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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本报E03版以《精准扶贫，玉皇庙有“干货”》为题，介绍了玉皇庙镇通过招聘会来促进精准扶贫后，受到了市民
的广泛关注。11日，记者走访了商河县怀仁、沙河、孙集等部分乡镇，光伏发电、种藕、锡壶加工、种大棚……扶贫方式多种
多样！精准扶贫过程中，各乡镇有“妙招”。

怀仁镇刚家村：

““村村子子美美了了，，日日子子才才能能好好！！””

光伏发电、种藕、锡壶加工、种大棚……

扶扶贫贫，，你你有有干干货货我我有有妙妙招招

走进怀仁镇刚家村，笔直的硬化
大道贯穿全村，垃圾桶排列有序，路
面干净整洁，农家小院规格统一，村
容村貌干净整洁。

“近几年，我们村里真是大变
样。”据村民刚先生介绍，前几年，
刚 家 村 胡 同 里 充 斥 着 闲 置 的 猪
圈，随意搭建的水泥房，街道上尘
土飞扬，是整个怀仁镇“脏乱差”
的典型代表。“十里八庄谈起来，
没有说我们刚家好的，现在不一
样了，都开始羡慕我们村里的环
境好了。”

据村支书刚宪营介绍，之前村里
有300多个水泥板房和废置的猪圈，
不少村民将厕所修到胡同里，到夏天
的时候，村里简直没法呆。刚宪营说：

“开始扶贫时，我们首先想的就是改
变村容村貌，只有村子美了，乡亲们
的日子才能好。”修大街、建设排水设
施、栽树苗……几个项目下来，花费
了500多万元。

村里的人常开玩笑：“咱村里
变美了，孩子们找媳妇也好找了。”
记者在村里的大街上看到不少村
民盖起了二层小楼。刚宪营说，自
从村里变美了，不少人开始回家盖
房，近几年村里外出买房的人少
了。一些外出打工者也开始回乡创
业，大家的精气神开始聚在一起
了。“现在村里环境好了，我们可以
全身心地干别的事情了。”刚宪营
提到。

刚家村全村有1400余口人，其中

低保户有32户，为了让低保户“脱
贫”，在他们房顶安上了光伏发电项
目，产生的电量除了自用之外，直接
并入了国家电网，低保户每年至少能
增加1000元的收入。低保户刚先生
说：“光伏发电就是靠天吃饭，不花费
我们任何技术和成本，每年还能增
收，这些钱就够我们老两口吃馒头的
了。”

11日下午，记者见到第一书记贺
伟时，他正在和乡亲们在藕池里忙着
种藕。贺伟告诉记者，入了春之后，刚
家村的村民开始忙碌起来了，百果园
开始种上了核桃、梨、杏等果树，100
多亩废弃沟塘开始开发。贺伟说：“村
里美了，干啥都起劲，好好干，今年又
是一个好收成。”

来到孙集镇小郭家村的时候，
村里人正在忙着卖黄瓜。记者走进
钢结构单体蔬菜拱棚看到，除了正
在上市的黄瓜之外，茄子、西红柿等
蔬菜长势喜人。眼下，每斤黄瓜1元
左右，正在卖菜的王女士说：“还是
种大棚来钱快，比我们之前种麦子
棒子强多了。”

说起村里的变化，王女士滔滔
不绝，据其介绍，之前村里仅有一条
破旧不堪的进村路与外界相通，村
里大街小巷“晴天当路雨天当沟”，
家家户户除了玉米小麦之外，没有
其他收入。张女士说：“现在我们不
一样了，村里修了路，硬化了大街，
甭管雨天还是雪天，只要我们有菜
就能卖出去。”

村支书郭玉祥说，为了帮助贫

困户摘掉“穷帽子”，村里建设了20
个钢结构单体蔬菜拱棚，每个拱棚
规格为南北长51米，宽13米，占地约
1亩，共投资约40万元。郭玉祥说：
“现在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估计
种植户每人能增加1000元，这样下
去，用不了多久，贫困户就能脱贫
了。”

谈到种植大棚，郭玉祥认为村
里有优势。小郭家村距离县城较近，
区位条件良好，周边地区种植业广
泛，土质适宜，是难得的产业发展优
势。为了用好自己的优势，他们请来
了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前来调研。
经专家建议，他们决定利用市里统
筹的40万元精准扶贫资金，在此发
展单体拱棚蔬菜种植产业园。郭玉
祥说：“种了一段时间发现，种植大

棚增收不少。”
在小郭家村老村委会附近，一

处正在施工的白色厂房引起了记者
的注意。据郭玉祥介绍，这处厂房投
资20万元左右，建成后将作为净菜
加工车间投入使用。车间建成后，可
进行蔬菜的清洗、包装并联系外运，
在不远处的村委会大院里，还专门腾
出几间房屋建起了用于蔬菜储存的
恒温库。郭玉祥说：“发展净菜加工主
要目的是让村里的蔬菜产业不断增
值，这样村里能多收入点。”除了蔬菜
加工外，在小郭家村的一块闲置土地
上，一家镜框加工厂也即将落户，企
业将每年支付租金4 . 6万元。

郭玉祥说：“随着大棚和企业的
入驻，我们村里就不再单纯依靠种
粮食了，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李求实 刘益良

张铁匠村位于沙河乡的南部，村
子不算大，全村仅有144口人。村子挺
穷，最严重的时候村里有50%以上是
贫困户。自从去年“互联网+”带动传
统手工艺发展后，村里的锡壶火了，
村里也富了。随着肉牛、枣树等项目
的发展，村里的贫困户由原来的29户
减少到15户。

在村主任郭丰春家中，49岁的张丰
证和他的徒弟张建军正在忙碌着，烤火、
塑形、锤炼……七八套工序下来才能制
成一把锡壶。趁着干活的空当，张丰证给
记者讲起了“张铁匠”的故事。清末民初
时期，有一位年轻的张铁匠，剃个光头，
锃明瓦亮。张铁匠打铁从不啰嗦，用力精
准，能用七分力不会用八分，打出的菜刀
斧头尖利无比，镰刀锄头等农具也都轻
重恰到好处，使着顺手。人们都忘了他叫
什么名字了，也都懒得记，只是唤他一声

“张铁匠”。到后来，村子里人越来越少，
铁匠也没人做了，“张铁匠村”也只成了
空名。

别看张丰证现在干得起劲，其间
也差点改行。张丰证说：“我做锡壶做
了35年了，十几岁就开始做学徒，因
为挣不到钱，中间有15年没干这活。”
张铁匠村距离集市较远，加上交通不
便，村里锡壶销量不佳，近几年兴起
的电商给了张铁匠村带来了“契机”。

借助于“互联网+”，张铁匠村的
锡壶开始了线上营销，锡壶卖到了北
京、广东等省市。如今，张铁匠村成立
了张铁匠铁艺制品有限公司，准备大
干一场。张丰证说：“老祖宗的手艺咱
不能丢，借着老祖宗的手艺混口饭
吃。”据了解，从2015年8月份至2016
年2月份，张铁匠村的累计销售收入
达到20万元。除了成本和营销费用，

至少给村里带来了10万的收入。有了
10 万元的收入，村支书张洪新腰板硬
了。张洪新说：“我们用卖锡壶的钱给
村里的低保户买了不少东西，我们今
年挣钱多了，年底全村就能分红了。”

记者发现每隔几家农户就会发
现一头母牛，围着全村转了一圈，有
60多头母牛。村主任郭丰春介绍，为
了帮助贫困户脱贫，村里每家贫困户
都补助了一头母牛，单靠卖牛仔，一
家一年就能收入五六千。

张铁匠村选调大学生村官刘益
良介绍着村里新修的文化广场，正在
建设的排水设施。刘益良说：“我们村
里有钱了，各种基础设施也在逐渐完
善，村里会越来越好。我们已经与大
吕村、新徐村建立了联合团支部和养
牛合作社，三个村互相帮助，共同致
富。”

沙沙河河乡乡张张铁铁匠匠村村：：

借借助助互互联联网网++，，老老祖祖宗宗的的手手艺艺火火了了

孙集镇小郭家村：

发发展展大大棚棚种种植植，，村村民民腰腰包包鼓鼓起起来来

刚家村硬化的大街。

工人们正在做锡壶。

小郭家的大棚。（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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