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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董红卫被村民代表评定为精准扶贫户，但他心里觉

得不是滋味，觉得别人在说三道四，自己也正值年轻，不干出点事业是

不行的。可事实确实如此,首先没有确定致富办法，又无资金,一筹莫展

之时,恰好县委扶贫工作队进驻本村,在第一书记与帮扶责任人及帮扶

单位和支村两委班子多次商讨,并与贫困户逐一对接，分析每一户并制

定脱贫计划，结合本人种植蔬菜的爱好，在 2015 年 10 月在第一书记大

力扶持下，帮助蔬菜大棚的设计及资金的筹备和技术的培训等都按部

就班的有序进行。蔬菜大棚于 2016 年 6 月正式建成，当年种植西葫芦获

取纯利润两万一千元，人均纯收入达七千元，当年脱贫摘帽。2017 年大

棚纯利润四万元，本年还新装修了房屋，置办了家电及摩托车，还创办

了双优《蔬菜种植合作社》。

扶贫首先要扶志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他认为，资金扶持是有

限的，更重要的是培养贫困户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没有钱不算贫穷，没

有梦想才是真正的贫穷。

他深感自己是一名党员，更应该发挥带头作用，大力发展种植蔬

菜产业，自己有信心，能够带领更多的贫困户早日脱贫，为实现乡村振

兴和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杜翠娥是故县镇故县村一名普通村民，丈夫姜

正伟 15 年前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全身四个大关

节全部坏死，对于正值壮年的姜正伟无疑是晴天霹

雳，对这个大家庭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高额的医

药费，面对孩子们上学读书……全家的重担就落到

了杜翠娥一个人肩上。

“只要信心不倒，我家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这是杜翠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做的。10 多年来一个人操持家务，对于孩子

们来说，她是既当爹又当妈；对于丈夫来说，她既是

一名妻子又是一名保姆。为了维持这个举步维艰的

家庭，杜翠娥想到了开豆腐坊，四处奔走筹到了起步

资金后，起早贪黑经营，由于诚信经营，规模逐渐扩

大，收入逐年增加。

2016 年，镇党委、镇政府出台一户一项奖补政

策，听到奖补政策后杜翠娥不等不靠，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购买小猪 10 头，有效利用豆腐坊生产剩余肥

料进行喂养，目前已由 2016 年的 10 头小猪发展为

30 余头。为了满足养殖生产需要，今年豆腐坊扩大

规模，同时还雇用一名劳动力进行帮忙，除实现自己

稳定脱贫外还解决了一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非常感谢党和国家，非常感恩社会，是党的

好政策，使我家得到了重生。农村合作医疗让我看病

得到了报销补贴，孩子们享受了雨露计划、大学生无

息贷款，现在我住院看病全免费，医疗部门还发放免

费的常规用药，县残联也给我发放生活补贴和护理

补贴，我家原来加工豆腐，政府又扶持我生猪养殖，

经济有了稳定基础，原来一孔土窑洞政府为我家救

助了移民适用房，我想也不敢想的三大难题政府都

为我解决了”。姜正伟激动地说。

李国宏，47 岁，定昌镇东段庄村村民，和妻子有一对可爱的儿女。两人

虽然有劳动能力，可供养两个孩子高校读书，生活压力还是很大，属因学致

贫户。

多年来，以务农为主维持生计，农闲时外出打点零工贴补家用。随着

两孩子考上大学开支日渐增大，家庭生活也开始走下坡路，生活异常拮据。

看到村里有好多贫困户无业，心里非常着急，他决定放弃外出打工，

组织贫困户开始在村周围承包小型的房屋建造，带着村里 5 个同他一样的

贫困户，组建了小工队，为别人修建房屋。这样的活并不容易，小到一毫一

厘的测量，一砖一瓦的砌垒；大到房屋的整体构建。事无巨细，他都亲力亲

为。白天上工干活，夜晚研究图纸结构，他成了村里起的最早、睡得最晚的

人。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的小工队略有起色，乘着精准扶贫的东风，他

置办了三轮车，有了自己的运输工具和承揽工程的每件劳动工具，又有了

新的贫困户加入，他的团队日渐加大，随着业务量的增加，他们的生活蒸蒸

日上。

现在的他，住进了新房，孩子也都顺利毕业，李国宏成了村里带领贫

困户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但他的事业不会因此而止，因为他说是这份事业

陪他度过了人生的低谷，他的周围还有很多的贫困户需要脱贫，他会继续

坚持下去扩大队伍多纳入贫困户，早日脱贫奔小康，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

一份力量。

是农民，也一样能致富

“咱是农民，没啥本事，只要好好干活，咱也能致富”。这是漳源镇

乔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王耀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王耀伟，现年 50 岁，性格开朗，墩实厚道，处事宽广，心灵手巧。不

仅种地是把好手，干起泥瓦匠活也是有模有样。妻子更是温柔贤惠，忙

里忙外闲不住，不是下地干活，就是外出打工。这夫妻俩虽说是地地道

道的农民，但把小日子打点得有滋有味。

2014 年建档立卡，由于耀伟家境贫困，被确立为贫困户。他上有八

十多岁的老母亲，下有两个儿子读书，妻子身体大病不多，小病不断，住

着三间土土胚破瓦房，条件十分艰苦，经济相当困难。每逢阴雨天，夫妻

俩更是发愁，唯恐房屋漏水塌方。孩子们每逢上学时，有时连饭钱也带

不够。虽夫妻俩精明能干，但条件所逼，不得不面对现实。

近年来，党的富民政策落实，三农扶持倾斜农村，特别是脱贫攻坚

号角吹响后，第一书记进村，包扶干部驻村，包扶责任人入户后，查实

情，定计划，绘蓝图，政策扶贫，经济扶持，技术支持，农民如雪中送炭，

贫困户如鱼得水。给农村带来了希望，给农民带来了福音，给贫困户带

来了生的活水。

耀伟和其他人一样，抓住了机遇，彰显了才能。

首先，在原有土地的基础上租赁土地 15 亩，除种植玉米、高粱、谷

子外，还种植药材 2 亩，线椒 2 亩。传统的种植加上科技经营，彻底改变

了往日的面貌。

其次，自己打工学会了泥瓦匠手艺，只要有活干，就走村串户干泥

瓦匠活。

第三，妻子农闲时也外出打工，挣个零花钱，以贴补家用。

几年来，两口子凭着勤劳的双手，夫妻俩一唱一和，一里一外，一农

一艺，种粮食、种线椒、种药材，干得热火朝天，收入可观；拿瓦刀、弄石

拳、干瓦工，给村里村外起房盖屋，又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辛勤的汗

水没有白流，早出晚归的劳动没有白干。几年间，夫妻俩奔波在乡间小

路上脱了贫，致了富。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有压力就有动力，虽是贫困户，但人贫志不

贫。耀伟两口子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凭着自己的泥瓦匠手艺；凭着厚

道的为人处事走出了困境，翻了身。2016 年，崭新的四间砖瓦房盖起来

了。当一家人搬进新屋的一瞬间，他笑了，全家人都笑了。当村里人祝贺

他时，他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咱是农民，没啥本事，只要好好干活，咱

也能致富”。

的确，父母给的东西是有限的，凭自己的双手创造的财富是无限

的。人贫志不能贫，是农民，也一样能致富。

他具有勤劳的美德，更具有新时期农民的精明能干和开拓进取的精

神，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敢想、敢干、敢拼，只要认准的事，不管有多困

难，必定排除万难，不达目的不罢休。提起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就

是新店镇峪口村致富的带头人栗利军。

栗利军，男，1989 年出生在新店镇峪口村一个普通党员家，他用自

己勤劳的双手，每天起早贪黑、吃苦耐劳。从 2017 年开始发展肉鸡养殖，

通过镇党委、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引导，成立沁县利尧肉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由于养殖技术和经验的缺乏，起初肉鸡养殖

规模较小，之后在镇党委、政府帮扶下，他不断学习养殖技术，努力提升

管理水平，不断更新观念，学会了养殖(鸡)，成为了村里的养殖大户。通过

近两年的自我发展，他的合作社规模逐渐扩大，家庭收入也逐步提高，走

出了一条养殖致富路。

同时作为一名党员，他更是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大力发展养殖产业，

他说：“我对养殖很有信心，我要先自己养殖成功，技术成熟后，带着其他

有养殖意愿的农户养，争取我们村所有的村民走上致富的道路。”他将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抓好生产，做一名可以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共产党员。

栗利军不仅是当地优秀致富光荣户，更是新农村建设中典型的新型农户

代表。

———我县脱贫光荣户、致富光荣户典型事迹选登

2014 年因缺资金、缺技术，李育波被

列入杨家铺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凭着“一

定要脱贫”的精神，在政府帮扶下，通过两

年的自我发展，2016 年实现脱贫。李育波同

志身为贫困户，但对党和政府心怀感恩，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主动创业就业，靠

辛勤劳动增加收入，摆脱贫困。一是种田 6

亩，科学经营，年净收入 3000 元。二是发展

养羊，2016 年凭借“一户一项”产业项目养

羊 15 只，2018 年已达 30 只，年净收入 5000

元。三是积极参加护林防火，年收入 1 万余

元。四是主动参加食用菌大棚产业技术培

训，现已成为杨家铺村食用菌大棚产业技

术骨干。五是利用生产闲余季节在镇内务

工，年收入 1 万余元。2017 年人均年纯收入

已达到 7500 余元。为贫困户脱贫起到了带

动示范作用。李育波同志自强不息、不甘贫

困，主动激发自己的内生动力，最终战胜贫

困，实现真脱贫、脱真贫，在全村树立了“我

脱贫我光荣”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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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光荣户栗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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