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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天气晴朗，明媚的阳光照
射在襄城县山头店镇姚庄村 230 亩药
材种植基地上。一朵朵红艳艳的芍药
花迎风吐蕊，景色美不胜收。靠近首山
的姚庄村发挥地域优势，发展观光农
业，种植芍药、黑参等药材，在改善生态
环境、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带动贫困
户致富，助力脱贫攻坚。

首山脚下，芍药吐蕊
“你看，现在正在开花的是芍药。

一垄垄芍药中间套种了黑参。芍药和
黑参都是去年 10 月份种的，现在长势
良好……”当日，站在生机勃勃的药材
种植基地内，姚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国亚
指着绿油油的黑参和花色艳丽的芍药
对记者说。

近年来，襄城县依靠山水资源丰
富、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通过举办中
州·首山·乾明风筝文化节、中国·襄城
首山油菜花旅游文化节，建设首山风景
区等，着力擦亮“千年古县、人文之都、
灵山秀水、诗意襄城”的旅游名片。

姚庄村位于首山脚下。该村成立
了专业的种植合作社，发展了 230 亩药
材种植基地。“5 月芍药正值花期，但因
为是第一年开花，不够壮观。明年这个
时候，成片的芍药花就会成为首山脚下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既吸引游客前来观
光，也能带来经济效益。”刘国亚说。

刘国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芍药生
长三年可采收入药，黑参生长一年就可
以 出 售 。 他 说 ：“ 红 参 的 生 长 期 是 两
年。黑参采收完毕后，我们准备种一批
红参。过两年红参就能和芍药一起销
售。这叫人闲地不闲，科学种植，实现
效益最大化。”

大棚内养豆丹，
大青虫也能变财富

一棵棵绿油油的豆苗，在塑料大棚
内尽情地沐浴着阳光。为了让豆苗得

到充足的养分，57 岁的崔国安和 60 多
岁的朱和平蹲在地上，伸长胳膊将一棵
棵杂草快速地拔掉。大棚内光照好、温
度高，崔国安和朱和平皮肤黝黑、汗流
浃背，但干劲儿十足。

“这些豆苗是半个多月前种的，之
前这几个大棚里种的是羊肚菌。种豆
苗可不是为了让它长豆子，而是要养一
种稀罕物。”崔国安略显神秘地对记者
说。

崔国安说的稀罕物是什么呢？原
来是豆丹，就是我们俗称的大青虫。“大
青虫，种地的农户都见过，以前咱们也
不知道这种东西值钱呀！”崔国安说。
他表示，等豆苗再长大一些，到了 5 月
下旬就可以在大棚内放虫卵了。大棚
内温度高，豆苗生长得快，豆丹有了充
足的食物也长得快。预计 6 月底就能
够收获第一批豆丹。豆丹每公斤的价
格在 80 元至 90 元之间，主要销往连云
港。

“豆丹养殖也是我们发展的新产
业，希望能摸索出一些经验，带领更多
村民共同致富。”刘国亚说。

发展观光农业，
增加收入、促进就业

姚庄村村民孙晓杰是一个朴实的
庄稼汉，其大儿子患有先天性脑瘫。为
了给他治病，孙晓杰不但花光了家里的
积蓄，而且负债累累。他家因此成了贫
困户。

孙晓杰想通过外出务工增加收入，
可事与愿违，2018 年，他的妻子患病去
世。去年，他的母亲也撒手人寰。家庭
的重担全压到了孙晓杰一个人肩上。

就在孙晓杰一筹莫展时，党和政府
给了他莫大的支持和信心。

按照扶贫政策，村里为他的大儿子
办理了低保和残疾人双向补贴；为他的
父亲办理了低保，并安排了公益性岗

位。刘国亚不止一次来到孙晓杰家开
导他，让他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脱贫后的孙晓杰不怕苦、不怕累，
啥活儿都干。

他说：“在我精神将要崩溃和生活
最困难的时候，是党的扶贫政策帮助了
我，让我走出阴影，重拾生活的信心。
我相信，依靠自己的双手，日子一定会
越过越好！”

去年 10 月，在村“两委”和镇里的
帮扶下，孙晓杰申请了一年的无息贷款
3 万元，加上自己东拼西凑的 2 万元，入
股了村里的药材种植基地。

“我们村计划通过芍药种植带动旅
游业发展，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游玩。
下一步，我们还打算发展电子商务，将
村里的特色农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往外
地，在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提供更多
的就业岗位，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刘
国亚说。

本报讯（记者 张辉）“自强不息，
天道酬勤。”看着现在越过越好的日
子，建安区张潘镇谢庄村曾经的贫困
户杨超对这八个字有着深刻的体会。
凭借政府的政策帮扶和自己的努力，
身患尿毒症的杨超彻底摆脱了贫困，
一家人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10 年前，33 岁的杨超被确诊患了
尿毒症。杨超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其
患病意味着他家失去了主要收入来
源。

“我患病前在南方工厂打工，一个
月收入七八千元，妻子在家照顾两个
上小学的孩子。患病后，我只好在家
治病，妻子也因照顾我和孩子无法外
出打工。”杨超说，他被确诊尿毒症的
头几年，抚养两个孩子的费用和治病
的巨大费用，让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庭
跌入深渊。

“ 我 们 一 直 关 注 着 杨 超 家 的 情
况。2016 年，我们村按照相关规定和
标准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评议、公
示和审批，将杨超家确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对他们家进行帮扶。”建安区
张潘镇谢庄村党支部书记杨新土说，

“六改一增”、低保金……建档立卡贫
困户可享受的帮扶政策和措施一项项
在杨超家落实到位。

“政府还给两个孩子免了学杂费、
课本费，发了餐补。此外，村干部经常
到我家嘘寒问暖，逢年过节还会送来
一些生活用品。”杨超说，“政府的关怀
让我和家人感到很温暖。我下定决
心，战胜疾病、自力更生，早日摆脱贫
困。”

病情稳定后，在政府的帮助下，杨
超先做了一段时间的保险宣传员，然
后又在市区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我

现在每周要做两到三次透析。国家政
策好了，报销比例不断提高，治病费用
减少了不少。”杨超说，之前，他每个月
治病要花费 3000 元左右，现在只需要
花费 1000 元左右。

“我的两个孩子相继毕业后外出
工作，妻子也找了一份工作。苦日子
过去了，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好了。”说
到这儿，杨超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

经过核算，杨超家人均年收入超
过一万元，已经符合脱贫标准。2019
年，杨超家正式脱贫。

谢庄村位于张潘镇西北角，毗邻
五女店镇，有 230 户 1100 口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 18 户 47 人，目前仅剩 3
户 6 人未脱贫。“我们村地理位置较为
偏僻，人均耕地一亩左右。村民以种
植辣椒、麦子为主，农闲时外出务工，
集体经济较为薄弱。”杨新土说，但随

着 107 国道和 311 国道的改造，谢庄村
的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为村庄以
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想彻底摆脱贫困，必须发展集体
经济。“2018 年，我们村在外做生意的
谢云峰带着资金回到村里投资民宿，
这让我们看到了村庄未来发展的方
向。”杨新土说，一方面，随着外出打工
村民的增多，谢庄村有五六十处宅子
无人居住，这些住宅经过改造后都可
作为民宿；另一方面，谢庄村距离许昌
市区仅十几公里，区位优势明显，便于
市民前来游玩。

“目前，我们已对村内的 5 处空宅
进行了改造。我们的目标是民宿业三
年内小见成效，五年内渐成规模，村容
村貌得到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
进一步提高。”杨新土说。

发展观光农业 助力脱贫攻坚
□ 记者毛迎文/图

崔国安（右）和朱和平（左）在大棚内拔草。

身患重病贫困户 自强不息谋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