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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脱贫不久。种菜，让我和家人走上了脱贫
致富的道路。第三个丰收节马上到了，这几天我的
内心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脱贫后迎来的第一个丰
收节，今年的丰收节，我家迎来了大丰收。

过丰收节，就应该用丰收的方式去迎接。这几
天菜园里种的空心菜涨势正好，订单不断，每天下
午光摘空心菜就要摘上四五个小时，每一笔订单大
概上百斤，可以赚100多元。这些天虽然忙碌，但我
内心充实。卖了这批空心菜，预计总共可赚 1000多
元，可以说这是丰收节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10岁左右学会了种菜。但
我没想到的是，种菜竟然能发家致富。2014年是我
家四口人最困难的时候。大女儿患有智力残疾，需
要终身吃药，为了给她看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
的积蓄。小儿子那年刚上大学，需要几千元的学费
和生活费，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我们夫妻的肩上。

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时，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
春风吹到了家门口。我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享受了医疗保障、教育扶贫、饮水安全等各项扶贫
政策，让我们一家重拾了生活的信心。

有政策的扶持，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但脱贫
致富最终还是要靠自己。那时，我反复在想，女儿
身体不好，儿子要上大学，自己想出去打工，家里
却无人照料。可在家里能干点儿啥呢？ 帮扶干部给
我家指了一条光明路。有一次，帮扶干部在入户宣
传脱贫政策的时候，考虑到我们这个村属城郊村，离
县城近，适合发展蔬菜产业，就鼓励我搞蔬菜种植。
为了支持我发展产业，帮扶干部还帮我请了种植大棚
蔬菜方面的专家前来指导，并为我申请产业扶持。

说干就干。那段时间，我每天起早贪黑，去的
最多的地方就是菜地了。从开垦土地、搭建大棚、
精心育苗到观察温度、测量湿度，每一项工作都马
虎不得，就是为了种好菜，有个好收成。

种菜还是挺适合我的，毕竟可以工作、顾家两
不误。我一边照顾女儿，一边每天早起摘菜、挑
菜、卖菜。每当看着自己菜地里一个个垄起的大
棚、一茬茬绿油油的蔬菜，我内心就特别开心，这应
该就是一种丰收的喜悦吧。

有付出就肯定有收获。如今我可是村里有名的种
植大户呢！通过几年的努力，从原来的2分田小规模
种植，发展到现在的3亩；从种露天蔬菜到种温室大
棚蔬菜，规模越来越大，日子也是越过越好。2019
年，我家光蔬菜种植收入就接近2万元，我也因为种
菜成功脱了贫！今年，我种植的茄子、辣椒及时令蔬
菜，收了一茬又一茬，丰收不断，特别是有了温室大棚
后，一年四季都有收获，菜园里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这几天，电视里都在报道我们农民的丰收节。
过节这天，我在自家菜地摘了最大的茄子、最红的
辣椒、最新鲜的空心菜，然后做了几道美味的农家
菜，与家人一起庆祝丰收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朱 磊整理

丰收节里好日子丰收节里好日子

我家所在的雒源村气候干旱少雨，庄稼全靠天
收，产量很低。从17岁开始，我就外出打工，靠勤劳
吃苦盖了新房、娶了媳妇、有了孩子。但天有不测风
云，2010年一场交通事故让我丧失了劳动能力，原本
富足的家庭因此欠下7万元外债。

2013 年，我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靠帮扶政策
和资金，加上扶贫干部的帮助，我家光景又逐渐好了
起来。家里8亩多地，有3亩多流转给了村上的大地家
园果蔬专业合作社，一亩地一年750元，剩下的还是我
们自己种。我妻子,在合作社打工，一年四季都有活
干。现在，她已经从一个围着锅台转的农村妇女，变
成了油桃种植技术员，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哩！

经过治疗、休养，我的身体也慢慢康复。从大前年开
始，我开始养牛。这不仅是个技术活，更是个体力活。每
天天刚麻麻亮，我就要起床喂牛。眼下，我有5头母牛、2
头小牛犊。镇畜牧站的技术员经常教我饲养、防疫知
识，牛养得很顺利。到现在，我已经卖掉了 5 头育肥
牛，每头都能卖 1.2万元左右。以前，由于电压不够，
配饲草料只能用小型铡草机，不仅速度慢，还要人工投
料，容易夹到手，安全隐患很大。上个月，村干部协调拉
来了动力电，现在换成了自动投送的机器，又快又保险。

除了养牛，我一闲下来也去合作社打零工，工资
一天 80 元到 100 元不等。现在，我们已经还清债务。
今年种的小麦、玉米和油菜收成都很好，又是一个丰
收年！更让人高兴的是，我媳妇参与种植、培育的水
蜜桃品种——“陇蜜九号”，刚刚获得秦安县第四届蜜
桃鉴评会的“桃后”。丰收节那天，合作社举办采摘、
广场舞等活动，我也去参加了。

最近，我家喜事连连：当兵的大儿子立了二等
功，读大专的小儿子到北京实习，明年就能工作。我
有两个心愿：一是希望老大再立新功，同时早点儿结
婚；二是申请贷款建设棚圈、购买母牛，把养殖规模
再扩大一倍。 本报记者 付 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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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节喜事连连
█ 崔满路 甘肃 秦安县五营镇雒塬村村民

9月 22日是丰收节，也是我搬新家的日子。
一大早，贵阳海关驻村第一书记陈健到我家帮
忙，一起打扫新房子，再把床和大件家具搬进
去。歇息时，小陈书记问我丰收节怎么过，我告
诉他，住上新房子就是过节了。一会儿我要去镇
上买孩子喜欢吃的烤鸭和水果，再炖上自家腌制
的腊猪脚，热热闹闹吃个过节饭。

特别感谢贵阳海关对我的关心，扶贫干部
们把我当亲人。没有他们，我脱不了贫呀。

我今年 45 岁，家里 4 口人，妻子身体有伤
疾，大儿子在浙江学汽修，小儿子还在读小学。
我是在一岁那年因为意外导致肢体三级残疾，右
手已经没有手指，只剩下左手3个手指。作为家里
的顶梁柱，我有时候会感到没办法。但是我打心
里不服输，觉得人穷志不能短，手指少了我还有
手臂可以抱，还有肩膀可以扛。

村里基于我家情况把我纳入贫困户，说实
话，刚开始我很反感别人说我是贫困户，觉得没
有面子，心里老琢磨我为什么就成了贫困户，我

要摘掉这顶帽子。
小陈书记总跟我说，成为贫困户不丢人，

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勤劳致富。
如今，政府出钱把家里的厨房、厕所改造

了，免费安装了电线、门窗和护栏。村里发展
高粱种植产业和绿色生态稻+鸭产业，给我提
供了高粱、水稻种子和鸭苗，并保底收购，我
还获得了养猪、养牛等产业量化补助和扶贫项
目分红。现在医疗费用也得到了补助，小孩读
书也有资助和物资捐助，我更加有信心了。今
年我养了 4 头牛、2 头猪，收了近 3000 斤谷子、
1000多斤玉米。除了务农，我还去打零工，算
下来，我和妻子努力干活一年纯收入能赚 4 万
多元。

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修起了 3 层楼的小洋
房，没欠账，还花十多万装修好了。我觉得能
有今天的好日子，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离不开村两委和驻村工作组的关心。我会更加
勤劳干活，把日子过得更好。 陈 健整理

▲ 余洪永 （左） 在新房门前与第一书记陈健分享致富喜悦。吴 艳摄

勤劳致富，把日子过得更好
█ 余洪永 贵州 遵义市绥阳县茅家铺村村民

9 月 21 日清早醒来，听到鸡舍里不同往常的动
静，我就预感有好事发生了。赶忙披了件衣服跑去一
看，果然有好事——把那只“咯咯”叫不停的母鸡从
我自制的孵化器上抱开，只见稻糠中的鸡蛋都已经裂
开了一道道或长或短的缝隙。我拿起裂缝最深的一个
蛋，把它轻轻握在掌心，眼看着雏鸡一点点拱破蛋
壳。我高兴地大喊：“老婆子，你快来看哟！”

这是两年来，我自制的“土味”孵化器第一次成
功孵出小鸡。

回想这些年，跟做梦似的，我们家陆续迎来丰收，
从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慢慢爬出了深渊，脱贫奔小康。

那是 2013年，我刚做完食道癌手术，每个月都要
去做化疗，身体非常虚弱，啥农活都做不了。为了看
病，家里欠下了六七万元债务。当时我已67岁，一度
觉得这辈子就这样完了，甚至不敢去想那些医疗费，
那是深不见底的窟窿。

纵然再难，生活还要继续。我又操持起年轻时学
会的篾匠手艺，每天编竹器换点钱，还尝试着搞起了
中蜂养殖。儿女各有自己的负担，我不想花他们的
钱，但自己挣的钱实在太少了，一到晚上想起还没还
清的债，就睡不好。

就在这时，党的扶贫政策春风吹进了我们村。中建
三局的扶贫队从2016年起来到了方新湾村，动员留在村
里的妇女和老人发展特色养殖，我也动起了这个心思。

2018年，我养了50多只土鸡，但由于缺乏经验和
技术，死了不少。我又心疼又后悔，心里直打退堂
鼓，扶贫工作队队员找上门来给我鼓劲，还帮我争取
了产业补贴，请来了县里的养殖专家，手把手教我怎
么养土鸡。有时候他们还来我家鸡舍打扫卫生，帮着
喂药。去年，我终于养大了100多只土鸡，很快就通过
村里的网店销售一空，赚了1万多元。

扶贫工作队队员看我养的中蜂产蜜量太低，又给
我请了专家来指导。去年我增加了25箱中蜂，增加了
3000 多元的蜂蜜收入，年底一算账，毛收入 2 万多
元！我靠自己不光把剩下的债还清了，平时还能给孙
子、孙女点零花钱，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

现在，我的儿子和女儿都在黄冈市水厂当工人，两
个小家都生活得不错。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
上用新酿的蜜泡一杯水，喝一口，香甜涌遍全身！我觉
得生活越过越甜蜜。 本报记者 程远州整理

生活比蜜甜
█ 方同态 湖北 黄冈市但店镇方新湾村村民

▲

方
同
态
和
老
伴
。
刘
宇
太
摄

“豆腐！热腾腾的豆腐！”叫卖声打破了村子的宁
静。这是我的“感恩豆腐专车”出村了。 因为9月20
日那天要举办庆祝丰收节的活动，我凌晨就忙碌起
来，做了几方豆腐。卖完赶快回家，为的是把村文化
广场和附近路面清扫干净，为附近的花树剪枝。当天
上午欢度农民丰收节要载歌载舞，我有广场舞节目。
有空的话，我还准备给河渠清淤。我忙而充实，每天
有使不完的劲。

过去我活得没有精气神。老伴患帕金森症多年，
看病欠下一大笔债；大儿子四处务工，无稳定收入，
儿媳妇进家门都眼含泪花；小儿子在家打零工，媳妇
也整天疾病缠身，家里住的都是危房，墙缝透光，遇
上刮风下雨让人提心吊胆。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由南阳市社科联叶伟杰任第一
书记的工作队驻村帮扶，我家享受了雨露计划培训、转移
就业、义务教育补贴、医保6次报销、危房改造、农村低
保、到户增收等多项政策性帮扶，生产、生活、就医等方
面有了保障，儿媳妇的病也因为有了医保治好了，还添了一
双儿女。我家利用危房改造补助金建起了新房，全家办了
低保，还流转了19亩地种花生，获得了好收益。叶书记
邀请致富带头人传授种植、养殖、食品加工等技能，指导
我做豆腐。我做豆腐不抽豆筋，卖得快，淡季一次能赚百
十元，旺季一次能挣三四百元，终于脱贫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自告奋勇担任义务宣传员，
现身说法，讲我自己的脱贫经历，宣传工作队的帮
扶，宣传脱贫政策好。我坚信通过政策帮扶和自我努
力，我家和所有农民一起，将在脱贫基础上稳健走好
小康路。 路漫漫整理

豆腐也感恩
█ 周春柱 河南 南阳市周庄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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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天还没亮，我早早起床，打理完自家的
金钗石斛基地后，回家认真洗漱了一番，准备去参加
一场特别的活动。

为庆祝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赤水举办了庆祝活
动。乡亲们饶有兴趣地观看文艺表演，兴致勃勃地参加趣
味活动。我参加了点豆花大赛……大家一起分享丰收的喜
悦，一起欢度属于我们的节日。是啊，丰收节是一个值得
全国人民庆祝的日子，更是一个值得我们全家感恩的日子。

在丙安村，我曾是贫困户，又是三级残疾人。
2011年冬天，我在当地竹加工厂务工时发生意外，失
去了右手。祸不单行，妻子、大女儿和老父亲也先后
患病，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陷入无尽的苦难。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伸出了援手，帮我
们解决最低生活保障，减免儿女们上学的费用，家人
治病也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报销；干部们经常送米送
油，想尽办法帮助我们渡过难关。2014年，我家成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到更多扶贫政策的红利。

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战胜磨难、找到幸福不能
等靠要，关键是自己得努力。没有了右臂，我还有左
手，可以单手砍竹。但一只手使不上劲，加上重心不
稳，一次次摔倒，我就一次次爬起来，慢慢掌握了技
巧，一年可砍竹 30 多吨，收入 1 万多元。后来我还相
中金钗石斛种植，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劳动强
度不大、市场前景好，很适合我。

可一无资金二无技术，我当时一筹莫展。党和政府又
一次伸出援助之手。缺资金，帮我申请产业发展帮扶资
金；没技术，农技干部主动上门，手把手地教我种植。如
今有了资金和技术，我干劲十足。白天要照顾患病的家
人，我就晚上打着手电筒干，搭建大棚、种植幼苗、移植
上山……常常忙碌到深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种植了25
亩金钗石斛种苗和原生态金钗石斛，加上卖竹子、务工等
收入，每年收入不下5万元。2016年，我们终于脱贫了。
随着种植的金钗石斛进入丰产期，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下，我家的收入不降反升，预计今年可达8万元。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天天都像在过丰收节。 刘利平整理

值得我们
全家感恩的日子
█ 刘青平 贵州 赤水市丙安村村民

█ 侯彩凤 江西 兴国县潋江镇凤凰村菜农

以丰收的方式过丰收节

▲ 侯彩凤在收菜。陈 鹏摄

9月22日是秋分节气，人们迎来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春种秋收本是四季轮回，而在2020年的时光记忆中，田野里

却起了非同寻常的波澜——新冠肺炎疫情打乱农民种田节奏，面
对耽误不起的农时，上下合力保春耕；南方洪涝伤及粮食生产，
洪水退去后人们抢种补播，确保丰收到手——亿万农民以汗水浇
灌出丰收硕果，为脱贫攻坚战胜利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
启“十四五”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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