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0年9月16日 星期三 编辑 郭剑 电话 4396827 E-mail：xccb66@163.com 城事

□ 记者王志鹏文/图

9 月 8 日，建安区椹涧乡西耿村，村
民安红海正冒着高温，在自己的蔬菜大
棚内查看蔬菜的长势。大棚内闷热异
常，安红海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被汗水
湿透。可是，看着长势喜人的蔬菜，他
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安红海今年 51 岁，家里有 5 口人，
包括他和妻子、3 个孩子。原来，安红海
在村里承包了几亩田地种菜，加上在外
工作的大儿子的收入，一家人的生活安
稳、幸福。

天 有 不 测 风 云 ，人 有 旦 夕 祸 福 。
2014 年 6 月，安红海的小儿子突然感觉
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为了给小儿子治
病，安红海辗转于许昌、郑州，短短几个
月时间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钱花完了，病还得治啊！”安红海
叹息。回忆起给小儿子看病的那段日
子，他眼中泛起了泪花。为了保住小儿
子的性命，他和妻子四处借钱。由于长
时间陪小儿子住院，家里的几亩菜地荒
了。刚上学的女儿也需要花钱请人照
顾。在重重压力之下，安红海一家的生
活彻底陷入了困境。

2014年，在精准识别入户走访中，西
耿村党支部书记耿子法得知安红海家遇
到困难之后非常重视，经过“四议两公
开”程序，将安红海一家确定为贫困户。

在随后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安红海
一家办理了低保，享受了两免一补、教
育扶贫、医疗扶贫等精准扶贫政策。

但是，扶贫干部和安红海都知道，
仅靠扶贫政策帮扶，想要走出困境，实
现脱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红海的小儿子生病花费巨大，想
让他们家脱贫，光靠‘输血’远远不够，
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家‘造血’才行。”耿
子法说，让扶贫干部比较欣慰的是，安

红海的想法与他们不谋而合：想要还清
借的钱，让全家人重新过上好日子，必
须得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

经过坚持不懈的治疗，安红海小儿
子的病情最终稳定下来。医生交代只
要过了 3 年的稳定期，就算痊愈了。小
儿子出院后，安红海在扶贫干部的帮扶
下，通过扶贫小额贷款，购买了一台磨
面机，在家开了磨面的小作坊，同时种
起 了 蔬 菜 。 加 上 大 儿 子 打 工 的 收 入 ，
2017 年，安红海一家一年的纯收入超过
了 7万元，成功脱贫。

人勤春来早，春早人更勤。通过全
家人的奋斗成功实现脱贫后，安红海更
加勤奋了。2019 年年初，他主动找到村
里，说想承包村里的 4 个大棚。为了支
持安红海，村里以每个大棚每年 1000 元

的价格将 4 个大棚租给了他。承包大棚
之后，安红海在大棚里种了辣椒、西红
柿等蔬菜。为了提高收益，他还种植了
紫苔菜、球茎茴香、黑玉米、苦菜、红苔
菜等经济作物。

“咱的扶贫干部真好。”安红海感激
地说，“区里、村里包括驻村第一书记，主
动帮助我联系销路，让我的蔬菜渐渐有
了名气。”2019年，在村里的帮助下，安红
海成立了许昌市建安区红英种植家庭农
场，有了自己的品牌。同年年底，他在许
昌市区的光明路租下一间门面房，起名
叫“红英种植家庭农场自磨面”，申请并
注册了家庭农场商标，主营自己家加工
的杂粮面。由于蔬菜和面粉的质量好，
安红海的收入又上了一个台阶。

现在，安红海小儿子的病已经过了

3 年的稳定期，彻底康复了，并且已经上
了小学。通过实干，安红海的月收入已
经超过 1 万元，一家人也重新过上了幸
福的生活。

“脱贫不能等靠要，致富不能睡大
觉，人只要精神不倒，再难的日子都能
熬出头。”安红海是这样说的，也实实在
在做到了。

“说实话，红海的干劲儿让我们也
十分佩服。”耿子法说，从安红海的小儿
子生病，到他家成为贫困户，再到成功
脱贫，他从来没有主动向乡里、村里要
过什么。他跟帮扶干部交流时，经常说
自 己 想 干 点 儿 啥 、怎 么 干 。 最 重 要 的
是，他最后都干成了。这为他的孩子，
为其他贫困户，也为想要致富的村民们
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人勤春来早，致富靠实干

安红海在大
棚内查看蔬菜的
长势。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常改
枝）9 月 7 日，初秋的上午，微风轻拂，阳
光明媚。在鄢陵县南站附近的一家盲
人按摩理疗店里，50 岁的盲人按摩师刘
玉忠正在给顾客按摩。他一会儿按压
振 腰 ，一 会 儿 使 出 拳 背 击 打 ，手 法 娴
熟 。 虽 然 眼 睛 看 不 见 ，但 是 每 一 个 动
作，刘玉忠做起来都有条不紊。

“感谢党和政府免费给我提供参与
培训的机会，还给我介绍工作，让我对
生活有了盼头。”谈起现在的新生活，已
经脱贫的刘玉忠感慨万千。

刘玉忠是鄢陵县望田镇翟刘村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患有先天性弱视。成
年后，他不甘心坐在家里吃闲饭，也想
自己养活自己，但一直苦于没有一技之
长。后来，他在别人的介绍下娶了肢体
不便的李喜玲。“她因患有小儿麻痹，落
下肢体残疾，平日里只能干些轻活儿。”
刘玉忠说，虽然家里有地，但夫妻二人
无法耕种，只能依靠年迈的父母帮忙生
活。儿子出生后，一家三口栖身于几间
旧瓦房内，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几 年 前 ，刘 玉 忠 的 双 眼 完 全 失 明
了。黑暗的生活给了刘玉忠非常沉重
的打击。他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也不想
干。了解到刘玉忠家的情况，村里将他
家列为低保户。

2016 年，刘玉忠家被确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除了
享受“六改一增”政策外，刘玉忠每月能

按时拿到低保和残疾人补助。村里还
给李喜玲分配了公益性岗位，负责保洁
工作，家里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为了
让刘玉忠树立起生活的信心，镇、村干
部经常到他家转转，帮助他解决实际困
难，找他谈心，鼓励他振作起来。

“玉忠，你去学门手艺吧！”2019 年 5
月的一天，翟刘村党支部书记刘俊杰找
到刘玉忠。为帮助残疾人脱贫增收，望
田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组织一批
贫困群众和残疾人参与免费技能培训
活动。

看到党和政府对残疾贫困户如此
关心，各项政策都向残疾贫困户倾斜，
刘玉忠决心抓住机会，学得一技之长。
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刘玉忠掌握了按摩
的基本手法，被安排到鄢陵县城一家按
摩店实习。

“现在，我的按摩技术逐步提高，实
习期过后每个月可以挣 2000 多元的工
资。”刘玉忠边给顾客按摩边说，“党和
政府的帮助让我看到了脱贫增收的希
望，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光明。我对未来
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就业扶贫，提升贫困户劳务技能是
关键。在望田镇，像刘玉忠一样通过参
加 技 能 培 训 的 贫 困 户 还 有 很 多 。 从
2017 年开始，望田镇积极申请劳动技能
培训班 22 期，培训专业涉及园林种植、
电 工 、焊 工 、家 政 服 务 、中 医 保 健 按 摩
等，提升贫困户的就业增收能力。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
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目前，我
镇所有符合条件且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群众都实现了就业。”望田镇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所所长杨锋涛说。

盲人贫困户的“光明”生活

刘玉忠在为客人按摩。 记者张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