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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账——
乡 村 产 业 联 农 带

农 ，2023 年 村 民 人 均
收入超过 1.6 万元

12月 11日 小雪转阴

今 天 是 驻 村 第 六 天 ，昨 晚 下 了 场

雪，地里绿油油的麦苗盖上了“棉被”。

一早出门，就遇到身穿蓝色工装的

村民刘信开着叉车忙活。“俺往酱菜厂

运豆角，干了 7 年了，刘大庄酱菜是俺们

村自己的品牌！”刘信说。

记得驻村第一天，麦仁村党支部书

记刘礼君就介绍过，刘攀登是村里的致

富带头人，他开的酱菜厂拓宽了村民的

增收渠道。

我们跟随刘信来到酱菜厂。厂区

按加工品类与加工工序划分出工作区

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在生产线上忙

碌，货架上整齐堆叠着各式包装好的酱

菜：有腊八蒜、糖蒜、豆角、萝卜干、泡椒

等。刘攀登走过来说：“眼下主要卖腊

八蒜和糖蒜，2023 年厂里销量比上年增

加了 20%。”

小 酱 菜 如 何 发 展 成 村 里 的 支 柱

产业？

刘攀登说：“俺家以前是作坊式生产，

我父亲那会儿每天早晨 4点就得起床，去

镇上赶集卖酱菜。9 年前俺建起了加工

厂，现在做酱菜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产能大幅提升。刘攀登介绍，厂里

配备了两台全自动真空包装机、一台半

自动真空包装机，24 小时运转，一天就

能打包 13 万包，“机械化大大提升了产

能，我们能接更多的单子了。”

冷库保障质量。2023 年，县里投资

44 万元在村里建起了冷库，刘攀登全年

支付村集体 8 万元租金。“以前冬天做腊

八蒜，温度控制不好，做出来的腊八蒜

有时一批绿、一批不绿，有了控温冷库

以后，产品质量有保证，而且夏天也可

以做腊八蒜。”刘攀登说。

电商拓宽销路。麦仁村地处 317 省

道和 208 省道交界处，发展电商交通便

利。“俺 2018 年开始做电商，坐在家里就

有车来拉，货能往全国发。这生意越做

越有奔头。”刘攀登满脸喜悦地说。

酱菜厂做出了名堂，如何带动更多

的乡亲？

从刘攀登的酱菜厂出来，记者碰上

村民张玉霞牵着孩子回家吃午饭。

“俺家就在厂附近，每天中午都能

回家给孩子做饭，吃完午饭再回厂里上

班，挣钱不耽误顾家。”张玉霞笑着告诉

记者，她在厂里主要做快递打包，一年

能挣 4 万多块钱。

刘大庄酱菜厂解决了村里 30 多人

的稳定就业。大蒜收获的时候，鲜蒜送

到腌池前，需要大量工人修剪蒜头，“每

年‘五一’一过，俺们村加上附近村，四

五百人前前后后要干 20 多天，人均能增

收两三千元。”刘攀登说。

除了务工，刘大庄酱菜厂还通过订

单带动种植户增收。

村民刘献伟今年 49 岁，3 个儿子都

在外地打工，他和妻子在家带 4 个孙子

孙女。刘献伟是个种地老把式，一共种

了 17 亩地，每年都会拿出三四亩地种

蒜，“村里有酱菜厂，不愁销路。”

刘 献 伟 算 起 账 ：“ 蒜 种 、肥 料 、人

工，一亩地成本大概 1000 元，收入能有

5000 元，去年我种了 3 亩蒜，净赚了 1.2
万元。”

“一年光散蒜我就能收差不多 20 万

斤，都是俺们村和周边村的村民种的，

大伙儿收上来拉到我这儿卖。”刘攀登

告诉记者，除了收蒜，酱菜厂还收豆角、

芥菜、萝卜等。

“村里就得有攀登这么能干的带头

人 ，我 们 尽 力 帮 他 做 好 服 务 。 现 在 村

里有‘企业+农户’‘帮扶车间+脱贫户’

等 模 式 ，我 们 还 会 继 续 完 善 联 农 带 农

机 制 ，把 产 业 增 值 收 益 更 多 留 给 村

民 。”刘 礼 君 介 绍 ，村 里 的 企 业 除 了 刘

大 庄 酱 菜 厂 ，还 有 绿 佳 食 品 、辛 家 驴

肉、倩雅内衣等，带动不少村民在家门

口稳定就业。

记者跟踪了解到，2023 年麦仁村人

均收入超过 1.6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20 多万元。

脱贫户增收账——
监 测 帮 扶 措 施 到

位，脱贫群众家门口有
活 干 ，月 均 收 入 1500
元左右

12月 14日 大雪

屋外飘着大雪，早晨 4 点，村民刘钦

平就和妻子起床了。没一会儿，一盆盆

面 粉 就 摆 放 齐 整 ，两 口 子 开 工 做 起 了

面条。

按照一斤面两斤水的比例，刘钦平

将 原 材 料 倒 进 缸 中 ，然 后 将 原 料 缸 放

进 压 面 机 ，打 开 按 钮 。 面 团 被 压 成 面

饼 后 ，切 割 成 鲜 面 条 晾 挂 起 来 。 两 口

子将面条称好、装袋后，将两辆三轮车

装得满满的，冒着纷飞的大雪，分头送

货去了。

7 点多，刘钦平的

电动三轮车开到了麦仁村

的 好 运 来 超 市 ，老 板 朱 雷 鸣 开 门 收

面 。 按 照 前 一 天 晚 上 在 微 信 上 的 约

定，刘钦平放下 40 斤面条后就迅速赶

往下一家。

10 点刚过，刘钦平跟妻子送完面条

回到家里。雪这会儿已经停了，刘钦平

给记者倒上热水，在对面椅子上坐下。

“您大雪天也照常做面、送面吗？”

记者问。

“对，大年三十也不休息。这周边

就我一家做鲜面条，我不做大家就没得

吃了，呵呵！”刘钦平回答。

眼前，55 岁的刘钦平劲头十足。可

在 2016 年，他因心脏病一度被定为贫

困户。

“ 那 时 一 年 到 头 看 病 ，没 法 下 地

干 活 。 后 来 村 里 帮 忙 申 请 了 扶 贫 小

额 贷 款 ，我 买 了 这 一 整 套 做 面 条 的 机

器 ，总 共 贷 了 1 万 元 ，一 年 就 还 清

了 。 到 现 在 做 了 7 年 面 条 了 ，日 子 一

年比一年好。”

刘钦平算起了他家的收入账：鲜面

条两块钱一斤，成本一块五，每天大约做

400 斤，一个月能挣 6000 块钱。“俺家还

有三亩九分地，秋天

种小麦，夏天种玉米，一年

下来，总收入有 9万多元。”

在麦仁村，像刘钦平这样稳定增收

的脱贫户还有不少，村里对脱贫户的防

返贫监测和帮扶一直不放松。

村干部介绍，2022 年秋天，他们走

访发现，村民李中信因为肺结核住进了

医院。

“我们收集了他家的信息，先核对

政策，看是否符合监测户申请条件，然

后开会讨论、公示，批下来后立刻按流

程帮他申请了低保。”麦仁村驻村第一

书记宋孝舜说。

来到李中信家，大门上贴的“2023
监测对象明白卡”十分醒目，卡上一项

项列出了对他家的帮扶情况。

李中信肺结核已初步治愈，招呼记

者坐下后，他打开了话匣子：“我 2022 年

11 月被纳入监测户后，村干部立刻帮我

申 请 了 低 保 ，每 个 月 多 了 300 多 块 收

入。多亏了这个政策，让我日子过得宽

松多了。”

宋 孝 舜 介 绍 ，麦 仁 村 现 有 脱 贫 户

164 户，其中监测户 4 户，风险消除监测

户 4 户。村里有帮扶基地、帮扶车间，经

营状况良好，带动 400 多名脱贫群众月

均收入 1500 元左右，有活干有钱挣，脱

贫户整体发展动力足。

返乡青年创业账——
发展条件好，扶持

政策优，6 个年轻人返
乡创业，带动七八十人
就业

12月 16日 晴转多云

雪后气温大幅降低。“今年小麦种

得都晚，现在降温对小麦好。”麦仁村包

村干部郭红旗指着路两边的麦田说。

来到一片在建大棚的田地，村民刘

标正在给大棚扎压条。最近，他天天一

大早就钻进棚里，采摘成熟的辣椒，采

一批卖一批。

记者钻进大棚，里边特别温暖。“棚

里可比外头暖和多了。”刘标笑着说，“我

回村种地第四年了，这个棚夏天种西瓜，

冬天种蔬菜。我以前是网络工程师，在

外头给人装宽带，28岁那年回了村里，一

来是小孩、老人需要照顾；二来是村里发

展条件比以前好多了，种大棚有效益，不

比在外头打工差。”

谈起这些年来村里的变化，刘标很

是感慨：“变化太大了！要不是村里修

了那条排涝水渠，夏天下暴雨，我的瓜

就得淹了。”

刘标对种蔬菜瓜果很有信心：“基

础设施有保障，大棚更是高科技，你看，

调温调湿、滴灌设备都配上了，种的品

种也好，不仅产量有保障，而且还能卖

上好价钱。”

“俺现在有 52 个大棚，每个建造成

本 2000 元，两到三年更换一次。土地

流转、种子、化肥、农药、人工等费用全

算 下 来 ，一 个 西 瓜 棚 种 植 成 本 约 5000
元 。 俺 的 大 棚 西 瓜 ，比 露 天 西 瓜 早 上

市两个月，价格卖得高，每个棚净收益

在 2000 元左右。”刘标告诉记者，“我今

年打算再加 30 个棚，这两天正抓紧搭

建，春节前瓜苗得移栽进棚。”

郭红旗介绍，麦仁村鼓励青年返乡

创业。“这些年村里持续完善基础设施，

修了排涝沟，给田地都配套了电站、水

井，还修了座标准化粪污处理场，不仅

美化了村庄环境，生产的肥料各家都可

以按需取用。”

生产条件全方位改善，道路硬化、村

庄美化、河渠靓化、庭院绿化等工程陆续

实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1989 年出生的刘坤之前在浙江海

宁打工，2022 年他带着技术返乡，开起

了嘉瑞沙发厂，专门做沙发套。

记者来到沙发厂时，刘坤正伏案裁

剪布匹，妻子带着纺织工人将裁剪好的

布匹织成沙发套。

“俺 15 岁就出去打工了，眼看着村

里发展得越来越好，交通又这么方便，

就动了回来创业的心思。”刘坤告诉记

者，“村里帮了俺不少，这家门面就是村

支书出面协调帮俺租下来的。有新的

扶 持 政 策 ，村 干 部 都 会 第 一 时 间 通 知

俺。比如稳定经营一年以后，就能申请

5000 元 补 助 ，还 能 减 免 一 定 比 例 的 租

金、水电费用等。”

记者来到二楼，6名工人正在缝纫机

前忙碌，吴亚芳是其中之一。“俺之前在

外地做了 10 多年沙发套，现在家门口就

能打工，而且比以前挣得一点也不少。”

吴亚芳说。

刘坤算了自己的创业账：目前手上

的订单能做到 2024 年 7、8 月份，每天能

做 100 多套，加上各种补贴，一年大概能

收入 15 万元，还能带动 14 个工人，人均

年收入六七万元。

“这 3年村里陆续回来了 6个年轻人，

有种地的，也有开厂的，带动了七八十个

村民就业。我们聘请专家来村里进行技

术指导，每年至少 4 次，帮助对接服务企

业。总之，千方百计努力营造更好的创业

环境，让返乡创业年轻人能成事、留得住，

让村庄发展更有活力。”郭红旗说。

基本公共服务账——
就近入学、小病不

出村、常见病不出镇，乡
亲们日子过得更踏实

12月 18日 阴

上午 10 点，下课铃一响，麦仁学校

的学生们迅速在操场上整齐排列，做起

了课间操。

操场西侧干净明亮的食堂里，厨师

们正在准备孩子们的午餐，大锅里“咕

嘟 咕 嘟 ”炖 着 鸡 肉 ，蒸 箱 冒 着 腾 腾 热

气。今天中午的餐食是椒香鸡块、清炒

白玉菇、馒头和小米粥。

麦 仁 学 校 从 幼 儿 园 到 初 中 ，一 共

483 名学生，其中一至九年级的学生在

食堂用餐。这样荤素搭配的营养午餐，

一顿只需 1 元钱。

脱贫户刘洋的两个孩子都在麦仁

学校就读。记者和他一起算了下教育

支 出 账 ：女 儿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免 交 学 杂

费，学校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字典等学习

资料，每天有 5 元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 养 膳 食 补 助 ，可 以 免 费 在 学 校 吃 午

饭，每学期还有 250 元的生活补助。上

幼儿园的儿子每学期学费 1800 元，享受

补助 500 元。

“除了早晚接送两个孩子，孩子妈

妈可以在家接点针线活，贴补家用。”刘

洋笑着说，“看着孩子们健康快乐，这日

子过得真踏实。”

麦仁村落实困难学生资助，对留守

儿童“一对一”“多对一”帮扶。每学期

开 学 前 ，村 里 都 会 统 计 困 难 学 生 并 逐

一走访，给孩子们送去文具、书本等帮

扶物资，向监护人详细了解家庭情况、

生活状况，讲解资助政策。

民生无小事。在麦仁村，除了孩子

上学，村民看病也有保障。

记 者 从 刘 洋 家 出 来 ，遇 到 了 郭 红

旗，他正要去监测户陈桂英家，“明天要

下雪了，老太太身体不好，家里只有她

一个人，我去看看她缺不缺啥。”

离陈桂英家还有几米，老人就闻声

过来开门，笑吟吟地探出半个身子：“知

道是村干部来看我了，他们隔两三天就

来一次，一直惦记着我。”陈桂英今年 75
岁，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慢性病。

桌面上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盒，上面

写 着“ 早 上 半 片 ”“14 日 吃 一 片 ”等 字

样。因为要吃的药多怕记不住，陈桂英

就在开药时，让医生把吃法和医嘱写在

药盒上。

记者帮陈桂英算了算看病吃药支

出账：老人常吃药品中，有两种是集中

采购的中选药品，价格分别是每盒 2.48
元和 6 元，另有两种是甲类药品，报销比

例 100%，算下来，老人每个月花在吃药

上的费用不到 100 元。根据医疗救助政

策，她每年缴纳的 380 元河南省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额退回。“感谢党

的好政策，让俺过上了好日子。”陈桂英

连声说。

准 备 离 开 时 ，郭 红 旗 细 心 叮 嘱 老

人：“下雪了就别骑车出去拿药了，如果

不够了，就给高万里打电话。”

高万里是麦仁村卫生室的医生，也是

全村脱贫户、监测户的家庭签约医生，经

常骑一辆电动车下乡入户开展服务。

“ 有 了 家 庭 医 生 ，生 病 了 打 个 电

话 ，过 会 儿 大 夫 就 来 了 。”监 测 户 李 中

信 还 有 心 脏 病 。 记 者 到 他 家 走 访 时 ，

刚 好 高 万 里 医 生 来 定 期 随 访 ，给 老 两

口 免 费 量 血 压 、测 血 糖 、配 送 治 疗

药物。

郭红旗介绍，2023 年全村家庭医生

团队签约服务和慢性病签约管理率都

达到了 100%，乡亲们基本实现了小病不

出村，常见病不出镇。

离开李中信家，高万里医生又骑上

电 动 车 ，赶 往 下 一 户 。 一 人 一 车 一 药

箱，他行驶在麦仁村各条村间小路上，

风雨无阻守护着村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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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
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
理水平，强化农民增收举
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
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
性成果。”

2023 年 12 月 5 日到
20日，本报记者来到河南
省虞城县站集镇麦仁村驻
村实践锻炼。麦仁村位于
站集镇西部，距镇政府 1.5
公里，辖 6个自然村、10个
村民小组，村民 2540 人，
耕地面积 2650 亩。半个
月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
动，记者坚持写《驻村日
记》，记录下乡村振兴一线
的澎湃活力，记录下乡亲
们奔向美好生活的奋斗热
情。本期《新农村》周刊摘
选部分日记，带读者细品
麦仁村的振兴账本。

核心阅读

驻村半个月，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刘

大庄酱菜厂。

从祖辈家家户户做酱菜，到父辈作

坊式生产大头菜，再到刘攀登规模化生

产、对接大市场，三代人做酱菜的历程，

折射出乡村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

变迁。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

之重。一个村庄，有了支柱产业的带

动，村民有活干有钱赚，稳定增收、家庭

幸福才有了可靠的依托，村集体也因此

增收，有条件为村民办更多实事。现在

的麦仁村，产业兴旺，孩子就近入学，小

病不出村，办事更方便，村里的公共服

务水平、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麦仁村是一个缩影。放眼神州大

地，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乡村产业发

展步伐加快，实现从“有”到“好”的提升，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产业振兴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循序

渐进、久久为功。新征程上，各地有力有

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提升乡村产

业发展水平，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提升

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如今，酱菜产业已成为麦仁村的支

柱产业。岁末年初，刘攀登开始了新谋

划：“少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顺

应这一趋势，酱菜厂准备推出轻盐系列

产品。“刘大庄”品牌也在着力提高知名

度，村里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扩大酱

菜产业生产规模。

新的一年，乡村气象更新，乡亲们

的生活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让更多乡村产业

实现从“有”到“好”的提升
李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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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麦仁村的服装制作车间。

图②：村民从刘大庄酱菜厂下班，孩子在家门

口玩耍。

图③：麦仁学校的学生在做课间操。

图④：工人在车间里包装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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