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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常翻莲（离石区吴城镇上罗堡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

记录人：本报记者 冯海砚 通讯员 刘广尧

咱不能只想着靠党和政府，自己也要有一

股劲儿，这样以后的日子才会越过越有奔头。

我叫常翻莲，是离石区吴城镇上罗堡村村

民，1958年出生。现在，我和丈夫也都吃上了养

老金，种了几亩地，空闲时逗逗狗养养猫，院子

里还喂养了一些鸡，这日子过得不比城里人差！

你别看我现在过得这么自在，在 2016年以

前，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风湿关节炎折磨

了我 17年，经常是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突然疼得

不行了，要等好一会才能缓过来。疼起来的时

候整个膝盖都是红的、肿的。起初是脚踝疼，慢

慢转移到了膝盖上。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

的膝盖上的软骨没了，走路时候就剩骨头在那

摩擦，所以才会钻心地疼。再一打听，需要做手

术，花销下来需要大几万元。那时候我就想，赶

紧回去吧，再疼了吃点止疼药，忍一忍也就算

了。咱农村人干了一辈子的活，再苦再累都熬

过来了，什么看不开？也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

就再没想着去医院。

病就这么一直拖着，疼了自己忍着。前些

年，村里来了扶贫干部，他们得空就来到我家，

给我们讲一些扶贫政策，其中也包括一些住院

看病方面的政策。

有一次膝盖疼得厉害，女儿把我接到城里

医院做检查。当时主治医生说，最好赶紧做手

术。但是手术费用需要 6万多元，我一想，我都

60 岁的人了，也挣不了钱了，哪能掏得起这个

钱。村里来的第一书记吴玉斌找到我，了解情

况后，他给我讲了许多国家出台的健康扶贫政

策，他让我安心住院，其他的事情他和驻村工作

队想办法。再后来吴书记和村里的干部四处走

动，给我办了慢性病证。我终于可以做手术了，

那次的手术费用基本上都报销了，吴书记就连

我出院的事情都安排的妥妥地。说实话，我从

心底里感谢我们的第一书记，感谢咱的党和政

府，是他们把我从病痛里解救出来。

更让我感动的是，政府的扶贫政策不光给了

我健康，还让我和老伴彻底从贫困中走了出来。

村里给我们每个贫困户建了档案，上面标

明了家庭详细情况和致贫的具体原因。我家的

情况是缺技术，还有就是我的慢性病。为了让

村里的贫困户摘掉“穷帽子”,村里发展起了养

牛项目，而且把牛托管给了贫困户。现在，我们

家的“托管牛”已经从三头牛增加到九头了。家

里还有点地，随便种点东西也够我们三口吃上

一年了。丈夫以前是村里的老干部，村里每年

会给一定的生活补贴，这些年，他还做起了村里

的保洁员，又有了一项收入。再加上村里每年

光伏项目的分红和退耕还林的钱，我们一家子

的生活彻底有保障了，后顾之忧也全都解决了。

也不怕你们笑话我这个老婆子，病治好以

后，我这精神头也好了许多，每天在院子里倒腾

倒腾那花花草草，把院子里里外外砌整了一遍，

就想着如何让生活过得更舒坦一点。我相信咱

跟着共产党走，今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讲述人：杨林珍（岚县河口乡河口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

记录人：实习记者 王卫斌

我是岚县河口乡河口村的杨林珍，是地地

道道的农民。全家人多年来就靠着我种的几亩

薄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2013 年一场不幸让我

胳膊严重受伤，住院治疗花费了巨额医疗费，家

里债台高筑，家庭雪上加霜，2014年我家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幸运的是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给我雪中送炭，让我搭上了科技种植脱毒马

铃薯的顺风车。我依靠科技精耕细作了 20 多

亩马铃薯，2015 年仅马铃薯一项我就收入 3 万

余元，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 4000 余元，当年就

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马铃薯俗名土豆、山药蛋，是我们这里世世

代代种植的主要作物，也是我们常年家常便饭

中食用的主要食物。我们河口村地处岚县边远

高寒山区，具有独特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适

合马铃薯生长。但长期以来，受落后的传统耕

作方式制约，马铃薯产量不高，质量不优，靠马

铃薯产业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带动作用并不

强，导致农民脱贫增收只是纸上谈兵。

以前，我依靠自己承包的几亩薄田和勤劳

节俭还能勉强过日子，2013年一场飞来横祸让

我的胳膊严重受伤，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打乱

了我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治疗恢复花费了巨额

医疗费用，欠下了一屁股的外债。我在经历身

体伤痛的同时，物质和精神上也遭受到了巨大

的伤害。2014年，我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赶上了党和政府的

好政策。2014年，岚县县委县政府把河口乡列

为种薯繁育基地、商品薯生产基地、有机薯高产

基地、绿色薯示范基地后，从籽种、化肥、农药、

地膜、农机、技术等全方位向项目实施的贫困户

倾斜。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让我重新燃起

了脱贫的希望。伤情稍有好转后，我紧紧抓住

机遇，响应政府号召，积极争取项目，引进优质

土豆品种，起垄栽培，机械作业，配方施肥，节水

灌溉，科学防控，规范管理，当年土豆亩产就达

到了 4000多斤。

初出茅庐就尝到科学种植的甜头后，我想

如果扩大种植规模，就会有更大的收获。2015
年，我通过租赁承包了外出打工农民闲置的 20
多亩土地种上了优质马铃薯，经过标准化作业，

规范化操作，适时销售，当年仅马铃薯一项就收

入 3万余元，人均纯收入达到 4000余元。当年，

我依靠种植马铃薯摘掉了套在头上的穷帽子。

2016 年 ，我 家 种 植 马 铃 薯 30 多 亩 ，亩 产 达 到

5000斤左右，种植红芸豆 10亩。马铃薯当时市

场 价 每 斤 0.60 元 ，30 亩 马 铃 薯 收 入 了 9 万 余

元。加上我收购外销马铃薯、红芸豆等收入 3
万余元，总收入达到 12万余元。去掉生产性成

本支出 4万余元外，当年纯收入达到 8万余元。

有了科学种植后，我们河口村的马铃薯连

年丰产，又出现了滞销，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产

效益。我经过多方联系，终于联系到了一家孝

义市的批发市场，把村民滞销的马铃薯拉往孝

义菜市场销售，帮助村民打开了销售市场。近

几年，我帮助村民外销马铃薯 400多吨，我和村

民们依靠土豆种植增加了收入，受到群众的称

赞。

为了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2018年，我

在主抓马铃薯产业的同时，吸收 15户贫困户入

股，注册成立了“岚县河口乡万家鲜油料专业合

作社”，投资 9 万元盖起了厂房、购买了榨油设

施设备。合作社建立了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

优先收购贫困户油料，优先吸纳贫困户劳力就

业，加快贫困群众脱贫步伐。

讲述人：杨步意（兴县蔚汾镇河儿上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

记录人：本报记者 阮兴时

如今，我们老两口住进了亮堂堂的新房子，种

上了自己的海棠果园，加入了村里的合作总社，不

仅每个月务工有收入，每年年底还有分红。这日子

别提有多舒坦了，正所谓兜里有钱腰杆直。

我叫杨步意，今年 62岁，是兴县蔚汾镇河儿

上村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本本分分的经营着

自家几十亩田地。前些年，眼看着村里的部分

能人都盖起了二层楼，买了小轿车，可再瞅瞅咱

自己，住在三十年前建的窑洞里，除了会种那几

亩地，啥都不会，还带上了贫困户的帽子，不由

得心里泛起了酸。

在村里活了一辈子，咱也是出了名的勤劳

人，老也老了，怎么能让人说咱是等着政府接济

过活。听说政府针对贫困户的实际，为贫困户

量身定制脱贫计划，我便主动联系了村里的扶

贫工作队帮我出个致富的好主意。在包村干部

们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很快拿定了致富的路子：

在自家田地里种植了 30棵海棠树。

要想果树长得好，科学种植是关键。于是

我主动向村里的第一书记丁志军请教。在丁书

记的帮助下，我通过网上远程教育学习别的地

方农民种植海棠树的经验。虽然上了年纪，但

我的学习劲头丝毫不比年轻人差，通过参加培

训，我将 30株海棠树打理的枝繁叶茂，成为了海

棠树管理的“一把好手”。等到果树挂果那一

年，一下就卖了一万多元，这下把我和老伴儿高

兴的都合不拢嘴。

俗话说，钱上跺，不想坐！我和老伴发家致

富的念头越来越强。2017 年年底，村里成立了

全县第一个经济合作总社，我与老伴一商量，第

一时间就入了股。因为啥？就因为我信政府、

信党的好政策，更相信我和老伴赶上了好时

代。加入合作社以后，我参加了合作社的中药

材种植、除草务工、环境整治、村庄绿化工程，一

年务工收入就 7000多元。合作社还流转了我家

土地 2.5亩，流转费用每亩 350元，流转三年总费

用 2625 元。每到年底，村委举行合作社分红仪

式，我又领到了崭新票子。

看到我干劲十足，老伴儿也坐不住了，积极

主动竞聘了村里的保洁员，凭借她平时爱干净

整洁的习惯，干活又利索，保洁员工作干得有声

有色，得到了村里的一致好评，也稳稳地领到了

7200元年薪。

去年，我和老伴从旧窑洞欢欢喜喜搬进了

60平方米的新房里。如今，我老汉家里有新房、

有果园，有工作，年底还有分红，你说我家这日

子是不是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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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珍杨林珍：：我搭上了致富我搭上了致富““顺风车顺风车””

杨步意杨步意：：兜里有钱腰杆直兜里有钱腰杆直

常翻莲在院子里喂鸡。 吴玉斌 摄

杨林珍使用的农业机械。 王卫斌 摄

说起如今的好日子，杨步意掩饰不住的笑容。 阮兴时 摄

临县白文镇光伏扶贫项目。 记者 刘亮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