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俺们村家家都通上了暖气”
村里又开始建厂房，村民腰包越来越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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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
扶贫车间“打卡”上班

柳林镇是巨野县最西南的
乡镇，地处巨野县、成武县、定
陶区、牡丹区四县区交界处。柳
林镇共有 44个行政村、7 . 5万
人，目前剩余脱贫享受政策贫
困户3197户，6194人。

盛夏午后，柳林镇马楼村
村民毛大嫂下班回来吃过午
饭，喂过了家里的猪和鸡，叫上
邻家好姐妹一起去上班。两人一
路说说笑笑地拉着家长里短，不
过十来分钟，便到了工作地———
泓基尔运贸易有限公司，这是镇
上建设的扶贫车间，在这里她们
已工作一年半。

毛大嫂今年48岁，老公因
病去世留下不少债，家里家外
都靠她一个人顶起来。在扶贫
车间，毛大嫂主要是做缝纫。

下午6点左右，虽然上了一
天班，但毛大嫂并不觉得累，朝
八晚六，中午还有午休，从田头
侍弄庄稼，到进车间“打卡”上
班，毛大嫂觉得，在工厂上班

“轻松，不耽误家里的事和地里
的活儿”。

最重要的是收入高。毛大
嫂手脚勤快，一个月能拿3000
多块，不仅把家里的欠债基本
还清了，还一举摘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日子越来越好。

在扶贫车间，像毛大嫂一
样“农转工”的工人还有很多。在
柳林镇副镇长尹训龙看来，村民
尤其是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迎
来“蝶变”契机，“现在工厂主要做
出口加工，做的童装出口美国，有
80万套。目前工厂产销两旺，计
划继续扩大规模。”

如今，柳林镇逐步形成以
板材深加工、服装加工、现代农
业为主的三大主导产业，新建
运营的出口企业泓基尔运服
饰、酷艺家居等扶贫车间顺利
竣工投产，基本解决了周边村
庄妇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015-2019年，柳林镇共投
入各类扶贫资金2953万元，实
施扶贫项目61个，形成收益性固
定资产2763万元，着力发展种植、
养殖、加工、光伏四大特色扶贫产
业，惠及贫困人口2156人。

目前，全镇15个扶贫就业
车间共吸纳和辐射带动352人
就业，其中贫困人口79人，每人每

天有40元到100元不等的收入。
2019年扶贫项目产生收益154 . 19
万，扶贫车间产生效益10 .3万元，
共164 . 49万元。“扶贫车间”建成
后，所有权归所在村，村支部将

“扶贫车间”出租后，租金归集体
所有，不仅带动贫困群众致富，也
发展了村集体经济。

宜居美：
家家洋楼户户暖气

白墙红瓦，绿树红花，家家
户户都是二层小楼和宽敞漂亮
的小院，走进柳林镇榆园村，一
幅生态田园美景映入眼帘。“我
们村不比城里差，环境好了，住
得好了，大伙心都敞亮了！”榆园
村村主任王衍存自豪地说，榆园
村从昔日最脏、最差的贫困村，成
为柳林镇乃至巨野县美丽乡村建
设观摩第一村。

做了20多年的村主任，王
衍存清楚地记得2004年前村庄
的样子：因为榆树多而得名“榆
园”，和榆树一样有名的还有村
里的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整个村子没有一条顺畅笔直
的路，尤其是下了雨，村里的路磕
磕绊绊全是泥。

“2 0 0 4年，村里改造老街
道，把主路给修了。村民第一次
尝到改善村容村貌的甜头。”王衍
存回忆。2009年，榆园村首批申报
了美丽乡村建设规划，2012年，美
丽乡村建设启动。

通过动员和挨家挨户做工
作，在启动新村建设时，村民们
全力支持，拆迁、搬迁有条不紊，
大家对新农村非常满意。

“村里房子设计的是150平
米，还有个小院，12万多元一
套，老房子能折价补贴到新房
里。咱这毕竟不是城里，一些农
机用具啥的，都要放到院子里，而
且有了院子，也有了晒粮食的地
儿。”在王衍存看来，农村的改革
要符合农民的情况。

新环境带来的是新改变。
在村中心广场上，垃圾四分类
的宣传栏格外引人注目。王衍
存介绍，他们把垃圾分为可沤
肥垃圾、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
垃圾和有害垃圾四类，垃圾量
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每年还
能沤出160多方有机肥。

不仅如此，村里还建了污
水处理站，处理好的污水可以
浇地。“居住环境好了，大家就
自觉地维护，路上有点垃圾都
会捡起来。甚至连吵架拌嘴的
都少了，我们村的小伙子娶媳
妇都特别容易。”王衍存笑着
说，因为环境的改变，农村“儿
子养老”的习俗正在逐渐改变。
不少老人都跟着女儿来村里
住，房子大，环境好，养老问题
都随之解决。

“农村的冬天冷，村里现在
家家户户都安装了暖气片。”王
衍存说，通过村庄搬迁流转的
土地，对外承包收益纳入村集
体，对村民取暖进行补贴。根据暖
气片数量，村民一年的取暖费只
需要缴纳400到600元。

王衍存指着广场上的小花
园说：“这里之前都是杂草地，现
在变成花园，我们还种了几棵榆
树，留住榆园的特色。如今大家
都把心思放到挣钱上，村里也开

始建厂房，日子越来越好了。”

民生安：
一棵核桃产值一亩地

榆园村的改变，是乡村振
兴在柳林镇实施的一个缩影。
2019年，柳林镇被授予“山东省
美丽乡村示范镇”称号，榆园村
被评为“山东省第五批美丽宜
居村庄”，水牛李村被评为“山
东省文明村”，毕庄村被评为

“乡村文明家园省级示范村”，
此外，榆园村、毕庄村及前郝村
还被评为“菏泽市首批特色生
态休闲村”。

在柳林镇的各村路肩沟
渠、空闲宅基地、房前屋后，处
处栽种着美国黑核桃。

15万棵黑核桃，是柳林镇
的“绿色小银行”，一棵树产出
的经济效益相当于一亩玉米、
小麦等大农田作物。每年这些

“摇钱树”的产值可以分成，壮
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也带动了
群众富裕。

柳林镇是一个传统的农业
大镇，通过大力推动农村土地
流转，在多番考察引进后，瓜果
飘香的柳林经济作物群已经初
具规模：1500亩葡萄、1200亩苹果、
2000余亩西瓜，800余亩生姜、辣
椒……与此相对的，是全镇培养
了有技术、懂管理、懂经营的新农
人1200余名。

一组数据记录着柳林民生
事业的发展：修建县乡道路180
余公里，彻底打通断头路、循环
路等村内道路；争取了3100万
元的教育改薄资金、1300万元
升级改造镇级卫生院项目资
金，彻底扭转了偏远乡镇民生
事业落后的局面。

实施困难群众安居工程，
32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危房
全部拆除，在榆园、良寺、马台
子等村建设了82处周转房，原
址实施危房改造78户，修缮加
固51户，其余全部落实了孝善
养老安置；健康运行扶贫项目
6 1个，建成光伏扶贫村28个，
2019年全镇扶贫收益资金164 . 4
万元，收益征缴率达100%，惠及
贫困人口3100人。

经济强了，农村美了，村民
乐了。穿行在柳林镇一个个美
丽村庄，让人赏心悦目。

下一步，柳林镇将描绘“满
眼都是花，满眼都是画，一年四
季常青，三季有花有果”的美丽
乡村画卷，让现代文明与田园
风光相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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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菏泽巨野大李楼东村，有这样一
位汉子，李军成，他是命运的弱者，但也
是生活的勇者。乡亲们谈起他，都会举起
大拇指，由衷称赞一声“这是好汉”。

一场车祸改变了人生

1999年腊月的一天，28岁的李军成结
束了一年的打工生涯，坐上了开往家乡
巨野的长途客车。在村里其他人还靠种
地过活的时候，李军成就到天津跟着老
乡干装修，一天能挣50块钱。

李军成坐的是一辆私人运营的大
巴。正值春运，这种“黑客车”总是尽量往
车里塞人。行驶到河北一处国道时，对面
突然急转过来一辆大型货车，一阵巨大
的碰撞声后，来不及惊呼，李军成便晕了
过去。

再醒来时，李军成已经躺在医院里。
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借了一屁股债，
这场车祸给他判了“无期徒刑”：脊椎严
重受损，高位截瘫，永远不能再站起来。
大巴车是司机承包的，司机当场死亡，这
意味着李军成几乎没有任何赔偿。

意外不仅压垮了这个普通的菏泽巨
野农村家庭，也压垮了这个曾经高大强
壮的男人。李军成一度产生过轻生念头。

上有老，下有小，男人，就要成为顶
梁柱。为了还债，媳妇去村里大集上给别
人织毛衣。不能站起来工作，李军成就开
始操持家务。因为下肢没有任何知觉，李
军成就靠着上肢力量，一点点挪动身体，
照顾女儿，给外出干活的妻子做饭。

因为手术后遗症，李军成需要长期
打针吃药。经常是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
就都交到了医院里。考虑到李军成的情
况，村里为他申报了贫困户，每个月有低
保补贴，看病费用也基本能报销，李军成
一家终于从因病致贫的困境中走出。

不认命，开起农资小店

“我寻思着，还是得自己干点事。”不
甘心，不认命，李军成思来想去，决定开
家农资店，卖农药化肥等。想法很好，实
施却难。开店需要简单的装修，没有钱；
购买农资等，没有钱；卖农资需要技术，
也不会。

作为重点扶贫对象，李军成的想法
得到了村里和镇上的支持，经过协调，镇
上的大农资超市免费赊账给李军成，村
里还帮他改造家里的一间房子，利用沿
街优势改造成门头房。

李军成不懂技术，就从最基本的开
始学，靠着政策托底和自强不息，李军成
的小农资店越来越红火，他自己也变成
了村里有名的土专家。

7月正是玉米等农田作物施肥的季
节。李军成的小农资店是村里最忙碌的
地方，肥料配比、农药稀释等，经过李军
成的推荐，村民才敢往地里用。

李军成还加了不少农资群，遇到不
懂的农业问题，都会通过微信找专家、同
行问问。“现在的政策好啊，要不是有这
么好的扶贫政策，我们家早就败了。”李
军成说，自家种地收入能有2万，农资店
一年收入1万，看病吃药基本都能报销，
自己还买了一辆电动轮椅，实现了“行动
自由”。“闺女结婚，嫁到了济南，刚生了
小外孙，我媳妇去伺候月子了。”李军成

的眼圈红了，“现在
的日子真是想都不
敢想，开这个农资
店，不在于挣多少
钱，而在于证明自己
还有用。人活着，总
要有点奔头。”

开农资店当起土专家

高位截瘫的他“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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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的村子脏乱差，改造后的柳林镇榆园村，家家住上二层小楼。

从菏泽巨野县下了高速，继续向西南行驶近50分钟，才能到达
巨野县柳林镇。正是绿树荫浓夏日长的时节，柳林镇碧绿连天，一幅
乡村美好生活的现实画卷。近日，记者深入柳林镇，从乡村生活的蜕
变中，找寻柳林镇小康路上的幸福密码。

村民在泓基尔运作业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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