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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通过微信付款以及
上门求购的老客户始终没断。在驻
村‘第一书记’的帮助下，咱的农家
酱名气越来越响，市场销量更是芝
麻开花——节节高！”

1 月 12 日，在盘锦市大洼区新
开镇胥家村“东五间房农家酱”第六
代传承人张振德家的苇笆房里，一
派红火的生产景象。“30 多个坑灶
个个开火，为 4 万个酱块发酵保持
温度。”张振德告诉记者，“今年开春
要继续扩大下酱规模，在去年 600
缸的基础上增加到 800缸。”

张振德家有兄弟姊妹 4 人，他
最小。“早些年，我家是全村家境最
不好的。”张振德说，“我做过司机、

当过裁缝、开过武馆。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看到了农家酱的广阔市场，
就将全部心思放在了做农家酱上。”

2010 年，张振德开始批量生产
农家酱。农家酱的酿制程序烦琐、
环节细腻。从开始的 30缸、50缸到
100 缸，他在产品质量和市场销售
上一点点摸索。“天天凌晨 3点多就
跑早市卖酱，一跑一天，饭吃不上，
觉也睡不好。虽然酱的质量越来越
好，但销量始终上不去，最难时，我
都不想坚持了。”张振德说。

转机出现在 2018年。这一年，
盘锦市选派 316名优秀干部到镇村
工作，盘锦市妇联干部孙岩到胥家
村任“第一书记”，这个村里唯一的

私营小企业引起了她的注意。“一年
多，孙书记前前后后上我家调研了
三四十趟，想办法、找门路，从线上
建网站进行网络销售，到线下让产
品进宾馆、进大型会议室，帮我做品
牌宣传，不遗余力地帮我申请低息
贷款。”张振德说。

去年 4 月 12 日，张振德开酱当
天，他家门口停了上百辆私家车，“东
五间房农家酱”一炮走红。“都是来买
酱的客户，多少年了，咱村没来过这
么多的车和人。”回忆当时的情景，张
振德仍激动不已。去年，张振德的农
家酱累计销售500缸，给他带来30余
万元收入。随着生产规模与日俱增，
他带动了胥家村30多名富余劳动力

共同致富。
张振德一有时间就到市场上转

悠，时刻关注大公司和别家农家酱
的质量。“市场上卖的桶装酱、袋装
酱，能尝的我都品尝了。和他们的
产品相比，我对自家酱的质量、口味
越来越有信心。”如今，张振德注册
了“东五间房”品牌商标，他的农家
酱还成为大洼区“农家酱酿造制作
技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张
振德说，他的梦想是寻找优秀合伙
人，生产农家酱食品。“我家的农家
酱传承了 225 年，我希望用 5 年时
间，把生产规模发展到 1万缸，酿出
全中国最好的农家酱。”

“我要酿出全国最好的农家酱”
本报记者 刘立杉

“这回可好了，咱村全天用上
了 自 来 水 ，拧 开 水 龙 头 随 时 有
水！”1 月 13 日，阜新蒙古族自治
县平安地镇莫古土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崔占英拉着记者走进厨房，
看她家刚通的自来水。“这回可方
便多了，再也不用反复抬水泵、铺
水带、往水缸里抽水了！”崔占英
高兴地说。

2014 年，莫古土村首次改造
自来水，三组和四组的村民享受到
了定时接水，但包括崔占英在内的
一组和二组的 225 户村民还没有
改造上自来水。

2018 年 6 月，阜新市启动第

四轮“集团帮村”工程。在有关部
门走访中，村里提出，部分村民家
没有通自来水，而地下水水质虽
然合格但偏碱性，希望能帮村民
实现通自来水的愿望。

作为“集团帮村”的牵头单位，
阜新市委组织部积极协调省市县
水利、扶贫等部门，于去年 9 月末
协调到位 300万元资金，去年 10月
中旬启动莫古土村第二轮自来水
改造工程。经过 3个月的施工，建
设了泵房，铺设了管线，于 1月 2日
正式通水。自来水经过过滤、消毒
设备，达到饮用水标准，全村实现
了 24小时给水。

咱村全天用上了自来水
本报记者 年旭春

1月12日6时，天还未亮，义县高
台子镇桑土营子村村民王艳梅就和
丈夫王利民在牛棚里忙活起来。看
着棚里体型高大、被毛短细的黄白花
肉牛，王艳梅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是养牛让我过上了‘牛’日子。”
王艳梅夫妻俩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2018年，我俩通过扶贫无息贷
款养了 5头牛，年底卖完牛，还完贷
款剩了 3 万元。2019 年，我俩又贷
款 5 万元买牛。算上繁育出的小
牛，现在我家一共有 28 头牛，要是
全卖了，能挣 30万元左右。感谢党
的好政策和大家的帮助，现在我家
不仅脱了贫，也算是奔小康啦！”王
艳梅说。

以前，王艳梅夫妇都身患疾

病，无法干重活，两个孩子要上学
读书，靠种玉米，全家年收入不到
2000元，日子过得很艰苦。

近年来，锦州市围绕脱贫攻坚、
“三变”改革，推广“十大产业扶贫模
式”。同时，充分发挥金融扶贫的杠
杆作用，加大信贷、政策性资金在扶
贫领域的投入力度，助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走上“快车道”。

王艳梅家被确认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后，也曾想学习村里的养
殖大户通过养牛致富，但养牛的启
动资金从哪里来？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之时，村“两
委”班子伸出了援手，多次上门向王
艳梅夫妇宣传产业扶贫政策，帮助
王艳梅争取到了 5 万元免息贷款，

并邀请专家上门进行技术指导。在
大家的动员下，王艳梅夫妇心动
了。“政策这么好，我们搞养殖也就
有了保障。”王艳梅说。

买牛、修建牛棚、购买饲料，同
时积极参加专家讲座。通过村里养
殖大户的传帮带，王艳梅慢慢成为
了养牛专家。“养牛的活儿不算重，
我们两口子都能做。人还是要勤
快，我要通过自己的双手，让日子越
过越好。”王艳梅边喂牛边说。

“王艳梅夫妇过去日子过得
艰难是因为没有好的致富门路，
现在他们养牛特别上心，每天起
早贪黑地精心照顾牛犊，他们两
口子养的牛成活率达到 100%，现
在说起他们夫妻，村里人都竖起

大拇指。”桑土营子村党支部书记
韩松林说。

辛勤的付出换来沉甸甸的收
获。再过两天，就是桑土营子村办
起的辽西活畜交易中心卖牛的日
子，王艳梅已经算好了要先卖 5 头
牛，把贷款还上。“现在牛的卖价
高，把 5 头大牛卖掉，还完贷款剩
下的钱还能置办不少年货。”王艳
梅高兴地说。

谈到新一年的打算，王艳梅夫
妇信心满满地说：“今年，我们准
备继续通过贷款的方式，借助村
里 的 养 殖 小 区 ，把 养 殖 规 模 扩
大。贫困的日子不会再有，我们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日子越过
越牛！”

打开致富门 过上“牛”日子
本报记者 高华庚

临近春节，本溪满族自治县草
河口镇茳草村的村民开始杀年猪、
包豆包、买春联……处处洋溢着喜
庆的氛围。

走进村民朱洪英家整洁的院
子，只见储物房里堆满了米面油和
刚刚买回来的猪肉、鱼等年货。

朱洪英今年 53岁，是聋哑人，
59 岁的丈夫身体也不好，不能干
重体力活，她家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通过省、市、县有关单位的对
口帮扶，2019年，她家年人均纯收
入已达 6000多元。

“2019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脱贫攻坚
既要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
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
生动力，防止返贫。”谈起贫困户脱

贫，茳草村党支部书记廖华东告诉
记者。

去年10月，在对口帮扶茳草村
的解放军某部支持下，朱洪英一家
开始饲养 48只绒山羊。朱洪英 23
岁的儿子张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经过精心饲养和繁育，这48只绒山
羊今年就可以达到 70 多只，2021
年可以达到 100只以上，2022年就
可以上200只了。按每只绒山羊产
毛绒 1 公斤、每公斤毛绒 300 元被
收购的话，他家今年可以增收8000
元，后年存栏羊加上卖毛绒，他家
的绒山羊价值高达5万元。

“我妈妈说，这些羊羔羔就是
我家的新希望，今后的日子一定会
越来越好。”张健一边看着妈妈的
手语一边高兴地为记者翻译。

“羊羔羔是我家的新希望”
本报记者 葛传东

1月9日，“朝阳市书法家送万福进万家”书写春联活
动在朝阳兴隆大家庭举行。

40 名书法家现场奋笔疾书，以特殊的艺术惠民形
式，为广大市民送上新春的祝福，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弘扬传统文化艺术的同时，营造了健康向上的文化氛
围和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送万福进万家

春节将至，丹东市振安区九连
城镇马市村四组村民宋超越发忙
碌。他家种植了近3万公斤水果萝
卜，每天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在九
连城镇海云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生产车间，每天有万余公斤水果萝
卜在这里装箱销往全国。

马市村是丹东市的“菜篮子”
基地，随着农产品销量逐年增加，

农产品运输成了农民的难心事。
为帮助农民解决销售难题，打通电
商销售的“最后一公里”，九连城镇
党委、政府与丹东邮政分公司城区
局沟通，邮政公司专门在马市村增
设了两处农产品投递点位，农民不
出村就可以发送农产品，大幅降低
了农产品的运输成本。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马市村水果萝卜“飞”向全国

让青春在乡村振兴之路上闪光
——记朝阳市双塔区他拉皋村驻村“第一书记”邹森

核心
提示

放下城市生活，走入
田间地头。扎根脱贫一
线，书写无悔青春。

今年40岁的邹森是
辽宁省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的干
部。2018年5月，他积极响应组织
号召，抛开城市的繁华与舒适，开始
了驻村工作和生活。一年多来，他俯
下身子，沉在一线，带领他拉皋村村
民修路、发展产业、成立合作社……
他拉皋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
集体经济越来越强，村民的腰包越来
越鼓，乡村发展的底气越来越足。在
脱贫攻坚的道路上，邹森用奋进的青
春诠释着最美的芳华。

修好一条致富路
“再也不用担心道路崎岖把豆腐

都颠碎了。”说这话的是他拉皋村西
山 2 组村民张义。他经营着一家有
着 20 年历史的豆腐坊，聊起以前的
情景，张义这样形容：“村里的道路
一直是泥土路唱主角儿，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赶上雨雪的坏天
气，豆腐还没等到镇上集市就颠碎
了，根本卖不上好价钱，愁人啊！”现
在好了，新修的水泥路面直接通到家
门口，道路通畅了，豆腐的产量也上
来了，收入就更不用说了。张义质
朴的脸上带着高兴的笑容：“这一切
要真心感谢驻村的邹森书记。他修
的不仅是路，更是架起了百姓的致
富桥，全村老少都受益。别看邹书记
年纪小，但是很有大智慧，我们都看
好这个小伙子。”

告别省城生活，来到乡村一线。
邹森实现了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次
角色转换。在来他拉皋村驻村的路
上，他心里暗暗发誓：来了，就要干出
个样儿来，要真真正正地为百姓做实
事，办好事，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从小生活在城市里，农村基层经
验少，他就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虚心请
教和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很快
就进入了角色。

要想富，先修路。驻村伊始，邹
森迅速了解村情民情，展开实地探

查，走遍了村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岔
岔，发现有的村民组百姓出行不便，
道路多是沙土路和山路，基础设施还
不完善，于是他多次与省交通运输厅
协调，争取资金400余万元，2018年，
新建、维修全镇道路 16.6 公里，2019
年新建、维修道路 16.2 公里，其中他
拉皋村6组，硬化水泥路面2.3公里；
西山2组硬化水泥路面4.3公里；东山
11组硬化水泥路面2公里。

道路通达，货畅其流，在极大地
改善了百姓的出行条件的同时，也带
来了镇域经济的飞速发展。

抓党建助力脱贫攻坚
他拉皋村有11个村民组，常住农

业人口 5000 多人，全村贫困户 220
户，截至目前，未脱贫13户、23人。

通过一年多的驻村实践，邹森深
刻地意识到：只有抓好基层党建，不
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走产业脱贫致
富路，才能彻底消除贫困，摘掉穷帽，
拔掉穷根。

协助抓好党建工作。与村“两
委”一同制定村规民约，培养和发展
合格党员；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提高党员思想政治水
平；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丰富村民文
化生活；争取党建经费5000元，购买
办公用品和学习材料，走访慰问困难
党员家庭。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邹森积极鼓
励以村民组为单位成立合作社，发展
新型农业、特色农业。他多次带领村
民代表考察农业特色项目，为集体经
济发展提供助力。2019年，该村流转
50户村民、136亩土地，以土地入股的
形式，成立产业扶贫合作社，种植蔬
菜、玉米等农作物，在壮大村集体经

济的同时，带动193人脱贫致富。
打造美丽乡村，大力整治乡村环

境。邹森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及
各党支部书记、党员代表清扫村内街
道，清除非垃圾点垃圾和村路两旁杂
草，提高村民环境意识。向水利部门
申请资金 10 万元，修建居民区防洪
堤；多次与地方财政部门探讨扶贫帮
扶工作，争取资金5万元，维修改造村
级活动场所，为丰富村民业余生活提
供保障；新修建垃圾堆放点5处，大型
垃圾堆放点 1 处，修建小型堆肥场 1
处，清理排水沟垃圾和污物1.2公里，
极大改善全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畜禽粪便等环境污染问题，清理非垃
圾点垃圾30余吨。

做困难群众的贴心人
他拉皋村西山2组村民宋云飞承

包了村里300亩荒山，自己经营着一
家小型合作社——朝阳燕阳山田园
综合体，种植绿色小米，养殖溜达鸡、
笨猪等。为帮助宋云飞的农产品打
开销路，邹森发动在省城工作的同
事、亲戚、朋友购买并帮忙推销，同
时将产品挂在五洲易购网络平台
上，销售渠道增多了，产品订单也越
来越多。

切实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
上，从群众最需要、最期盼的事情做
起，邹森着力民生工程的建设，让村
民的获得感越来越强。

为困难群众解决就业难题，经过
多方沟通联系，2019年协调大连环珠
玻璃钢船艇制造有限公司和沈阳铁
路清洁公司分别为本村贫困人口提
供就业岗位10个、20个，组织农业知
识培训两次，为该村走上“新农村、
新知识型农民”的道路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积极沟通上级党组织和政
府，与镇内企业协调，落地扶贫资金，
确保贫困户的利益，使贫困户收益持
久平稳。

为化解群众矛盾，邹森多次走村
入户，探民情、体民意，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萌芽状态。2019 年，通过走
访调查和了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为地区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积极推动和帮助村“两委”实施
三年发展规划。协助村书记积极推
动他拉皋集市改造工作，同时与镇和
区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多次沟通，
实施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立项工作，协
助镇党委招商引资，对拟在本镇投资
建厂的企业，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对企
业进行专业解答。

使命在前，唯有负重前行。一年
多的驻村工作，让邹森深深地爱上了
他拉皋村淳朴的民风和善良的百
姓。远离都市生活，在多彩的乡村田
野磨炼意志，锻炼自我，在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绽放美丽人生，这
就是邹森现在的生活。

郭欣喆 成 文

他拉皋村驻村“第一书记”邹森(前）到贫困户家了解情况。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