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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孙学涛文/图

“这个福字装得正不正？”
“正！”
7 月 3 日，在鄢陵县陈化店镇苏庄

社区贫困户苏志安家里，记者一行走进
他的老宅时，他正和妻子卢春玲组装铝
合金门窗。

“对于这个‘福’字，老苏总是很认
真，生怕给人家装歪了。”卢春玲扶着铝
合金门窗，笑着给大家解释。

苏志安嘿嘿一笑，顾不上招呼来
客，小心翼翼地再次对正“福”字，拿起
焊枪，牢牢地将“福”字焊到了铝合金门
窗上。

也许，苏志安和卢春玲心里清楚，
“福”字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有重要的意
义。但这个“福”字，来之不易。

苏志安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1971 年出生的苏志安，勤劳、厚道。他
原来的妻子杜改萍贤惠、能干。两人育
有一双儿女，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
在农村，家境也算殷实。

变故发生在 2015 年。这一年，杜
改萍胃部不适，最终被查处罹患胃癌。
此前一年，他们的大女儿刚刚嫁到西明
义。

“那真是晴天霹雳呀！”谈及过往，不
善言辞的苏志安叹了一口气说，“闺女刚
出嫁，儿子还在上中学。谁会想到，孩子
他娘年纪轻轻，咋会得那病哩！”

“当时，我就想，砸锅卖铁，也得给
孩子他娘把病看好！”苏志安说，妻子患

病期间，他一门心思照顾妻子，治病花
了不少钱不说，还无法外出务工。家中
一人患重病，最终导致一家人致贫。

2016 年，经过精准识别，苏志安家
庭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相关部门为
其落实了各项政策待遇，代缴了各项医
保，接受大病（地方病）救治、接受签约
服务等。

遗憾的是，扶贫部门和他的共同努
力，还是没能留住杜改萍的生命。2017
年 5月，杜改萍撒手人寰。

妻子走了，闺女出嫁了，儿子上学

了，苏志安一人待在空荡荡的家里，常
常一坐一整天。

陈化店镇扶贫责任人张立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为了激发苏志安的生活斗志，
扶贫人员和社区党支部没少下功夫。一
有时间，他们就去找苏志安聊天儿。

“老苏，嫂子走了，大家都理解你的
心情。但是，儿子上学、将来结婚生子，
还得靠你。你还年轻，可不敢老这样
呀！”张立说，“你有制作铝合金门窗的
手艺，干干活儿，心里会好受一些。”

听张立说得有道理，苏志安第二天

便收拾家伙，做起了铝合金门窗。
苏志安制作铝合金门窗手艺好、活

儿赶得快，2017 年干了一秋一冬，年底
一算，光荣地脱了贫。

人一旦有了生活追求，精气神也就
不一样了。2018 年，苏志安踏踏实实
地干了一年。当年年底，经人介绍，他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卢春玲。卢春玲看
他勤快、实诚，并不嫌弃苏志安是贫困
户。“只要俩人肯干，咋会拔不掉穷根
哩！”

现在，两人每天早上早早起床吃
饭，然后来到老宅的铝合金作坊。苏志
安制造铝合金门窗，卢春玲打下手。他
们制作的铝合金门窗质量好、工期短，
活儿一单接一单。2019 年，人均收入
超过了 9000 元。

“对于苏志安家庭，仍然坚持‘四个
不摘’，防止其返贫。”陈化店镇扶贫办
主任裴会娟介绍，经过协调，苏志安与
家 家 量 贩 公 司 签 协 议 ，年 金 融 分 红
2500 元；带贫企业土地流转帮扶，流转
苏志安的土地 2.73 亩，年土地流转金
3276 元。他们还积极协调，对这个家
庭的成员进行具体的政策性帮扶，为苏
志安、卢春玲代缴了人身意外险；其子
苏俊豪 2019 年 8 月就读许昌高中后，为
其申报了贫困户教育补助。

“老苏，嫂子干活儿咋样？幸福不
幸福？”张立问。

“干活儿也中！”苏志安嘿嘿一笑，
“干活儿有个帮手，屋里有个说话的人，
那还不幸福！”

□ 记者毛迎文/图

7 月 6 日一大早，襄城县范湖乡铁
炉陈村村民周秋耐就忙活起来了。她
紧锣密鼓地把刚刚制作好的一锅辣椒
酱分装进透明的玻璃瓶，贴上标签。“我
儿子上高三，明天是高考的大日子，我
把手头的活儿忙完就去陪他考试，给他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周秋耐说。

大眼睛、长长的马尾辫，周秋耐外
表干净利落，干起活儿来动作麻利，很
快将一锅辣椒酱分装完毕。

“辣椒酱已经装好了，我家里有包
装盒和包装袋。需要外出的时候，我就
把家里的钥匙留给邻居。有人上门买
辣椒酱，邻居会帮我卖。”周秋耐家里存
放着包装盒和精美的手提袋，手提袋上
印着醒目的“周氏酱菜”几个大字。

几年前，生活陷入困顿的周秋耐无
论如何都想不到，小小的酱菜能帮她走
上脱贫路。

1996 年 ，周 秋 耐 嫁 到 铁 炉 陈 村 。
婚后，她和丈夫借钱购置了一辆小型拖
拉机，干起了清运秸秆的营生。随着女
儿、儿子的出生，秸秆清运生意难以为
继，夫妻俩又琢磨起了家庭养羊项目，
筹资购买了 40 只小羊羔，红红火火地
干了起来。

天有不测风云，2003 年，周秋耐的
丈夫因故去世。没有了顶梁柱，周秋耐
一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面对沉重的
债务、年幼的孩子，她几近崩溃。丈夫
去世后，周秋耐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在
附近打零工，给别人摘过辣椒，当过超
市售货员，这种生活状态持续数年，直

到还清了数万元债务。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周秋耐有了

更多时间，但家庭开支也越来越大。虽
然乡、村两级干部给予了很多帮助，按
政策给她的儿子办理了低保，但周秋耐
明白，一个家庭的幸福终究还要靠自己
去奋斗。她安排好家庭后，毅然选择南
下打工。然而，在工厂务工期间，她不
幸患上皮肤病，不得不辞职返乡。“那时
候，女儿和儿子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动
力。”说起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经历，周
秋耐语气很沉重。

2016 年 5 月，周秋耐家被评定为范
湖乡铁炉陈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帮扶单位和乡、村两级的支持
下，她勤奋钻研酱菜制作技术，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在 2017 年年底摘掉
了贫困帽。

“制作酱菜是老手艺，我本来就会，
以前只是做一些分给街坊邻居吃，没想
过 这 门 手 艺 也 能 带 来 财 富 。”周 秋 耐
说。铁炉陈村驻村第一书记得知周秋
耐掌握酱菜制作技术，就鼓励她自主创
业。在大家的帮助下，周秋耐外出学习
了辣椒酱、黄豆酱等酱菜的腌制技艺。
2017 年 8 月，她开始在家做起了酱菜生
意。“我制作酱菜用的是传统工艺，讲究
真材实料、手工制作，很多人比较认可

这个味道。”周秋耐说。她制作的酱菜
逐步打开了周边乡村市场，拥有了一定
的知名度，先后参加了襄城县扶贫领域
农产品电商交易会、第二届襄城首山油
菜花节农产品展销会等，产品供不应
求。

今年春节过后，受疫情影响，一些
行业生意不景气，周秋耐制作的酱菜却
格外畅销。“春节前，我制作了一批礼盒
装酱菜，非常受欢迎。不少人专程上门
购买用于走亲访友。原本以为过了春
节生意会很冷清，没想到很多品尝过

‘周氏酱菜’的人成了回头客，主动和我
联系要买酱菜。我每周都要制作一锅
或两锅辣椒酱，每锅辣椒酱可以装 60
瓶，很快就能销售一空。”周秋耐说。

勤劳朴实的周秋耐还非常好学。
村脱贫攻坚组协调周秋耐参加了电商
培训，学习网上销售知识。她通过微
信、抖音等网络平台推广、销售自己制
作的酱菜，不但将小小的酱菜卖到了许
昌、平顶山等地，还接到了来自省外的
订单，通过网络把酱菜销售到了广东、
安徽、内蒙古。

襄城县有种植红辣椒的传统，周秋
耐制作辣椒酱使用的都是附近村民种
植的红辣椒。她在销售辣椒酱的同时，
也帮助村民增加了红辣椒的销售量。

“等儿子参加完高考，我准备外出
学习香菇酱的制作方法，扩充一下‘周
氏酱菜’的品种。”周秋耐说。

她表示，她制作酱菜用的都是农村
出产的红辣椒、芥菜疙瘩等农产品，希
望通过小小的酱菜带动更多村民走上
致富路。

苏志安与妻子卢春玲在制作铝合金门窗。

火红辣椒酱带来红火好日子

小幸福

周秋耐在挑选黄豆，准备制作黄豆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