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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万誉）“马书记，我
在这里干得挺好。一天管三顿饭，有工
资拿，离家还近，我很满意。”3 月 31 日，
在长葛市增福镇张刘寨村的一个机械
零件加工作坊里，该村的脱贫户王留记
对前来看望他的驻村第一书记马冠说。

王留记今年 67 岁，其妻子早年去
世。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因意外去世，
小女儿嫁到驻马店。王留记因身体原
因，只能干简单的活儿。早些年，他跟着
亲戚到新疆打工，2016年年底回村。

2017 年，王留记成为张刘寨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为了帮他脱贫，马冠和村

“两委”对他进行了政策上的帮扶，并对
他家的危房进行了重建。

“别看留记叔 67 岁了，他身体还很
硬朗。”马冠说，王留记在附近的夜市摊
儿打零工。2018 年 10 月，经过政策帮
扶和自身努力，王留记脱贫。

后来，王留记打零工的夜市摊儿撤
了，他就没活儿干了。“对于贫困户，我

们的原则是，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
监管，脱贫不脱责任，脱贫不脱帮扶。”
马冠说。

根据王留记的实际情况，马冠在村
里给他找了一份简单的工作。“这个机
械零件加工作坊离留记叔家只有几百
米远，并且管一日三餐。留记叔计件拿
工资。”马冠说。

2019 年 3 月，王留记便在这个加工
作坊开始工作。为了及时了解王留记
的现状，马冠经常来看望他。

与王留记一样，村里张海锋家也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 42 岁的张海锋
原本生活不错，但是在 2017 年的夏天，
他得了脑出血，出院后，有严重的后遗
症，不能干活儿挣钱。

张海锋的父母患有慢性疾病，每天
都需要吃药，干不了重活儿。张海锋还
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张海锋后来
虽然康复，但旧病复发，现在每日出行
都依靠拐杖。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

张海锋妻子的肩上。
为了帮扶张海锋家，村“两委”安排

张海锋的妻子在村里做保洁员，这样每
个月都有固定收入。另外，马冠牵头，
给张海锋的妻子在一位村民开办的建
筑机械加工作坊里找了一份计件的工
作，每个月的收入在 1000 元到 1500 元
之间。

“马书记想得太周到了，知道我家
有困难，我出不了远门，给我在家门口
找了工作。现在，我既能挣钱贴补家
用，又能照顾家，真是太感谢他了。”张
海锋的妻子说。

2019 年 10 月 ，张 海 锋 家 成 功“ 摘
帽”。“帮助贫困户脱贫，除了政策上的
帮扶外，还要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精准
扶贫。”马冠说，王留记年龄大，外出打
工不合适；张海锋的妻子，一家人都离
不开她，也不适宜外出。依靠村里的资
源，帮他们在家门口就业，这样，他们有
了稳定的收入，生活上才有保障。

本报讯（记者 王培 通讯员 古国凡
郑士广）襄城县姜庄乡后城村北部有一
大片温室塑料大棚。3 月 26 日，在其中
一个大棚内，一位中年人挥汗如雨，带领
贫困群众采摘鲜嫩的羊肚菌。

这位中年人叫张国志，是后城村委
会副主任。他对记者说：“这是村里的扶
贫项目。去年，村党支部利用扶贫资金
17 万元，先后建起 9 座羊肚菌、香菇大
棚，吸纳村里 10 户贫困群众打工、学技
术。今年村里种植的羊肚菌、香菇喜获
丰收，供不应求！”

60多岁的贫困户方秀娇把摘满的羊
肚菌筐放下，撩起衣角擦着脸上的汗说：

“村里对俺很好。去年我儿子有病去世
了，撇下 10岁的孙子。村里看俺困难，就
给俺办低保，还让俺在这里干活儿，一天
收入 60元，一个月能挣 1800元。”

记者走出大棚，穿过耕作的农田，来
到姜庄乡汪店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
科华构丽景公司与该村联合发展的新品
种 101 构树育苗基地。村民们正在大棚
里忙着插种构树育苗。一个大棚有一亩
多地，有四五个畦。农家女像绣花一样
认真，一根一根插个不停。

贫困户王栓柱兴奋地说：“不出村就
有活儿干，一天收入 60元！”

该村党支部书记刘国卿说：“这是乡
里的扶贫项目。目前，已发展育苗大棚
50 亩，建大棚 39 座。村集体每年可增加
收入 3 万元。现在，全村已种植构树 100
余亩，成为村民致富的好项目。”

辛勤播种，收获希望。村民们在花
丛中劳作，在绿油油的麦田里施肥、浇
水，到处是繁忙的景象。

姜庄乡的乡办、村办、民办企业，更
是昼夜不停地生产。位于姜庄乡汪集村
的河南迪尼奥服饰有限公司生产扶贫车
间里，留守妇女们正在赶服装订单，缝纫
机“嗒嗒”的声响不绝于耳。

该公司的老板叫于燕如，是返乡创
业 人 员 。 人 们 都 叫 她“ 金 凤 凰 ”“ 金 燕
子”。过去，她在深圳、湖南开工厂，前年
回到家乡过春节，把工厂从湖南搬到家
乡，现在深圳、家乡两头跑。

该企业年生产服装 80 余万套，主要
销往韩国、荷兰和非洲。为了减少疫情
带给企业的影响，姜庄乡组织留守妇女
复产复工，同时做好员工消毒、测量体温
工作。复工复产一周时间，该企业就创

外汇 30万元。
汪集村的党支部书记王进发说：“现

在，本村和周围村有 50 多个贫困留守妇
女在这里打工学技术，加班加点生产，月
工资平均 2600 元。”贫困户王拴紧老婆
双 目 失 明 ，孩 子 在 外 上 大 学 又 得 了 重
病。村里不但给他办了低保，还让他来

企业打工，月收入 2800 多元，大大减轻
了他的经济压力。

“目前，全乡还有 42 户 105 人未脱
贫 ，我 们 要 确 保 不 让 一 个 贫 困 群 众 掉
队。我们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姜庄乡党委书记马
广超说。

产业扶贫按下“快进键”
襄城县姜庄乡确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看着一朵朵羊肚菌，后城村委会副主任张国志（右一）和村民脸上露出了喜悦的
表情。 记者 王培 摄

长葛市增福镇张刘寨村

驻村第一书记帮贫困户在家门口找工作

3 月 24 日，游客在襄城
县湛北乡北姚村游玩。目
前，该村正在着力探索特色
生态观光农业致富路，道路
建设、水系建设、林果种植、
农家乐餐饮均按照旅游风景
区的标准统一规划。近年
来，襄城县确定了“全域旅
游、景区带村”的脱贫攻坚思
路，发展“美丽经济”，帮助群
众致富。记者 牛书培摄

发展“美丽经济”
帮助群众致富

147个“爱心驿站”
情暖户外劳动者

本报讯（记者 张铮）“这段时间
天冷，我们带的早饭都在这里用微
波炉加热后再吃，特别方便。”3 月 30
日，在市区古槐街户外劳动者“爱心
驿站”里，环卫工人李素丽对这个累
了 能 歇 脚 、渴 了 能 喝 水 、没 电 能 充
电、饭凉能加热的“爱心驿站”赞不
绝口。

户外劳动者是一个受人尊敬的
群体。他们当中不仅有为城市建设
甘洒汗水的建筑工人、让我们畅享
交通的交警、方便市民生活的快递
小哥，而且有打扫城市卫生的环卫
工人。

他们日夜奔波在大街小巷，维
持着城市的运行，哪怕是面对疫情，
也无怨无悔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默
默地服务着每一位市民。但是，户
外劳动者由于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
特殊，在就餐、饮水、临时休息等方
面面临着诸多困难和不便。

为了帮助户外劳动者解决这些
问题，让户外劳动者切身感受到工
会组织和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许
昌市总工会联合环卫、金融、医药、
通信等部门，因地制宜建起了“爱心
驿站”，配备冰箱、彩电、饮水机、微
波炉、雨伞、图书等，为户外劳动者
提 供 了 一 个 个“ 冷 可 取 暖 、热 可 纳
凉、渴可喝水、饭可加热、累可歇脚”
的地方。

为确保“爱心驿站”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许昌市各级工会按照“六有
标准”（有统一标识、有固定场所、有
完 备 设 施 、有 管 理 制 度 、有 人 员 管
理、有地图可查），不断加大“爱心驿
站”规范化建设力度。

据统计，截至目前，许昌市各级
工会共投入 160 多万元，联合社会力
量建成“爱心驿站”147 个，受到群众
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