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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

3月 1日，在卢店镇龙头沟村草莓
种植基地，走进大棚温室，一股香甜的
草莓味扑鼻而来，娇嫩欲滴的草莓如同
一颗颗红宝石，星布田间地头，草莓长
势十分喜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让
人垂涎欲滴。

2019年，在登封市人大的帮扶下，
龙头沟村建立了18个高效农业阳光温
室蔬菜大棚。经过前期外出考察，村里
决定在大棚里种草莓，作为村里主导产
业来抓。当年就有 8个大棚见到了收
益，村子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有了就
近务工的门道。除了冯跃卫，村里还安
排了十几名贫困户来大棚里帮忙。

“眼下是草莓的成熟期，对每个来
干活的工人都要先进行登记、测体温、
消毒，然后才能进大棚里采摘。草莓通
过电话和网络订单，咱们上午摘好，下
午就能给用户送到就近的卡点，这样他
们既能吃到新鲜的草莓，咱也能见到收
益。”龙头沟村支书樊建敏说，既要抓疫
情防控，也要抓农业生产，做到疫情防
控和春耕生产两不误。

目前，龙头沟村 18个草莓大棚的
年产量在 54000斤左右，除去成本，每
年的收益达100万元左右。

而在卢店镇杨岗村，村民栗宗仁一
大早就在自家的蔬菜大棚里忙活起
来。“去年俺这个蔬菜大棚就收入了 2
万元，尽管今年疫情有所影响，但只要
抓住时节，也不会有啥损失。”这两天正
忙着育苗、浇水、装营养盘的栗宗仁说，

“每次到大棚干活的时候，我都要把大
棚里里外外消好毒，并要求所有人戴好
口罩。现在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时刻，我
也不能掉链子。”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杨岗村20多
个蔬菜大棚的育苗工作从 2月 10日陆
续展开。该村组织村干部们每天定时
到大棚进行消毒，提醒村民戴好口罩，
并为村民普及防控知识，全力组织春耕
生产，确保不误农时。

为实现疫情防控、春耕生产两不
误，卢店镇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春耕生产。利用村里的宣传车、大
喇叭、手持喊话器在春耕期间及时广
播疫情防控知识，指导群众在劳作期
间佩戴好口罩，分散作业，提高群众的
防护意识。及时组织各村对种子、化
肥、农膜等群众农资需求情况进行摸
底、收集，积极对接农资销售商为村民
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使群众足不出户
就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品牌农资。该镇
还组织 360名党员志愿者，分成 36个
帮扶小组，对家庭缺劳力或贫困户进
行农业生产帮扶，全力组织春耕生产，
确保不误农时。

红彤彤的草莓透着红通通的希望！
“餐前便后要洗手，居家开窗常通风……”
冯跃卫一边采摘着成熟的草莓，一边哼
着疫情防控顺口溜，在大棚里迎接充满
希望的春天。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文/图

咱们一起奔小康

“以前村里没有企业，去远处打工
又照顾不到家，家里收入仅靠爱人一个
人打工维持，生活确实困难，俺家曾被
确定为贫困户。现在可以了，在这‘巧
媳妇’里上班，不但每个月能拿到 3000
多元的工资，而且还能照顾到家。”刘桃
枝说，在村委会的推荐下，去年她来到
“巧媳妇”搞服装加工，不但脱了贫，收
入更是稳步增加。

刘桃枝所说的“巧媳妇”，就是君召
乡建设的扶贫产业就业基地。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有部分贫困
群众有就业意愿，但苦于没有就业门
路。2018年我们与河南省服装协会合
作，政府投资兴建了 7000平方米的标
准化厂房，省服装协会提供技术、设备
和管理，共同打造了这个‘巧媳妇’扶贫
就业基地。”君召乡乡长王磊介绍，“巧
媳妇”服装基地可提供就业岗位350多
个，年产值达1500万元。

除了刘桃枝等长期员工在“巧媳
妇”基地工作外，今年这里又多了些“特
殊”的员工，那就是受疫情影响，以前在
外工作无法返岗的村民。据扶贫基地
车间主管彭丽敏介绍，为了解决因疫情
不能外出务工人员就业问题，就业基地
拿出 200个岗位面向乡里近期无法外
出务工的农民工定向招聘。

“我过去在江苏常熟打工，今年受
疫情影响，工厂那边现在还没通知上
班，我看这边还可以，所以就到这里先
上着班，既有了收入，还能就近照顾家
人和孩子，感觉也挺好的。”在外务工没
有返岗的张志平就是其中的一位。

扶贫基地加工紧，村级项目生产
忙。在君召乡大滹沱村的草莓基地，贫
困户仝变丽正在草莓大棚里采摘着新

鲜的草莓。“疫情发生时，正好草莓也成
熟了，销售成了俺家人的一块心病。”仝
变丽说，正在她家为销售发愁时，乡政
府、村干部等通过朋友圈、线上电商帮
助销售草莓。“俺种的草莓卖到周边的
乡镇里比较多，可受欢迎了，今天已经
都预定完了。虽然出现了疫情，但俺的
收入没受一点影响，多亏了党委政府
呀！”仝变丽采摘着草莓，脸上露出了灿
烂的笑容。

“村里现有的12个草莓大棚，其中
5个是贫困户承包的，平均每个大棚能
带来 2万多元的收入。”大滹沱村党支
部书记赵淑萍说，“今年村里再投资
132万元建设17个草莓大棚，引导村民
走特色种植发展之路，让更多的贫困户
脱贫致富奔小康。”

据了解，君召乡全乡21个行政村，
14个村为省级贫困村。近年来，君召
乡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抓手，
每年将 60%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扶贫
产业。以产业发展促进贫困村经济发
展，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2017
年以来，先后整合 11个贫困村财政扶
贫资金，建立了“中国巧媳妇”君召扶贫
转移就业基地。整合8个村扶贫资金，
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建设香菇大棚
115座，种植香菇 90万棒，年产 200万
斤，带动全乡251户贫困户实现就近务
工增收，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35万
元。鼓励村“两委”引导创办鞋帮加工、
服装加工、吨包加工、手套加工等劳动
密集型特色加工点 36个，达到 14个贫
困村产业项目全覆盖，2019年全乡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申智慧 文/图

扶贫基地加工忙 村级项目生产紧

登封君召扶贫产业基地春意浓
卢店镇防疫春耕劲正酣

大棚里面迎“春天”

3月4日一大早，登封市君召乡大滹沱村村民刘桃枝戴好口罩，
来到离家门口不远的社区“巧媳妇”扶贫就业基地，在经过测体温、消
毒等一系列防疫程序后，走进车间，坐在自己的机位上，开始了一天
的工作。

“这些大棚里的草莓已经到成熟期，我们每天都要做好防护，戴上
口罩消好毒，才能到草莓棚里摘草莓。”登封市卢店镇龙头沟村低收入
户冯跃卫正在大棚里采摘成熟的草莓，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