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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近了，也熟悉了。来来去去的往返里，我从一个小伙子，到了不惑之年。四十岁再次选择，
我知道压力很大，但我想尝试。”

这是网友“力帆”QQ空间里一则日志里的一段话。这位高中没读完，提着一袋书离乡打工，
炼铁、做工、学开车、搞运输……如今回乡创业的他，故事耐人寻味。

高中没读完，提着一袋书离乡打工
炼铁、做工、学开车、搞运输……如今回乡创业

“力帆”：怀揣的仍旧是希望

本 报 讯（特 约 记 者 廖 涛
姜纪增 通讯员朱春露）南召县依
托地道中药材资源优势，搭建中药
材加工产业孵化园，培育产业集
群，做强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

南召县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适宜南北多种植物生长，是许多
地道中药材的原产地，药材产地正、
种类多、质量佳、品位高，是河南省
纯天然中药材资源密集区。该县充
分发挥中药材资源优势，实施中药
材产业发展规划、种植管理、技术培

训和基地建设工作，培育特色产业，
塑造知名品牌，推动中药材种植规
模迅速扩大，品种结构搭配日趋合
理，产业链条不断完善。

该县引进中药材种植龙头企
业担纲领衔，采取“公司＋基地＋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高标准建立
种植基地，选育名贵中药材集中连
片种植，通过涉农龙头企业辐射带
动，发展20多个地道中药材种植基
地，如小店乡鹰山村5000亩辛夷
规范化种植基地，乔端镇白河村万

亩名贵中药材林下种植示范基地，
皇后乡2000亩金银花基地等。同
时，该县成立中药材种植合作社
110多家，入社社员2500多户，带
动6000余名农民实现稳定增收。

该县在产业集聚区内建设了
中药材开发产业园，先后引进龙头
企业，开展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
培育了一批骨干中药材种植及深
加工企业，形成“中药材种植-精
深加工-中药提取-生物制药”的
产业链，拉长产业链条。①2

南召县依托资源优势，培育产业集群——

打造中药材全产业链

8月10日至11日，西峡县迎接党的十九大“砥
砺奋进的五年”主题图片展在县城时代广场开展。
该县 19个乡镇街道和县直单位精心制作版面，内
容既有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又有县域发展生动实
践，引来过往群众细读。①2

特约记者 封 德 杨豆豆 张 帆 摄

砥砺奋进砥砺奋进

□本报记者 马潇潇 实习生 张如尘

本报讯（特约记者
谭亚廷 通讯员张佳
迪）去年以来，镇平县把
强化驻村帮扶、选好用
活第一书记作为精准扶
贫和决胜脱贫攻坚的
关 键 ，通 过“ 优 选 、明
责 、严 管 、亮 评 ”等 措
施，择优选派了 105名
驻村第一书记，为服务
精准脱贫提供坚强的组
织保障。

精 选 扶 贫“ 先 锋
官”，综合考虑派出单位
特点和工作优势、选派
对象能力素质和专业特

长与派驻村之间的关联
性和匹配度，该县有针
对性地“配强”第一书
记 ，确 保 真 正 发 挥 作
用。同时，该县成立 10
个专项督导组和 6个执
纪问责组，通过实地查
看、闭卷测试、入户询
问等方式，督促第一书
记履职尽责。根据第
一书记的日常管理和
测评考核情况，该县半
年内共调整第一书记
62名，对 2名第一书记
及派出单位主要负责人
进行了约谈。①2

选配扶贫先锋
倾力脱贫攻坚

采访“力帆”，缘起拐河镇一
位通讯员传来的一篇稿件，稿件
最后，附着“力帆”正在读的几本
书，其中有《平凡的世界》《白鹿
原》《冯骥才散文精选》——回乡
创业办合作社，闲暇读书，而且是
纯文学类的，这无疑会让人讶然，
并进而想了解，这是怎样的一位
回乡创业人才。

8月 11日，记者到方城县拐
河镇南王庄村采访。一路上，带

记者去采访的“力帆”的发小一直
在谈“力帆”的文章，谈他的乡土
情结……

见到“力帆”，才发现，他外表看
上去没有“文弱书生”的气质，黝黑
的脸膛，粗实的大手，都是生活的一
种印记——奔波、拼搏，努力生活。
他笑着说，本是拿锄把的，却要去拿
笔，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儿时梦，有
这个梦支撑着，生活才不枯燥……

“我像一头拉着犁耙的牛，一

直伸着脖子向前走着，起点是家
乡的河边……”1990年农历十一
月的一天，天蒙蒙亮，一个后来给
自己起了个“力帆”网名的 15岁
男孩早早起床，提着一袋子高二
课本，和同村另一个男孩一起，离
开南王庄村去郑州一家炼铁厂做
工。当时，这个男孩在心里盘算
好了，他要边打工边读书，来年回
来读高三……这一去，这个男孩
再没有回到过校园。

离开家乡，提着一袋子课本去打工

“铁铲很重，有点拿不动。”这
是“力帆”炼铁的最初记忆。在炼
铁厂里打工还不足一个月，父亲
病重，当他拿着一百多元钱的工
资，拎着课本赶到家时，父亲已经
离世。“力帆”说，他那个时候已经
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机
会再回学校上学了，他要担起一
家人的生活，为母亲分忧！

在外打拼了二十几年，历经了
种种生活不易。“力帆”一边接受着
生活的磨砺，一边靠读书为自己减
压。他QQ日志里《电白行》记录
的是1993年的生活经历：“九三年
的雪来得特早。10月16日，我怀
揣希望，再踏征程。广东茂名市电
白县。”这年，“力帆”18岁，他婉拒
好心邻居介绍他倒插门到西乡做

女婿，前往电白县一家筑路公司打
工。在工地上他遇见一位副队长，
这位副队长是从西安交大毕业的，
副队长看他字写得好，就让他跟着
一起搞测量。在民工眼里，这已经
很不错了，不用下苦力了，可“力
帆”知道，这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
穷”。于是，他辞了工地的工作，又
去寻找机会。

辗转打工，靠读书为自己减压

几经波折，“力帆”学会了开
车，先是给别人开，后来自己买车
搞运输。他拼命找活跑车，钱是挣
了一些，可是，总有一种漂泊感让
他难以释怀。一次施工车队路经
一个村子，村边长满了荔枝树。“力
帆”在当天的日志里写道：“小溪水
从山上流下来，经荔园，流向村庄，
再流向很远的地方。水很清澈，和
我老家门前的溪水一样清……”游
子思乡情浓，跃然纸上！

2014年底，在回乡创业的热
潮中，“力帆”毅然决定，将外边的
运输业生意收拢，回南王庄村投资
办合作社。这次，他要用在外边赚

的钱在家门口创业——面朝澧河，
背靠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七峰山，
流转土地200多亩，以经营绿化苗
木和采摘园为主，并带动周边乡亲
就业。今年，“力帆”的合作社又在
采摘园区的周围新增了流转土地，
仅法桐就种植了40亩，还种了垂
柳……这些投资一年两年难见效，
可是，南王庄村紧邻七峰山，打造
七峰山外围生态环境，“力帆”觉得
自己义不容辞！

回乡创业初期，所有的投资
还见不到收益，而且还要继续往
里投，可以说，“力帆”现在很难。
不过，“力帆”说，再难也要撑下

去。“力帆”引用他随笔散文《炼
铁》里的话说：“再累，累不过雪地
里的纤夫；再熬煎，煎不动那颗年
少时炼过铁的心。”

“力帆者，本名王双印，方城县
拐河镇南王庄村人，好读书……今
回乡创业，实有故土之思，桃源之
梦……”这是“力帆”发小发给记者
的。说起这次创业，“力帆”说，怀
揣的仍旧是希望！①1

回乡创业，怀揣的仍旧是希望

本报讯（通讯员赵
兰奇 王绍亭）社旗县
饶良镇“三扶”并重（专
项扶贫、产业扶贫、社会
扶贫），推进脱贫攻坚。

该镇根据不同致贫
原因，逐户制定帮扶措
施，帮助贫困户至少掌
握一至两门技术。为有
效破解贫困户无资金难

题，该镇实施贴息贷款
和互助合作社扶贫模
式，最大限度地利用金
融扶贫，帮助贫困户发
展产业。该镇邱庄村在
县人大驻村工作队帮扶
下，建成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扶贫基地，搭建
蔬菜大棚，吸纳贫困户
参加，稳步增收。①2

突出产业扶贫
逐户帮扶增收

乡村乡村 事事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