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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张辉 文/图

田地里，韭菜郁郁葱葱；田埂上，群
众弯腰分拣……9 月 20 日，禹州市山货
回族乡韭菜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的景
象。

“婶，忙着呢？”“嗯，基地的韭菜得
抓紧时间收割。”62 岁的张梅玲一边回
答一边将一捆韭菜扎好。

张梅玲是路庄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满头的白发诉说着这些年的不易。
前些年，因给她的老伴儿治病，本不富
裕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负担。2018 年，
张梅玲的老伴儿去世。她的儿媳手残
疾，儿子在外打零工。

“国家的政策很好，但我们不能只
靠救济生活。我总想做些什么，尽快摆
脱贫困。”张梅玲说，山货回族乡韭菜种
植基地给她提供了就业机会。

张梅玲所说的韭菜种植基地是山
货 回 族 乡 为 了 发 展 村 集 体 经 济 建 立
的。2019 年 6 月，山货回族乡齐庄村党
支部书记徐景祥到山东寿光参加党支
部书记培训后，向乡里建议发展韭菜种
植。“我们随后到有韭菜种植经验的禹
州市苌庄乡杨疙瘩村考察韭菜种植项
目，最终决定由齐庄村、路庄村建立韭
菜种植基地，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山货
回族乡乡长张逢源说。

齐庄村投入价值 1 万元的村集体
固定资产，并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入股，
最后共筹资 5 万元，流转土地 38 亩。“韭
菜收益的 20%归村集体，剩余的 80%进
行分红。我拿出 5000 元入了股。”该村
脱贫户李书凯说。

路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天喜筹资 3
万元，还组织村干部到河南万邦国际农
产品物流城了解行情，并向群众承诺 3

年后只收回本金，收益归村集体，最终
以每亩 75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 21亩。

就这样，占地 59 亩的山货回族乡
韭菜种植基地建了起来。他们从山东
寿 光 请 来 蔬 菜 种 植 专 家 提 供 技 术 指
导。近段时间，该基地的第一茬韭菜开
始收割。

韭菜丰收，如何卖出去？为了破解
这个难题，山货回族乡党委副书记陈豪
亮与多部门对接，积极拓宽销售渠道，
与禹州市多家大型超市签订了合同。
齐庄村与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
路庄村与许昌中原国际农产品批发市
场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该基地已经

以 2.6 元/公斤的均价出售韭菜近万公
斤。

“我每天忙完家务就来择韭菜，有
几十元收入，活儿不累。”张梅玲说，“日
子会越过越好。”

“韭菜种植基地不但壮大了集体经
济，而且增加了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的
收入。”路庄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陈笑
说。

“产业扶贫有利于激发贫困群众的
内生动力。目前，第一茬韭菜亩产 1000
公斤，超出预期，预计以后产量更高。
我们有信心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谈及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张天喜信心满满。

韭菜基地里“种”出好日子

群众在山货回族乡韭菜种植基地忙碌。

患病老人流落街头
市救助管理站送其返乡

本报讯（记者 樊倩影）“离开家
乡多年，如今回到家乡，真有点儿不真
实的感觉！”近日，市救助管理站的救
助人员将 60 岁的流浪人员刘和平护
送回他的家乡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
后，他激动地握住救助人员的手连声
道谢。

原来，刘和平近年来一直在郑州
市生活，因腿部被烧伤来许昌治疗，
积蓄用完后无钱回家，遂流落我市街
头。

9 月 4 日下午，在街头流浪的刘和
平被魏都公安分局西关派出所民警送
至市救助管理站。

在市救助管理站，救助人员对他
进行入站检查时发现他有发烧症状。
根据救助工作规程，救助人员立即联
系许昌市中心医院，带其到该院接受
检 查 。 经 检 查 ，刘 和 平 未 患 新 冠 肺
炎 。 几 天 后 ，刘 和 平 的 病 情 基 本 稳
定。他要求出院，救助人员将其接回
站内进行特别照顾。

刘和平暂住在市救助管理站期
间，在救助人员的询问下说出了自己
的身份信息：原名刘和平，户籍地为陕
西省延安市黄龙县，近些年长期在郑
州市生活。

“根据救助政策，征得老人同意
后，我站派出 3 名救助人员护送老人
返乡。9 月 15 日下午，刘和平在救助
人员的护送下平安返回户籍地。”市救
助管理站安置科科长周子熠说，“对于
一些离乡多年、身心状况不佳的特殊
受助人员来说，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
是他们最大的愿望。看到老人和亲人
团聚，我们放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