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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咚咚咚……”天刚蒙蒙亮，家住

交口县桃红坡镇西交子村的宋秀芝便被一阵

急促的敲门声从睡梦中惊醒。“谁？”“我，双

狗，快起床，我来收平菇了。”门外应声的人大

声叫唤道。自从到了蘑菇采摘旺季，许多和

宋秀芝一样的菇农，每天早早的都会被同样

的声音叫醒。这个“扰民者”便是西交子村出

了名的“懒汉”——韩双狗。

以前，他曾是众人眼中的“懒汉”

西交子村位于交口县北部山区，总人口

298 户 872 人 的 村 子 耕 地 面 积 却 只 有 1121
亩。境内地广人稀，资源匮乏，受高寒气候

影响，农业产业匮乏，农田广种薄收，群众生

活困难，集体经济发展滞后，全村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 136 户 344 人，是全县 46 个整体贫

困村之一。农闲时节，三个一群、五个一伙

围坐一起打扑克、搓麻将、唠闲嗑……成为

村民以往平日生活的真实写照。不愿外出

打工的村民，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本来不怎

么宽裕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拮据，人情礼跟

不上，学费交不起，“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

政府送小康”的“懒汉”思想成了村民脱贫路

上的绊脚石。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进一步

推进，西交子村从 2016 年开始发展房前屋后

种香菇的模式，启动了第一批 25 户贫困户种

植香菇示范户，建成出菇大棚 29 个，种植香

菇 19 万棒。尽管如此，许多村民还只是观

望，不敢尝试。

今年 53 岁的韩双狗，早年父母双亡且单

身，加之身患银屑病常常被人疏远，为此产生

的自卑感愈加使本就好吃懒做的他自暴自

弃，常年游手好闲，生活一直靠政府接济、邻

里帮扶勉强度日。

“老韩过去给我找的麻烦太多了，没事

干就找我要钱，没有这个了，没有那个了，给

了钱不到三天就又来了。让他打工吧，也是

三 天 打 鱼 两 天 晒 网 ，只 要 一 拿 到 钱 就 不 干

了，没有一点上进心。”说起过去的韩双狗，

西交子村支部书记王正义摇头叹气。韩双

狗的懒惰，不但让村干部没有办法，而且只

要提起他，村里人没有不摇头的，甚至见了

他都要躲着走。“种地吧，种的几分地也种不

成，懒的就啥也不干”“50 多岁，整天无所事

事。一到饭点，就东家西家的舀饭吃”“懒的

不挣钱，还到处赊账、赖账，时间久了也就没

人愿意卖东西给他了”……整个村子里，田

间地头都流传着他“敞亮”的名号，韩双狗是

个“懒汉”的声名越播越远，而“穷根”也越植

越深。

由于没有正事可干，韩双狗的生活异常

困难，因而他也就成了政府关注的对象，按程

序被识别为“发展动力不足、意愿不强”的贫

困户。村里的面貌一天天在改变，村民都走

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而韩双狗的情况让村

干部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帮助他改变

贫 穷 落 后 的 面 貌 ，更 重 要 的 是 治 愈 他 的 懒

病。镇村帮扶干部三天两头的就往韩双狗家

中跑，坐一起聊天，并从生活上经常接济他，

这让韩双狗终于从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为了

让其真切体会到蘑菇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

村干部便先让他在村里成立的惠泽民种植专

业合作社务工。当每每亲眼目睹同村香菇种

植户售菇增收，第一次坚持务工 26 天的韩双

狗“眼红”了，在拿到合作社发放的 2600 元工

资后，他又一次找到了村委干部。“我想要一

个属于自己的菇棚，我要自己打理，我也要自

己采菇卖钱。”当他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村

干部后，村委办公室瞬间沸腾了，大家用惊讶

的眼神扫视着眼前的这位“懒汉”，脸上流露

出难以掩饰的喜悦，“好好好，你需要，我们就

支持，全力支持！”

在村支书王正义和第一书记张海峰的帮

助下，2017年 6月的一天，韩双狗房前一个占

地 60 平米的菇棚平地而起。建棚初始，王正

义还是不免有些顾虑，“万一建好棚以后，放

进棒子，他不好好去管理，也是等于咱的帮扶

是失败的。”

然而让大家想不到的是，自从村干部给

他盖起了大棚并手把手教他如何种植和培育

平菇的各项技术后，韩双狗一改往日的生活

习惯，每天除了做饭吃饭，几乎整天都呆在家

里，认真细致地打理着他的一棚蘑菇，不是为

准备出菇的菌棒解口洒水，就是观察大棚温

度湿度，毫不含糊，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每

弄一件事情一定要弄成，弄不成人家就会看

笑话的，以后就啥也弄不成了。”韩双狗底气

十足，他要干出一番“事业”给全村人看。

如今，他成了劳动致富的“神话”

就这样在村干部的帮扶下，韩双狗还真

不负众望，不但蘑菇长势好，而且还卖的不

错，有了长足发展的致富产业，韩双狗再也不

是一毛钱都挣不到的懒汉了，每天都有菇采，

有 钱 挣 ，而 且 乡 亲 们 也 开 始 对 他 刮 目 相 看

了。“他可是勤快了，半夜十二点还在棚子里，

早上四五点就开始采摘蘑菇”，“变了，变了，

是变了，还有收入了”……如今村民都这样评

价着韩双狗。重拾信心的韩双狗在村里又重

新抬起了头，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贫致

富，把自己的菇棚真正变成一个旱涝保收的

“小银行”。

当韩双狗拿着靠自己的双手赚来的“第

一桶金”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第一次采

菇，采下来我卖了一百元钱，我通过自己的

劳动赚到了属于自己的钱，得到了享受，真

高兴”。2017 年，在韩双狗的精心打理下，他

所拥有的平菇大棚为其创利增收了 3000 多

元。

2018 年村干部又投资 3000 元在韩双狗

家房前建了一个 800棒的香菇棚，通过产业使

其增收了 5000 元。尝到甜头的韩双狗，生活

也因此开始变得有了规律，在出菇的 5月初到

10 月底每日清晨都会在五点起床开始采菇，

然后把新鲜的平菇运送到县城，涮锅店、小吃

店、沾串店……都会看到他送货的身影。日

子久了，由于他的平菇价低新鲜，商户间口口

相传，销路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宽，他自己的平

菇开始供不应求。头脑灵活的他，开始在本

村，甚至外村当起了平菇“收购商”，干起了

“倒卖”平菇的营生，既充足了自己的货源，又

省去了其他平菇种植户自己卖货的麻烦。于

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场景。

为了提高送货效率，他将自己的摩托置

物架进行了改装，改装后的置物架由原来可

以放两筐平菇增加到了可以放八筐。每每送

货回家后，他总会把自己的每一笔钱细细清

点，然后悄悄藏起来，因为他有一个计划，来

年要换一辆三轮摩托，这样可以送更多的货，

赚更多的钱。

如今，在西交子村再提起韩双狗，没有一

个不点赞！细数过去一年的收入，韩双狗满

面春光，琢磨未来，他也是志得意满：“我明年

还要建一个蔬菜大棚，种上些生菜、油菜，给

商户送平菇时捎带的送点新鲜蔬菜，多挣点

钱，娶个老婆，这样我的日子就会过得更好！”

西交子村“懒汉”不懒的变化，是该村脱

贫攻坚的生动实践。在“智志双扶”的催化

推动下，西交子村“韩双狗”们争相由“懒汉”

向“勤快人”蜕变，他们懂得了憧憬，拥有了

勇于创造美好生活的自信和志气，他们正坚

定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迈上自己参与奋斗的

致富路。

“回老家扶贫，既能为乡亲们做一些好

事，又能更好地回报养育自己多年的家乡，

真好！”对选拔为第一书记的辛海明来说，

是欣喜的，也是踌躇满志的。当时他觉得，

一方面到家乡马头山村扶贫，山熟水熟人

更熟，可以更好地展开各项工作；另一方面

有单位及家人的大力支持，做坚强后盾，把

家乡的扶贫工作搞上去，让村民早日脱贫，

应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到了实际工作中，

绝非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贫困村要脱贫，发展产业是关键。村

里没有支柱产业，是很难从根本上脱贫

的。尽管说村民们每年勤苦劳作，也积极

响应县里提出的“东部核桃西部枣”的发展

规划，把二万亩核桃林精耕细作，但每年只

是收下去了皮或者就地连皮卖了，从不筛

选、保管、包装与外卖，根本卖不上好价

钱。辛海明自从当了第一书记的那天起，

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决定从核桃深加工

入手，给家乡打造一个支柱产业。

为了跑这需要 90 多万元的核桃加工

厂，他费了不少辛劳。他先是跑项目、筹资

金，拉关系论情义，去单位进领导家，终于

得到了扶贫办、乡镇领导和单位的支持；接

着说服了他伯伯，把加工厂选在了伯伯家

的院子里。还走村串户、三大娘二婶婶说

了不少好话，动员了五十多户村民成立了

“龙核兴核桃加工合作社”，确定了走“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道路。为了尽快

把核桃加工的设备买回来，他亲自和主任

一块去了河南、山东等地，看设备的功能、

价格的高低，实地到厂家操作，问寻设备的

优缺点及售后服务等情况。他们坐普快列

车、住廉价旅馆、吃便宜饭食，终于把几台笨重的机器买了回

来。为了培养村民的核桃加工技术，他又亲自带领 27名村民外

出培训学习，和村民一起学习加工技术，长达半个多月。为了

使村集体经济在 2017年年底破零，他马不停蹄，一股作气，不仅

亲自操作，还请来了技术员讲解，想方设法，加班加点，终于在

2017年 11月初，厂房里传出了隆隆的机器声……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争取资金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把国

家的扶贫政策用实用足，不等不靠，不拖不拉。2018 年新修田

间路 30多公里，把四条主要田间路从山上修到了村里，极大地

方便了村民耕种收割；给三个自然村更换了 50多盏路灯，把马

头山到乡镇的公路进行了拓宽；给村子里的养殖户，都无偿配

备了粉碎机和粉料机；亲自给村民联系化肥和种子……

辛海明是个认真的人，执行政策规定、纪律制度从不马

虎。他严格实行上级要求的五天四晚的住村时间，周一一走，

直要到周五才回家。虽说扶贫村离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他却从不脱离岗位；吃喝也从不讲究，有时去老母亲家吃，有时

去亲戚家吃，有时自己买方便面充饥；住的地方是一个四面不

靠的三层楼，冬日冷冻，夏天虫咬……

他还是一个不计得失、舍小家为大家的人。单位给第一书

记补助的车油钱是根本不够的，他得自已贴；单位给的 5000元

活动经费也远远不足，仅今年“七一”时给老党员买“党在我心

中”T恤就花了 3700元；岳父上太原因病治疗了好久，他只送过

一次，妻子很是不满；儿子明年要高考了，他却没有时间照顾

……

他是诚实的、勤劳的、也是平凡的。他像一台高速运转的

机车，用自己满腔热枕为家乡的建设、乡亲的脱贫默默奉献着，

努力着。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通讯员
武添鑫） 去年以来，山西瑞驰景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

贫、产业脱贫的政策，充分发挥企业

的带动作用，积极实施扶贫项目，有

效带动了参与贫困户的脱贫致富。

作为山西省最大的保鲜蔬菜出口

备案基地，山西瑞驰景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积极响应精准扶贫、产业脱贫

的政策，结合自身的发展组织成立瑞

驰景田和全顺佳两个扶贫合作社，并

以“企业+金融+合作社+贫困户"的利

益联结模式，成功带动合作社 98户贫

困户实现稳定脱贫。公司还通过合同

契约，确定种苗价格和产品收购保护

价或优惠价格，并无偿提供种植过程

中的农业技术指导、咨询及培训等服

务，在技术层面保证贫困户的种植项

目收益，用产业发展助推了脱贫攻

坚。 同时，公司还引进了新的种植品

种和生产技术，保证了贫困户的更多

就业机会，也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

据了解，目前全顺佳合作社和瑞

驰景田合作社贫困户已通过合作社得

到保底分红 335680元，在推动企业不

断 发 展 的 同 时 帮 助 贫 困 户 实 现 了

“鼓”起腰包来的愿望。

山西瑞驰景田精准扶贫项目“鼓”起贫困户腰包

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通讯员
杜凤英） 近日，兴县举行了 2017 年度

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分房大

会，17 个乡镇 936 户 3708 人建档立卡

贫困户分房到户，即将入住城区柳叶

沟一期安置点、南通村安置点，圆群众

安居乐业之梦。

据悉，此次分房大会特邀吕梁公

证处两位公证人员全程参与，确保公

平公正。兴县纪检组、司法局、住建

局、扶贫办、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山西五建、各乡镇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和乡镇监督员参加抽签分配大会。历

经一上午的时间，全县 17 个乡镇委派

人圆满完成抽签。各乡镇将在一个星

期内，完成全乡分房抽签仪式。

此次分房共分配 963套，涉及兴县

17个乡镇 936户 3708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其中柳叶沟一期安置点两人户型

54 套，每套 50 平方米；三人户型 288
套，每套 67 平方米；四人户型 272 套，

每套 87 平方米；五人及五人以上 96
套，每套 105平方米。南通安置点安置

五人户型共 96 套，其中 95.77 平方米

72 套；100.38 平方米 24 套。2018 年柳

叶沟二期安置点安置四人户型 58 套，

每套 87 平方米；五人户型 72 套，每套

105平方米。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四场硬

仗”之一，是事关贫困群众切身利益的

民生工程。兴县柳叶沟、南通村集中安

置点是搬迁建设规模最大的易地搬迁

安置点，占地面积大，小区环境优美，配

套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现已竣工交付，

通过县、乡两级层面抽签分配，群众将

在一个月之内便可入住新房。

兴县 936户易地搬迁分房到户

本报讯“非常感谢咱

们邮政公司为我们这些农

村电商开通的全国线上线

下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许

多农产品走出吕梁走向全

国，邮政品牌不愧为大品

牌，值得信赖！”2018 年 11
月 7 日，在吕梁邮政“服务

农产品企业座谈会”上，石

楼县妈咪红食品加工销售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军激

动地说。

近年来，精准扶贫工

作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

焦点，吕梁市邮政公司充

分利用邮政点多面广，集

信息流、资金流、快递物流

于一体的优势，大力发展

农村电商，助力精准扶贫，

逐步探索出“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工业品下乡与农

产品返城相结合、农村电

商与邮政业务相结合、农

村 电 商 与 精 准 扶 贫 相 结

合”的农村电商发展新路

子，为全市 76 户农村电商

提供了“平台+寄递”服务，

有效推动了农产品返城，

让农村百姓和贫困群众真

正享受到邮政农村电子商

务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2018年 10月 17日，中

阳县下枣林村村委大院内

异常热闹。“晋邮乡情”线

上销售核桃启动仪式这这

里正式启动，现场向老百

姓 发 放 核 桃 款 11.65 万

元，领到核桃款的村民高

兴地合不拢嘴，“今年，邮

政让我们的核桃又卖了个

好价钱！”通过晋邮乡情、

邮乐吕梁馆线上平台广泛

推广，到目前为止，平台已

经下单并发货 1600 件，另

外 800件正在打包过程中，

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

为了做好精准扶贫工

作，吕梁邮政积极探索建成

了线下“邮乐购”站点 1405
个，覆盖全市乡镇及 43％
的行政村，累计建成农村金

融服务站 638处，为深处山

村的老百姓提供了日常存

取款金融服务。同时成功

启动了代开国税、地税税票

业务，代收税种不断增加、

手续更加规范便捷，规模达

到了全省 70％。邮乐购站

点还叠加了代揽代投包裹、

代收电费、代收通信费代办

车险等便民功能，各项业务

都初具规模。努力向购物

不出村、生活不出村、销售

不出村、金融不出村、创业

不出村迈进。

为了更进一步符合吕

梁实际情况，吕梁邮政成

功搭载全国知名电商平台

“ 邮 乐 网 ”建 成 线 上 平 台

“吕梁馆”。先后与近百余

家全市知名农产品生产企

业或农户，进行了合作治

谈，目前已上线销售 50 多

款具有吕梁特色和代表性

的农副产品。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完善和丰富邮政服务电商

产业发展的功能，畅通工

业品下乡、农产品返程的

双向通道，在发展电商市

场、助力精准扶贫等方面

做出更大的成绩。”吕梁邮

政分公司总经理王勇兵表

示。 （刘子璇）

吕梁邮政公司

倾情服务电商企业交口县西交子村：“懒汉”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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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楼县裴沟乡郭家河村新加坡自然村去年改种了 110 多亩有机蜜本南瓜，村民在卖鲜南瓜的同时，加工南

瓜丝，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图为村民温三茂的老伴正在晾晒南瓜丝。

李小明 摄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

方山县北武当镇新民村了

解到，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得益于党的精准扶贫

惠民好政策和各级党委政

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和帮助，贫困群众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日子一

天天好起来。

新民村地处山区，自

然条件差，根据方山县委、

县政府安排部署，吕梁学

院扶贫工作队进驻新民村

开展精准扶贫，想办法、打

路子，积极争取项目，筹集

资金，绿化硬化了村内道

路，为村里安装了太阳能

路灯，健身器材、新建了支

部村委办公楼和舞台，发

展了无公害绿色蔬菜和大

棚蔬菜，建成了蔬菜交易

市场，积极与相关企业对

接，帮助村民外出务工，组

织村里闲散劳力，进山采

集山桃山杏木耳蘑菇和中

药材，利用骨脊山资源，

大力发展养牛业，实现了

户均一头牛。一系列的帮

扶措施的实施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工作成效，使新民

村 2017 年 实 现 了 整 村 脱

贫，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亲

切赞扬。

虽然完成了整村脱贫

任务，但扶贫单位及驻村

工作队员和驻村第一书记

一刻也没有放松扶贫攻坚

工作，扶贫工作让他们与

新民村建立了一份特殊的

情感，村里的父老乡亲成

为他们内心放不下的一份

牵挂，他们的新目标是：脱

贫不脱情，牵手奔小康。

（徐龙）

方山县新民村

情洒脱贫路 牵手奔小康

本报讯 为如期实现

脱贫摘帽目标，方山县北

武 当 镇 吹 响 脱 贫 攻 坚 号

角，积极调动党员干部群

众内生动力，万众一心，在

全镇范围内开展脱贫攻坚

“百日大会战”，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役。

紧抓工作落实，激发

“两股动力”。压实责任，

激发干部攻坚动力。把工

作任务分解到每位干部身

上，明确责任和工作时限，

形成每个干部有任务，每

户贫困户有人帮的扶贫格

局；创新方式，激发群众的

内生动力，开发镇护林员、

保洁员等扶贫劳动岗位，

让贫困户参入劳动，完善

村规民约，建立正向激励

和反向惩戒机制，鼓励和

支持群众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

紧盯重点任务，建立

“三个机制”。围绕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

工作，建立三个机制。所

有重点工作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实行清单式部署，

销号式落实，确保工作落

地见效。成立督查组对工

作进行不定期检查督查，

既查工作作风，又查业务

工作，倒逼干部切实转变

工 作 作 风 ，提 升 帮 扶 实

效。 （徐龙）

方山县北武当镇

激发党员干部脱贫攻坚动力

临县白文镇 34MWp光伏扶贫项目如期完工，2018年

11月 30日并网发电。图为项目一角。 李小明 摄

脱贫故事脱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