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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专刊

讲述人：刘香平 （石楼县灵泉镇板桥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

记录人：本报记者 穆佳妮

我叫刘香平，今年 54岁，是石楼县灵泉

镇板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年我不幸患

上了肾病综合症，从此不能下地干活，也不

能外出打工，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困难。多亏

了党和政府，让我吃上了低保，另外前年坡

改田和土地托管后，我不用下地也能挣钱，

生活再也不用发愁了。

我们村地不少，以前都是坡地，不能保

墒，收成好的年份种玉米一亩地下来也就收

入五六百块。我家 30亩地，一年下来挣不了

多少钱。前年，我们村实施旱作农业，我家

20 亩坡地被改造成了梯田地，没有花一分

钱。去年村里实施旱作农业渗水地膜谷子穴

播技术，我家 20亩地全种了谷子，一亩地下

来收了 600 斤谷子，比传统种植产量高出一

倍。去年我家种谷子收入 28000块。

旱作农业实施后，全是机械耕种，机械

收割。锄地也轻省多了，渗水地膜技术种植

谷子不需要间苗，一天能锄五六亩，以前一

亩要锄三天。由于我身体有病，不能干重体

力活，对我来说，现在是不能下地也能保证

收入两三万，以前种地哪有这样的收入，想

都不敢想。

今年，我家机播旱作农业田达到 30 亩，

种了谷子、玉米、高粱。虽然今年开始合作

社给我耕田、收割要收一些费用，但我很乐

意，采用托管种地以后，一亩地估计我需要

投入一两百块，30亩下来五六千块，不会影

响到我的收入。现在农业机械化解放了我们

的双手，当农民变得很轻松。我们村在外打

工的把田地全部托管给合作社，不下地也照

样有收入，收入还不少，既打了工，又没荒

了田，两份收入。

我们村到现在坡改田共 5000多亩，像我

这样的人家还有好多，最少的十几亩，最多

的五六十亩，前几年我们村人均纯收入 2000
多元，现在超过 5000元。现在全村人是越来

越有干劲，越来越有奔头。

讲述人：梁对军（石楼县灵泉镇薛家垣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

记录人：本报记者 刘子璇

这几年，通过养牛，我成功脱了贫，过上了

乡亲们眼中的“牛日子”。我想和乡亲们说，这

都托了国家的好政策和村“两委”及驻村干部的

帮扶指点，才有了养牛场今天这么大的规模。

我叫梁对军，是石楼县灵泉镇薛家垣村

人，今年 41岁。几年前，我在天津做过服装生

意，日子还勉强能对付过去。后来，我在打工

期间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患有肾

病综合症。

有了病就得治，一年时间光治病我欠下了

30 多 万 元 的 外 债 ，而 且 每 年 吃 药 还 得 花 费

7000 多元。钱花了，人的精神也垮了。那几

年，我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这么多的外

债，自己又无一技之长，还不能干重活，以后这

日子该咋过啊？

国家实施精准脱贫政策后，我的好日子就

来了。在我们村驻村帮扶的汾阳医院干部看

见我生活困难，就支持了我两万元启动资金，

动员我通过发展养殖业来增加收入。于是，

2015 年，我靠这笔帮扶资金和亲戚朋友的资

助，买进了第一批西门达尔牛，一共 6头。

帮扶干部真是贫困户的贴心人呀，他们看

见我没有养牛经验，就带我学习养牛技术，他们

如果在别的地方发现了养牛新技术，也会第一

时间告诉我，让我学习。要是我在养牛过程中

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帮

我解决。现在我牛棚里的牛已经发展到了 17
头。去年，我卖出了3头公牛，收入了5万多元。

手里有了收入，我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

从最初的单纯养牛发展为现在牛、羊、鸡同时

养。今年正月，我还将牛棚外墙翻新为砖墙，

准备增加牛的存栏数量，扩大规模。

我虽然脱了贫，但我们的第一书记和帮扶

队员还会时不时过来了解情况，提供帮助。前段

时间，我们县里的干部过来看我，告诉我今年西

卫村的光伏电站种了一种美国牧草，我这边的牛、

羊肯定爱吃，到时他们免费提供牛饲料，帮我节省

开支，这可真是把我高兴坏了，我们的干部为我

们这些村民脱贫致富实在是费了太多心思了。

有了这些牛，我在村里人面前腰也比以前

挺得直了，而且致富的动力也更大了。为了方

便运输饲料，我还买了一辆三轮车、一辆工具

车。随着养牛规模的壮大，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也能买得起小轿车，过上小康生活。

现在，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村里待着照顾

牛、羊，没时间去管县城租房的老婆和孩子。

我告诉自己，政策扶，自己站，再苦再累都不能

放弃，我要给我的家人一个交代，也要给尽心

尽力帮助我们的村干部和帮扶队一个交代，一

定要加倍努力，让日子越过越好。

讲述人：原秀平（交口县石口乡山神峪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涛

我叫原秀平，今年 44岁，是交口县石口乡

山神峪村村民。我村是交口县第一个规模化

发展香菇产业的村子，现在村里家家户户房前

屋后都是香菇棚，村民们靠着种植香菇全部脱

贫，我们村成了交口县远近闻名的“香菇第一

村”。这几年，我也靠着种植香菇，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还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我们村种植香菇，最早开始于 2014 年。

当年，我们村充分利用夏季清凉，昼夜温差较

大这一独特的气候资源，抢抓县委、政府大力

发展食用菌产业政策机遇，鼓励村民大胆试种

香菇。当时，包括我在内的 5户村民一共试种

了 1 万棒香菇，我种了 2000 棒。那会儿，由于

技术掌握的还不到位，品种选择的也不好，香

菇只出了一茬，但这仍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我终于看到自己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经过

参加县委、县政府组织的在山西农大等地的技

术培训和外出参观学习，我对香菇种植技术也

基本掌握了。在随后的两年里，我的香菇种植

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也越来越好。2016年，香

菇种植在我们村遍地开花，村民们发挥“房前

屋后”香菇种植便于管理、节省成本、节约土地

的优势，开始了“一户一棚菇”发展模式，全村

香菇种植达 56万棒。当年我们村就率先实现

了整村脱贫，我也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香菇真是个好产业，100来平方米的一个

棚一年就能纯收入 1 万多，比种地强多了。

我 一 共 有 四 个 菇 棚 ， 香 菇 种 植 规 模 3 万 来

棒。去年我单靠种植香菇一共收入了 6 万多

元。今年我种了 23000 棒香菇，还有一个养

菌棚利用空闲时间发展了 1万棒平菇。4月 20
号左右，我今年的第一茬香菇刚刚出售，我

在家门口就卖了两万多元。老百姓搞种植、

养殖，最发愁的就是销售，现在我们的香菇

根本不愁卖，每天都有福建、浙江、陕西、

江苏等地的客商来村里收购，有时他们收购

商之间还要互相竞价，争着抢着提价收购。

政府为了帮助我们扩大种植规模，减轻生产

成本，不但在菌棒、菌棚上给补贴，还为我

们建设冷库每平方米补贴 500 元。我家 30 平

方米的冷库，政府就给补助了 15000 元，我

自己掏了不到 2万元。

现在我们的山神峪村不见一个闲人、懒

人，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场景。全村发展食用

菌种养合作社达到 15个，香菇规模达到 150万

棒，全村 85%的村民直接或间接从事香菇产

业。我们村的村民们都靠香菇脱贫致富了！ 图为原秀平在菌棚内忙碌图为原秀平在菌棚内忙碌。。王涛王涛 摄摄

图为刘香平正在玉米地里干活图为刘香平正在玉米地里干活。。 穆佳妮 摄穆佳妮 摄

图为梁对军正在喂牛吃草料图为梁对军正在喂牛吃草料。。刘子璇刘子璇 摄摄

梁对军梁对军：：养牛过上了养牛过上了““牛牛””日子日子

兴县康宁镇刘家庄村的兴县康宁镇刘家庄村的贫困户正在抢抓农时种植贫困户正在抢抓农时种植““扶贫辣椒扶贫辣椒”。”。刘亮亮刘亮亮 摄摄

原秀平原秀平：：种香菇脱贫又致富种香菇脱贫又致富

刘香平刘香平：：旱作农业让生活有了奔头旱作农业让生活有了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