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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吕正子 文/图

位于箕山腹地的禹州市鸠山镇西
刘家沟村，因缺水制约了农业生产。
对口帮扶该村的许昌市建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建投公司），为
该村捐建两个标准为 30 吨的无塔供
水设备，使清水上山，解了杏树之渴。

10 月 29 日下午，深秋的阳光洒
在禹州市西部一座名叫小坡山的山
顶。山上遍植杏树，微风拂过，枝叶
摇曳。杏林中，一个巨大的灰白色金
属罐十分显眼。金属罐前，57 岁的李
贵洲正拿着水龙头给杏树浇水。清
水所到之处，干裂的泥土变得湿润。

“这个罐子是储水罐，解决了俺村
的用水问题。”李贵洲是西刘家沟村村
委会主任。据他介绍，该村下辖 3个自
然村，有 1098人、859亩耕地，是个经济
空壳村，杏树种植是该村的特色产业。

该村原本山清水秀，用水并不成
问题。然而，十几年前，附近的村子
开办了众多煤矿，破坏了地下水系，
使西刘家沟村用水成了难题。尤其
是杏树种植，因缺水深受影响。

“俺村的杏树种植面积达 267 亩，
村北的大坡山和小坡山上有 200 余
亩！”李贵洲说，正常情况下，该村一
年的杏产量达 9 万公斤。然而，近年
来缺水使杏严重减产。

转机出现在今年春季。按照市委
组织部的要求，市建投公司对口帮扶西
刘家沟村。该公司选派赵林坡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赵林坡到任后，通过走访
调查，决定先帮村民解决“水问题”。经
过多次和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商
量，他邀请无塔供水设备的生产厂家实
地勘查，多次与上级部门、单位领导汇
报，结合该村实际情况，决定在西刘家
沟村安装无塔供水设备，把山下的井水
引到山上储存，然后给杏树浇水。

在市建投公司的帮助和支持下，

两个无塔供水设备很快安装好。“每
个可以储水 30 吨，俺村的杏树再也不
会‘渴’了！”李贵洲介绍，现在只要打
开控制阀，清水就能流到山顶杏林里
的任何地方。

“下一步，我们会围绕杏树做文
章！”赵林坡说，一方面，他们要加强
对杏树的管理，增加产量，使其成为
该村的特色；另一方面，积极与外界
的果脯生产企业沟通，打开销路，使
村民增收，共同致富。

□ 记者张辉 文/图

11月 1日，天空湛蓝，鄢陵县望田
镇望北社区合作社前的空地上，明媚
的阳光洒在一堆堆如小山般高高隆起
的红色小辣椒上。“辣椒山”旁，村民们
几人一组坐在白色的编织袋上，边聊
天儿边麻利地剪着辣椒把儿。该社区
年过六旬的居民杨秀花便是其中一
个。

“每年这个时候辣椒收获，我都
会来到这儿剪辣椒把儿，一天能挣 50
元 。 在 这 儿 干 活 儿 离 家 近 ，我 很 满
意。”杨秀花边说边将手中几个剪好
的辣椒扔到脚边的篮子里。

杨秀花患有多种慢性病，不能干
重活儿，主要靠务农和卖袜子等小商
品赚钱。2016 年年底，杨秀花的老伴
儿不幸患上重病。虽然家人将他送
到医院积极进行治疗，但是没能挽救
他的生命。

“他走了，留下一大笔外债。”杨
秀花说，她家的生活因此变得窘迫。
2017 年，了解到她家的情况后，社区
将她家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公
益性岗位、“六增一补”……随着各项
帮扶政策得到落实，杨秀花家的生活
得到改善。

2019 年，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
该社区成立了经济合作社。“这个合
作社主要对辣椒进行回收、销售和深
加 工 ，如 将 辣 椒 做 成 辣 椒 段 和 辣 椒
酱，然后出售。”社区主任杨建军说，
望田镇种植辣椒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末，现在几乎家家户户种植辣
椒。“我们社区除了流转出去的土地
外，还有土地 3000 亩左右，辣椒种植

面积超过 2000 亩。”
杨建军介绍，经济合作社不但让

种植辣椒的居民在家门口找到了销
路 ，而 且 给 贫 困 户 提 供 了 务 工 的 机
会，增加了收入。“对于贫困户和困难
群众种植的辣椒，我们回收时价格在
原有基础上每公斤增加 0.2 元。这使
他们增加了一部分收入。”杨建军说，

“此外，剪辣椒把儿、装卸辣椒都需要
劳动力。剪辣椒把儿劳动强度不大，
适合老人、妇女，装卸辣椒适合身体
强壮的青年。”

此后，杨秀花加入剪辣椒把儿的
行列，她的儿子则负责装卸辣椒。“每
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运辣椒，他
每月大概有 3000 元收入。”杨建军说，
杨秀花家种有十几亩辣椒。通过辛
勤的劳动，2018 年，杨秀花家顺利脱
贫。

望田镇位于鄢陵、西华、临颍三
县交界处，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特色
产业为小辣椒种植，面积达 7.5 万亩，
年产小辣椒 1800 万公斤，年交易额为

10 多亿元，辐射周边 10 多个乡镇，带
动收购、冷藏、运输、深加工等规模企
业 30 多家。该镇有辣椒收购点 124
个，有千吨以上存储冷库 18 座，成为
河南较大的辣椒购销市场之一，有中
原“辣椒之乡”的美誉。

20 多年的辣椒种植历史和优越
的地理位置让望田镇的辣椒声名在
外。每年 10 月底到来年 5 月，贵州、
云南、北京等地的大货车纷纷来到望
田镇运辣椒，“有时候路都被堵了”。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为帮助
贫困户脱贫增收，望田镇通过成立辣
椒产业协会，采取‘辣椒+产业’扶贫
模式，与贫困户结成对子，形成利益
联合机制，吸纳周边贫困户到协会务
工 ，确 保 贫 困 户 的 收 入 具 有 可 持 续
性，减少他们对政策性收入的依赖。”
望田镇副镇长田红伟说，目前，该镇
以调整兴产业，以产业带就业，以就
业促脱贫，增强了贫困户的脱贫信心
和 内 生 动 力 ，群 众 收 入 持 续 稳 定 增
长。

赵林坡介绍供水设备安装情况。

市建投公司为对口帮扶乡村装供水设备，解决果树用水难题

储水罐“上山”，杏树不再渴

火红小辣椒带来红火日子

村 民
在剪辣椒
把儿。

“80后”的他
徒步去西藏
准备用近一年时间
走到拉萨

本报讯（记者 黄增瑞）近 几
天，在抖音上，“徒行者乐哥”徒步去
西藏的直播，受到不少网友关注。
据了解，“徒行者乐哥”是鄢陵县安
陵镇人，叫张乐。行程中，张乐有哪
些收获？11 月 1 日，记者联系到已
行至南阳市淅川县的张乐，对其进
行了简短的采访。

“路况不好，车子轮胎坏了，正
在修理铺换轮胎！”张乐对记者说，
当 天 是 他 徒 步 去 西 藏 的 第 13 天 。
张乐说，他今年 35 岁，当过兵，退伍
后打过工，开过酒店。今年 10 月，
他从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看到有人徒
步旅行的视频后，下决心用双脚丈
量祖国的土地，挑战别人眼中的“不
可能”。

“迈开双脚行走的每一步，都是
人生不同的体验，我要挑战自己。”
张乐说，妻子和父母同意后，他找人
制作了一辆可双手推行的厢式车，
还从网上购买了液化气罐和灶、锅、
帐篷等用品，于 10 月 20 日在鄢陵国
家花木博览园大门前开始了他的徒
步之旅。

“一人一车一狗”是张乐每天直
播的开场白。最初，有人说他做秀，
不相信他能坚持下去。张乐却说自
己当过兵，有健康的身体，有吃苦耐
劳的精神。“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一
定会克服各种困难和艰险，给家乡
争光。

记者看了网友的留言，发现多
是对他的鼓励、支持和敬佩。截至
目前，他的粉丝已经达到 1.2万人。

如今，张乐白天行走，晚上在帐
篷内休息，饿了自己做饭，该洗澡时
找一家小宾馆。

路上，他遇见不少热心人。有
人陪伴他一程，有人给他买来烧鸡
等吃的东西，有人帮他修车或提供
住宿。他在路上感受到了陌生人的
无私关爱和真情。

“之前是适应期，以后，我会调
整 体 力 ，逐 步 增 加 每 天 行 走 的 里
程。”张乐说，他准备用 40 天时间到
达四川达州，然后，用近一年时间到
达拉萨，完成徒步之旅。

“我深知，徒步去拉萨的路上，
一定会有艰难险阻，但这些都阻挡
不了我的脚步！”张乐说。

创建“河南省诗词之乡”

鄢陵县举办2020年
经典诗词诵读比赛

本报讯（记者 黄舒平 通讯员
晋亚金）十月枫叶染霜红，花乡诗
事意正浓。10 月 28 日，由鄢陵县创
建诗词之乡办公室、鄢陵县文化艺
术界联合会主办的鄢陵县 2020 年
经典诗词诵读比赛在鄢陵县实验小
学礼堂隆重举行。

鄢陵县各乡镇、县直单位代表，
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 300 余人参加
活动。

参赛选手以饱满的情感演绎了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卜算子·咏
梅》等诗词。

最终，鄢陵县第二高级中学选
送的《大美鄢陵》荣获本次大赛特等
奖，鄢陵县实验小学、鄢陵县人民路
小学、张桥镇诗词分会选送的《读中
国》《中华诗词诵》《水调歌头》获得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