“醉泉坤
酒坊”，大家连竖大拇指，认为他家的酒地
道。

走进酒坊，但见储粮室、发酵室、蒸馏
室、产品展示厅一应俱全，窖藏室内一口口
大酒缸装满了纯粮酒，空气中弥漫着阵阵
酒香。

包装室内，创始人刘瑞强正在仔细察

看下线的每一壶酒，认真检查酒的成色、纯
度。

刘瑞强只有初中文化，很早就外出谋
生，在延安打工和经商，钱挣下了，但是看
着家里的老人年龄越来越大，刘瑞强心里
很不是滋味，想着回乡创业，方便照顾老
人。

2018年，刘瑞强利用几十万元积蓄购
置了酿酒设备和原材料，在家乡办起了酒
坊，就地取材用村里的山泉水，开始了自己
的酿酒事业。

像众多刚开始创业的人群一样，刘瑞
强的创业之路并不平坦。由于气候、环境
迥异以及操作不规范，刘瑞强第一年酿出
的酒品质欠佳，卖不掉。

继续酿酒没有把握，退却放弃损失不
小，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倒激发了他的决
心。“别人能够干成的事，我也一定可以干
成功。”于是，刘瑞强又花了 3万多元到四
川天府名优酒研究中心学习酿酒技术。

经过苦练技术，反复试验调制，刘瑞强
对泡粮、煮粮、摊晾、下曲、入窖……每一个
环节都了然于心，终于研制出了原生态、酒
质好、酒气香、味道可口、纯粮酿造的白酒。

“我的酒零添加、零勾兑，从不掺杂使
假，靠着货真价实，赢得顾客信赖。”刘瑞强
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他家的酒都是靠朋友
和顾客“口碑”宣传，不仅供应县里新老顾
客，还远销延安等地，销量逐步增多。

2020 年，他申请注册了商标“醉泉
坤”。现在，他家的酒坊年产酒在一万三千
斤左右，年销售在五六千斤，一年收入三四
十万元。

“现在农村做酒的人有很多，但是我并
不担心，做酒的人多了，有了竞争，品质才
能更好，好酒永远不愁卖。”谈及未来，刘瑞
强说后期会考虑丰富酒种，并增加产量，希
望能带动其他村民一起致富。

黄河岸边“兴农人”

（上接第一版）孩子们用黏土捏出自己心中“最可
爱的人”：满身泥水的解放军叔叔，早出晚归的救
援叔叔，忙得脚不沾地的村干部，穿着白大褂的
医护人员……

烈火见真金，患难见真情。抗洪救灾的现
实，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大思政课”。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的党。危难之际，
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都会为人民冲在
第一线。”

“特别是一旦有灾情，有两个最突出：一个是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一个就是红旗下我们的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一举一动，践行承诺。
这是老百姓发自肺腑的话——
水峪嘴村村民李盟的家，重新装修了，收拾

一新，她对总书记说：“家里老人说，要是早年间
遭了这样的灾，就得去逃荒了。感谢党和政府！”

在永济秀园小区居民董彩英家，屋里温度稳
稳达标了，她告诉总书记：“总而言之一句话，还
是党好！”

万全庄村村民付俊正在重盖房屋，见到总书
记，他露出了笑容：“党的政策好，赶上这个好时
代了，要不然就盖不起来了。”

总书记心中，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到唐山，称赞“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

到武汉，深情地说“武汉必将再一次被载入英雄
史册”。对人民，总书记一直由衷赞美。

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总书记十分感慨：“每
当辞旧迎新，总会念及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浩然之
气，倍增前行信心。”

地震、洪水、干旱……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
斗争了几千年，饱经忧患、备尝艰辛，不仅从来没
有被压垮，而是在灾难中挺起不屈的脊梁，铸就
我们这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

董彩英告诉总书记，当时房子进水，一个人

在家里也挺害怕的。楼上邻居一次次敲门问平
安，忙前忙后帮着搬东西，并让她住在他们家里。

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在灾害面前，我们
的人民群众，无比坚强。而且在抗灾救灾的过程
中，大家同舟共济、相互帮助。”

在妙峰山民族学校，在白沟河畔的大堤上，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看望慰问了参与防汛抗洪救
灾的各方面代表。

“迷彩绿”“火焰蓝”“救援红”……哪里有需
要就驰援哪里，哪里最危急就战斗在哪里。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啊。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支援的队伍数不胜数了，已经分不清是
哪个组织的，哪个方面的，哪里来的。”总书记说。

“困难不足畏，决心比铁坚。”这是在门头沟
采访期间，干部群众说的一句话。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这是涿州
城区街道上醒目的标语。

房屋进水了，重新装修；倒塌了，原地重建；
店铺被淹了，迅速恢复营业；农作物淹了，抢抓农
时补种……

在永济秀园小区门口的药店、超市里，当总
书记问店主“还有什么困难”，得到的回答却是

“我们有信心，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
离开万全庄村时，热情的乡亲们簇拥到道路

两旁，围拢在总书记身边，高声向总书记问好。
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稚气未脱的少年，
还有仍在怀中的幼儿。

面对乡亲们，总书记这样形容自己这一天下
来的感受：

“我从大家的表情看到了希望。我们灾后的
生活比以前还会更好。希望乡亲们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用自己的勤劳双手，加快恢复重建、推进
乡村振兴。”

洪水已经退去，英雄之气在这片土地上激荡
升腾。

最可靠的主心骨，
最可爱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