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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咕咕咕”叫醒的早晨——

庭院经济成了“摇钱树”

刘皮村在哪？
当得知分在刘皮村驻村，我掏出手机搜了搜。从地图

上看，刘皮村地处豫东平原，位于河南、山东、安徽三省交
界处，距离山东省单县仅20公里左右。简介上写道，刘皮村
下辖刘皮、王寨、范庄、李庄4个自然村，耕地2560亩，全村
共1550人。

寥寥数语，对刘皮村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地图上的一个
点。而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个村子的模样愈发清晰……

4月15日，坐高铁从北京来到了商丘。下车后，换乘
汽车一路向东，穿过笔直宽阔的主干道抵达虞城，从县
城拐弯向北，路旁的景象从高楼变平房，从平房变麦
田。沿着这条路又走了约半小时。正值春耕结束，道路
两旁的麦子绿油油的，高约半米，长势喜人。微风轻
拂，每株麦苗都好似随风起舞。刘皮村，就是麦田间的
一个普通乡村。

到达村子，眼前的景象让人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我从小在华北平原的农村长大。无论是

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是村中零散种植的油菜花、大葱，都让
人有了家的感觉。

陌生，则是因为和记忆中的农村大有不同。不见了
茅草房顶、圆木房梁，而是平展的水泥路面，宽敞明亮
的房间，各类电器一应俱全，家家户户还安装上抽水马
桶。如果只是待在屋子里，谁还能分得清是在农村还是
在北京？

为什么和记忆中的相比，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找到了刘皮村这些年发生变化
的答案。

第二天一早，伴随着氤氲晨露湿润的气息，在一阵“咕
咕咕”的鸡叫声中醒来。来到院中，只见卢大爷刚“摸”了几
个鸡新下的蛋。

“你摸摸”，说着，卢大爷把鸡蛋递了过来。一摸，还热
乎着！卢大爷边说，边把鸡蛋放进锅里煮。“这是刚下的绿
皮鸡蛋，是五彩蛋鸡下的。”

“真香！”一同驻村的同事在北京出生长大，第一次吃
到刚下的鸡蛋，不禁感叹道。

啥是五彩蛋鸡？“你瞅瞅它们下的蛋，是不是颜色不一
样。”刘皮村党支部书记卢英民拿起几只鸡蛋向我们展示。
定睛一看，绿皮、白皮、黄皮的都有。“这可是俺们刘皮村的
特色产业，是我们发展的庭院经济。”卢英民说。

村舍里，时常能看见成群结队的五彩蛋鸡，遇到人也

不怕生。
不过，一年前村里却没几只五彩蛋鸡的影子。“当时俺

村结合实际，与外面的公司合作，引进五彩蛋鸡项目，在村
里进行推广。”卢英民回忆说，不少村民有顾虑，不愿加入，
一是怕自己不懂技术、产量上不来，二是怕鸡蛋缺乏销路、
卖不了好价。

如何打消村民的顾虑？刘皮村推行“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公司提供鸡苗、技术培训，村两委引导成立的五
彩蛋鸡养殖合作社则扮演着“桥梁”角色，负责鸡舍搭建、
饲料供应及鸡蛋统一收购。农户只需支付鸡苗款的七成，剩
余部分以产出的鸡蛋抵扣。合作社按每枚鸡蛋0.9至1元的
价格从村民手中收购，公司再以每枚1至1.05元的价格从合
作社收购，并负责对外销售，从而形成稳定的产业链条。

年近八旬的村民卢超骏，也跟着养了起来。在卢超骏

家的小院里，一个三层鸡笼里养了约40只
五彩蛋鸡。正是喂鸡的时间，卢超骏用长
柄铁勺舀起自制的玉米饲料，均匀洒在喂
食区，整个过程不超过 5分钟。“饲料都是
平时卖剩下的粮食。每天早晚喂两次食就
行。”他说。

现如今，刘皮村已有 120 多户村民加
入五彩蛋鸡养殖队伍，存栏量达 6460 只。
每只蛋鸡一个产蛋周期，村民可以挣 300
余元。养殖五彩蛋鸡的庭院经济成了助力
农民增收的“摇钱树”。

“我们以党建引领，在全乡推广刘皮
村庭院经济成功经验，带动村民增收，
进一步激活乡村产业潜力，为推进刘集
乡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动力。”刘集乡党委
书记杨保华说。

大爷会烧新疆菜——

后生家门口能就业

住在卢大爷家，没少吃他做的饭。某天中午，卢大
爷神秘兮兮，没让我们过去帮忙。吃饭时，桌上竟摆上
一盘他自己做的新疆大盘鸡！夹起一块鸡肉品尝，鲜嫩
又入味，与平时在新疆菜小馆吃的并无差别。卢大爷又
从锅里捞出自制的“裤带面”放进大盘鸡的汤里，咬一
口面，口感筋道又香气十足。

刘皮村和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听起来怎么也不沾边。
“卢大爷还会做这菜呢！从哪学的？”
“20多年前，我曾在新疆塔城打过工，做大盘鸡就是在

那学会的。后来实在想家，就回来了。”卢大爷抿了一口酒说，
“那时没办
法，俺村男
人都在外面
打工挣钱。”

村子里
年岁稍长的，
几乎都有外
出打工的经
历。卢英民，

“在山东采过
食盐，在北京
下过工地，在
山西炼过钢
铁”；村党支
部委员王怀
强，“开大货
车在全国各
地穿梭，吃
住几乎都在
车上”……

在刘皮
村，这样的
故事家家都有。但他们的子女，过上了和父辈不一样的生
活——家门口就业！

卢大爷的大儿子在县里上班，小儿子在离村子不远的
科迪乳业工作。用卢大爷的话说，“他们俩一个月工资五六
千，开着车可以随时回来，我挺知足。”在刘皮村，还有相当
一部分人，可以步行上下班，工厂建在村北口的河南应天
药业有限公司，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新去处。

走进应天药业的工厂，干净整洁的车间、层次分明的
生产线、训练有素的工人……丝毫看不出是建在乡村的企
业。在包装车间内，只见工人手指上下翻飞，膏药贴、腱鞘
膏等产品一盒盒依次下线。

“我是地道的刘集人，出生在刘皮村隔壁的蔡老家
村。”河南应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云飞讲起了他的故
事，他祖辈从事正骨一业，最引以为豪的是先辈传承下来
的筋骨散热敷疗法。

后来，朱云飞的父亲在商丘市开了一所疼痛康复理疗
馆，朱云飞随迁到商丘市居住，高中毕业后考上山东青岛
的一所大学，毕业后留在天津工作。家中店铺也在发展。在
大学生返乡创业利好政策的指导下，朱云飞回到生于斯、
长于斯的地方，在刘皮村开办工厂。

伴随着人们对中医养生的认可，工厂的发展越来越红
火。工人大多是蔡老家村、刘皮村的村民，累计带动 100多

名村民就业。“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很清楚在村子周边务工
的女性大多是宝妈，她们既要照顾孩子、老人，又要应对农
忙时节的田间劳作。”朱云飞说，在厂子设立之初，就考虑
到了村民们的实际情况，推行弹性工作制度，员工可以选
择计件或计时工作模式。即使计件工作，工人每月也能赚
三四千块钱！

工厂留住了本地村民，还促使外面的“老”村民回家，
更带来“新”村民。90后村民范晓宇，曾辗转山东济南、浙江
宁波、河南郑州工作，最后回到了村子里，
发现“这里钱多事少离家近”；理化师黄浩
东是广西人，曾长期在广东广州工作，来
到刘皮村，“早饭不再嗦粉，只喝胡辣汤”；
裁剪师傅李振杰，被朱云飞高薪从广州挖
来，月薪可破万……

2021 年，筋骨散热敷疗法被成功列
入商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我
们不能沾沾自喜，而是要守正创新，公司
研发出包含擦剂、贴剂、膏剂等多形态的
产品。”朱云飞说。

“咋来了这么多洋面孔，怪稀奇咧。”
说起曾经在村里看到的外国客商，不少村
民记忆犹新。

如今，应天药业的产品已经尝试“出
海”，并交出了可喜的成绩单，国外订单纷
至沓来。刘皮村，这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
古朴村落，正变得越来越有“国际味儿”。

土豆要选熟一点的——

村里有个“孝善大食堂”

4月17日，农历三月初九，是刘皮村“孝善大食堂”开餐
的日子。清早，我坐着卢大爷开的电动三轮一块儿去村子
西边的超市买菜。作为“孝善大食堂”的志愿者，早在前一
晚，卢大爷在心里就定好了今天的菜谱：土豆炖鸡、西葫芦
炒蛋、焖饼。

每一个土豆，都被拿起来反复端详，确认品质后才放
进袋子里，“给老人们做饭，土豆要选熟一点的，方便消化，
这样的才中。”卢大爷边挑土豆，边跟我说。刘皮村“孝善大
食堂”专为村里老人开设，每逢农历初九、十九、二十九开
餐，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吃。

回去后，卢大爷一笔一画把当天买菜的花销记在账本
上——4月 17日，77.2元。“开办‘孝善大食堂’的经费都由
村民捐赠而来，每分钱都得认真对待。”

我想起了在村子墙上看到的刘皮村“慈善榜”。无论捐
了几千上万，还是一百两百，都一视同仁，名字和照片一齐
展示。我在心里粗略算了一下，目前的经费，保底可供全村
80岁以上的老人吃5年。

在食堂所在的小院里，卢英民、王怀强等志愿者早已
忙活开了，有的烧锅、有的洗菜、有的收拾桌凳。

95后刘新正在洗菜。“谁家没有老人，以后俺们都会变
老。正好我也喜欢做菜，就来这里帮帮忙。”刘新在附近镇
子上的一家钢卷尺厂工作，当天轮休，但也不想闲着，就过
来帮忙。

不一会儿，院子中支起的大锅就“咕嘟咕嘟”沸腾起
来，小院飘着阵阵香气，袅袅炊烟通过烟囱散出。

11点半，村里老人陆陆续续到了，乡村医生王清锋也
赶来这里。原来是趁今天老人到得比较齐，村卫生室要办
一场公益的高血压防治健康讲座，并免费为老人们测血
压、血糖。“平时吃的药还要坚持吃呀”“不能再像之前一样
吃太多盐了”。对村里每个老人的健康情况、饮食习惯，王
清锋了如指掌。

开餐时间到了，老人们三两坐在一桌，院子里欢声笑
语。“刘皮村有很多长寿老人，一直有孝老、敬老、爱老的风
气。”卢英民对我说，“当听说要开办‘孝善大食堂’，村民们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在“孝善大食堂”，村里的老人认识了我这个“新村
民”。之后在村子里见面，会微笑着互相打招呼、聊天。

相较老人，小朋友打招呼的方式则更直接，见到我就
大喊“北京，北京！”并叫我和他们一起做游戏。跟小朋友的
相识，源自对蔡老家小学的一次探访——

蔡老家小学距刘皮村不到1公里，学生约300人，主要
来自刘皮村、蔡老家村等附近村子，每个年级一个班、一个
教室，大部分教室配有多媒体教学设备。“这里的教师老中
青三代结合，既有扎根在此20年的老教师，又有90后特岗
教师。”蔡老家小学校长祝海鸥说。

我探访时恰逢课间，学生们正三三两两做游戏，跳绳、
跳皮筋、跑步比赛……见来了陌生人，学生们纷纷围过来，
尤其对我脖子上挂的相机感兴趣，纷纷摆起姿势，让我给
他们拍照。

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一老一小，从来都是每个家
庭的牵挂。作为记者，总有想提问题的习惯，但每每在村子
里看到老人和孩子舒朗的笑，许多问题还没问出口，心中
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
两周的时间转瞬即逝，到了返京的时候。离别之

际，卢大爷红了眼眶。这个刚强的豫东汉子，为了不让
我看见他柔软的一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坐在回程
的车上，我眼泪止不住簌簌地往下流。泪眼朦胧中，窗
外的麦田渐行渐远，平房、高楼开始占据视线。再回首，
刘皮村早已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而成为心中难以割
舍的情结。临行前已经和乡亲们做了约定，还要多回来
看看。

拿着手机，周围是一栋栋摩天大楼和急匆匆的行人，
看着卢大爷的微信，一时没回过神。刘皮村的那些人、那些
事一一涌上心头，手指不知如何落下，只回了一句：

“我想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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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咚……“五一”期间，被我设为置
顶的卢大爷发来微信，“院子里的莲子
树开花啦！”看到他发来的照片，思绪拉
回到千里之外的刘皮村，想起在那里的
点点滴滴。

卢大爷名叫卢守峰，今年55岁，是河

南省虞城县刘集乡刘皮村村民。4 月 15
日—29 日，我在刘皮村接受为期两周
的驻村学习教育和实践锻炼，借住在他
家。起初，刘皮村只是地图上一个陌生坐
标。但通过深入了解，这片土地、这里的
人、发生在这里的事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五彩蛋鸡下的鸡蛋。 柳 青摄

卢守峰展示烧制的新疆大盘鸡。
本报记者 赵 昊摄

卢守峰展示烧制的新疆大盘鸡。
本报记者 赵 昊摄

赵昊（右）在刘皮村“孝善大食堂”为乡亲打饭。
健康时报记者 韩金序摄

蔡老家小学的学生们。 本报记者 赵 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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