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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嘱托争出彩

“ 帅 博 ，这 两 天 在 那 边 咋 样 ？”“ 帮
老 师 接 待 新 生 哩 ！”“中 ，家 里 都 好 ，我
和 你 妈 不 用 你 惦 记 ，你 一 个 人 在 外 面
要 注 意 身 体 ，好 好 学 习 。”襄 城 县 范 湖
乡凹郭村北头，今年 58 岁的张万录坐
在自家院子里给远在西安求学的儿子
张帅博打电话。

“儿子一切都好，我放心了。”挂断
电 话 ，张 万 录 仍 保 持 着 打 电 话 时 的 微
笑 ，“ 儿 子 争 气 ，去 年 考 上 了 西 安 邮 电
大 学 的 研 究 生 ，今 年 读 研 二 。 儿 子 能
正常上学，多亏了村里送的助学金。”

张万录家的院子里有棵挂果的枣
树 。 他 坐 在 树 旁 ，向 记 者 讲 述 了 儿 子
的 情 况 。 张 帅 博 是 家 中 的 老 三 ，两 个
姐姐已经嫁到外地。父母为了将他们
拉 扯 大 日 夜 操 劳 ，所 以 张 帅 博 刻 苦 学
习 。 他 先 考 上 了 县 里 的 重 点 高 中 ，后
来考上了厦门集美大学。

“为了供儿子读书，我一直在外边
跟 着 建 筑 队 干 活 儿 ，家 里 由 老 伴 儿 操
持 。 虽 然 累 ，但 是 能 维 持 。 儿 子 一 直
住校，从不乱花钱，每次成绩都在班里
名列前茅。可是，我生病后，一切全乱
了。”张万录说，2018 年，他被查出患心
血 管 疾 病 。 由 于 治 病 ，家 里“ 捉 襟 见
肘”，他连体力活儿也干不成了。

“儿子考上研究生时，全家人高兴
得 不 得 了 ，可 高 兴 之 余 为 他 的 学 费 发
愁。”张万录说，他东拼西凑，勉强凑够
了 儿 子 的 学 费 。“ 我 们 为 生 活 费 发 愁

时，村里送来了 3000 元助学金，解了我
家 的 燃 眉 之 急 。 这 让 我 们 感 到 温 暖 ，
也给儿子带去了动力。”

“去年，像我家一样拿到助学金的
家庭，村里有 10 户。住在我家前排的
老李家，女儿考上研究生，儿子考上一
本，共拿了 6000 元助学金，在村里可轰
动了。”张万录说，听村干部说，村里今
年有更多的孩子能拿到助学金。

2019 年 ，凹 郭 村 从 集 体 收 入 中 支
出 2.5 万元用于兴教助学，向 10 名大学
生发放了助学金。考上研究生和一本
的 学 生 每 人 3000 元 ，考 上 二 本 的 学 生
每 人 2000 元 ，考 上 专 科 的 学 生 每 人
1000 元。

“我们村以前底子薄，没有集体经
济。经过发展，2019 年，集体收入达到
23 万 元 。 村‘ 两 委 ’决 定 从 中 拿 出 2.5
万 元 ，用 于 资 助 学 生 。”凹 郭 村 党 支 部
书记常同善说，以前村里穷，吃过教育
落 后 的 亏 ，所 以 决 定 在 这 方 面 加 大 投
入力度。

“ 现 在 ，我 们 村 步 入 发 展 的 快 车
道 ，教 育 、人 才 储 备 等 事 情 要 重 视 起
来。这些关系全村的综合实力和可持
续发展。”常同善说，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抓好提升村民素质等工作。重视教
育、加大投入力度是关键手段。

“ 重 视 教 育 就 是 助 力 村 里 的 年 青
一代赢得未来。我相信这些能在孩子
们身上得到体现。”驻村第一书记司福

智说，希望他们通过读书发生蜕变，投
身 社 会 ，反 哺 家 乡 。“ 希 望 村 里 的 孩 子
以 此 为 动 力 ，都 能 拿 到 3000 元 助 学
金。”

脱 贫 之 后 ，凹 郭 村 积 极 发 展 集 体
经 济 ，并 把 资 金 投 入 到 民 生 领 域 ，让

广 大 村 民 享 受 到 发 展 的 成 果 。 常 同
善 说 ：“ 我 们 正 在 统 计 今 年 发 放 助 学
金的名单，预计 15 名学生能拿到助学
金 。 这 更 坚 定 了 我 们 发 展 教 育 的 决
心。”

“清坤，又收拾你的农机呢？”在襄城
县范湖乡凹郭村主街旁的一块空地上，
路过的村民向在一台拖拉机上忙碌的王
清坤打招呼。

“快该收玉米了，我把机器擦擦，刚
对机器进行了保养。”王清坤一边擦拭着
驾驶室里的仪表盘一边回应。

秋收将至，每年这个时候，58 岁的
王清坤都会把他的农机从内到外收拾一
遍。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打湿了胸前的
衣裳，可王清坤干劲儿十足，手上的抹布
上下翻飞，很快把驾驶室擦了个遍。

“以前种地全靠人力，用这个大家伙
种地想都不敢想。”说起以前的生活，王
清坤记忆犹新。

王清坤有两个儿子，一个去了广西，
一 个 去 了 江 苏 ，如 今 都 在 外 地 安 家 立
业。当初，为了把两个儿子拉扯大，王清
坤两口子除了在自家的田里辛勤劳作
外，还要到外面打零工。儿子长大成人，
王清坤却背了 7 万元债务，虽然生活水
平没有低于贫困线，但是日子过得很清
苦。

转机出现在 2016 年 9 月秋收前。驻
村第一书记司福智争取到郑州烟草研究
院的帮扶资金 50 万元，购买了 4 套大型
农机，准备租赁给村民。

“当时，我们乡虽然是粮食产区，但
是大型农机很少见。租赁大型农机，第
一年交 5 万元，之后每年交 2 万元，4 年
以后农机归个人所有。我算了算，感觉
挺划算，赶紧联系两个儿子帮我筹钱。”

王清坤说，当时村里想租赁农机的有 10
多户，他通过竞拍获得了一个名额。

一套农机包含犁地、播种和粉碎秸
秆的机器。之前打零工的时候，王清坤
操作过小型农机，所以很快能熟练地操
作大型农机。

“我想干出名堂，把债还了，改善家
里的条件。”王清坤说，2016 年秋收时，
他的农机没有闲过，十里八乡跑了个遍，
甚至到了周口、漯河等地。

“犁地加播种 70 元一亩，粉碎秸秆
12 元一亩。从 2017 年开始，我的农机每
年要在 1000 多亩土地上工作。”王清坤
扳着指头说，头一年，他交了租赁金后有
不少盈余。

王 清 坤 的 眼 界 开 阔 了 ，收 入 增 加
了。他想当的不是盯着“一亩三分地”的
农民，而是会操作农机的“农场主”。得
知王清坤的想法后，凹郭村的干部纷纷
出手相助。土地流转有困难，村干部帮
忙做工作；缺少创业资金，村干部帮他多
方争取……在大家的帮助下，2018 年，
王清坤筹集资金承包 130 亩土地种植大
豆、小麦、辣椒等农作物。

“2018 年刚好赶上家门口的粮库投
入使用，这是我敢承包土地的原因。”王
清坤说，粮库建成后，收获的粮食从地头
直接拉到粮库，不用再拉回家保存，省下
了大笔开支，卖粮没了后顾之忧。

家庭农场慢慢步入正轨，王清坤致
富后不忘村里的贫困户。从 2017 年开
始，他的农机免费帮助村里的贫困户播

种、犁地。村民常青堂是五保户，不能从
事重体力劳动。王清坤以每年每亩 800
元的价格承包了他家的 4 亩多地，帮助
他家增加收入。常青堂家的生活明显改
善。在凹郭村，除了常青堂家以外，还有
2户贫困户家的土地被王清坤承包。

“今年，我和村里的 4 个人一道，又

承包了 216 亩土地种粮食。我不仅要把
债还完，而且要大干一场，带动更多村民
增收致富。”王清坤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满
满，“家里有农机，粮库在家门口，只要肯
下力，没道理过不上好日子。我保守估
计，明年能挣 8万元。”

昔日背债户 今日致富能手
□ 记者李嘉王志鹏

王清坤向记者介绍他的农机。 记者李嘉 摄

莘莘学子共享集体经济发展成果
□ 记者李嘉王志鹏

张万录给儿子张帅博打电话。 记者李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