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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的清水河大地，放

眼望去仍是大片大片的枯

黄，而聚宝庄的温室大棚里

却是绿意盎然，果挂枝头。69

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赵铁厚

穿梭在香瓜大棚里，封顶、绕

头、掐叶，一株株四处生长的

瓜秧子被收拾得井井有条。

疫情期间，一直在大棚里务

工的赵铁厚没有受影响，每

个月还能收入3000多元。

为了抗“疫”与脱贫攻坚

两不误，王万斌与村两委会

一班人组成执勤队伍，4组12

人，24小时严格管理村里人

员进出，保障扶贫产业及人

员务工有序运转。“疫情刚出

现时，最担心没活干，没钱

赚。”赵铁厚满意地说：“干部

们冲在最前头，给我们看家

护院，我们才能在后方安全、

安心地埋头干活赚钱。”

在香瓜大棚里，笔者看到

10 多个妇女一手拿尼龙袋

子，一手拿小剪子，咔嚓一声

将一米多高的瓜蔓多余的枝

条剪掉，每株挂满七八个勺头

大的香瓜，瓜香四溢。一位身

穿红色上衣，汗流满面、目光

专注的中年妇女不停地在瓜

蔓上舞动剪刀，认真修剪，她

叫田彩香，今年52岁，是2003

年从本镇火烧也村搬来的生

态移民户，2016年4月被核算

确定为精准扶贫户。她说，每

天在扶贫车间、塑料大棚打工

9个小时，每月近3000元收

入，不出家门，每月按时拿到

手。说到现在的生活，她异常

兴奋，满面笑容：“没有党的好

政策，没有王万斌，就没有我

现在的幸福生活。”

提到过去的生活，田彩

香顿时眼圈通红。2006 年 3

月，她丈夫突然腿疼得不能

行走，到内蒙古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检查确诊为股骨头坏

死，住院3次，总共花费10万

多元，到现在不能劳动。这一

年她本人又患畸形胆和畸胎

瘤，做了两次大手术，花费8

万元。这一年发生了太多不

幸的事情……9月份，她16岁

的儿子骑自行车上学，不幸

被拉煤车撞倒，胸椎严重骨

折，拉煤车逃逸。昏迷了三天

三夜的儿子醒来时抱住妈妈

痛哭流涕地说：“妈妈，我不

能走路了，我不想活了……”

儿子的号啕声让她撕心裂

肺，一家人抱头大哭。丈夫秦

海泉说，当时真想跳楼一死

了之。可是，命运往往关闭一

扇窗，还会为你打开另一扇

窗。8年后的一天，一位善良

贤惠、亭亭玉立的女子走进

了田彩香儿子的生活，这姑

娘是她儿子网上认识的，娘

家是土右旗人。当问到这位

腼腆的姑娘为啥要嫁给一个

坐轮椅、一级残疾的年轻人

时，她诚实地说：“我看准了

他的人品，看准了他家门前

数也数不清的塑料大棚。”这

正是应了那句话：栽下梧桐

树，引得凤凰来。

走进樱桃树大棚，一阵暖

意扑面而来，一簇簇、一串串

红樱桃挂满枝头。60岁的张

在花和10多个妇女正在为樱

桃树锄草、拉条。她是土沟村

的精准扶贫户。她说：“王万斌

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像我这样

的残疾人，种地无力，打工无

门，如何生存呀。”6年前，她在

春节擦玻璃时从凳子上摔下

来，右腿骨折，不能干重体力

活儿，儿媳妇在孙子5个月时

突然跑了，和儿子离了婚，她

又要给自己看病，又要养育小

孙子，还要伺候87岁的婆婆，

丈夫也是残疾人。“我们两口

子在这温棚里打工，既不受风

吹日晒，又每天能拿到190元

的工资，守家在地，还能照顾

老人、孩子，心里特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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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斌：脱贫致富带头人 村民心中好支书
文/边俊杰

暮春的聚宝庄，一幢幢温室大棚瓜果飘香，枝叶青翠；宏河上一对对天鹅拍浪起飞，翩翩起舞。

这里刚刚脱贫的村民们喜滋滋地说：“我们的好日子是从温室大棚里流淌出来的，我们的幸福生活

是好支书王万斌带来的。”王万斌，何其人也？带着好奇，笔者走进清水河县宏河镇聚宝庄村。

发展大棚种植助力脱贫

在聚宝庄村葡萄搭架的工地上，一个敦实的身影

正在忙碌着，他就是“青城好人”王万斌，清水河县宏

河镇聚宝庄村党支部书记，内蒙古万兴宇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

在清水河县原桦树也乡三台子村长大的王万斌，

从小目睹了父辈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煎

熬，“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黄沙漫漫愁断肠，一年

四季心慌慌”的艰难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2001年8月，28岁的王万斌怀揣创业梦想，孤身一人

来到聚宝庄，想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山坡上干一番事

业。他贷款10万元，第一次养奶牛16头，到2002年又

贷款20万元，建起了占地1万平方米、年养5000只鸡

的养鸡场。

2002年到2005年，聚宝庄乡成为全县生态移民

村，陆续从全县四面八方的偏僻小山村里移来320户

贫困农民，当时只靠养奶牛维持生活。2007年8月，宏

河镇党委推荐养鸡致富带头人王万斌为聚宝庄村党

支部书记。面对眼前的困难，他更加坚定了带领乡亲

们脱贫致富的信念。

可是，生活哪有那么容易。到了2011年，伊利、蒙

牛两大巨头企业提档升级，拒收农户的零散牛奶，这

让聚宝庄靠养奶牛为生的320户农民傻眼了，今后该

怎么办？返回原村耕地，已全部规划为退耕还林区域；

就地吃饭，手无寸铁，地无一垄。

王万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是党支部书记，

如果老百姓饿肚子，就是我们失职啊！”他申请上级同

意，把临近的属于别的村委管辖的土沟子自然村和新

窑子自然村，划归为聚宝庄村委会管辖，流转土地

1500多亩，用来发展后墙体温室大棚，决定走“党建

引领，富民强村，大棚果蔬，四季常绿”之路。

于是，打井，上电，平地，修路，建大棚，入管道，拱

钢架……他跑遍了这里的沟沟壑壑，跑遍了家家户

户，跑遍了县里的主管部门……一个占地1051亩的

厚墙体温室塑料大棚工程建设徐徐展开。为了把好施

工质量关，王万斌每天坚守工地，吃泡面、喝凉水已成

常态，凌晨5时起床，晚上12时入睡已成习惯。

经过3年的奔波奋斗，加之国家政策的倾斜，320

座温室大棚终于在聚宝庄的山坡上拔地而起。昔日黄

沙漫漫的聚宝庄成为脱贫攻坚、发展现代绿色农业的

主战场。

大棚是建起来了，该种什么，发展什么产业呢？这

又成了王万斌日思夜想的大问题。

经四处打听，包头市的刘铁柱有塑料大棚种植经

验，是这方面的专家。王万斌“三顾茅庐”，终于请回了

刘铁柱两口子，招聘为技术特派员。2015 年春节刚

过，王万斌与技术人员马不停蹄从河北秦皇岛引进巨

丰、维多利亚、夏黑等葡萄种苗，2016 年 6 月份就挂

果，一亩巨丰葡萄卖了 8000 元；2017 年一亩葡萄产

2500斤，收入1.5万元；2018年、2019年一亩巨丰葡萄

产4000斤，收入为2.5万元。来自呼和浩特、包头、鄂

尔多斯的客商络绎不绝。

2017 年，王万斌又从大连市瓦房店地区引进美

早、俄八樱桃新品种，在大棚栽种180多亩，挂果率达

40%，2019 年每亩樱桃树收入 3 万元，3 年后为丰产

期，每亩可收入8万元。

现在常年在聚宝庄温室大棚打工的农民有150

多人，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没有天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平凡人。没有天降的成功，只有拼搏奋进的

精神。王万斌终于叫荒山秃岭披了绿装。

目前，聚宝庄村全村72

户，年年在这里获租金，变股

金，挣薪金，分现金。说起扶

贫工作，驻村第一书记黑宇

飞打开了话匣子：“2020 年

春节前，站在村委会大院里，

看到村民拿着土地流转协

议，排队分红，一沓沓崭新的

钞票装进了农民的腰包，一

张张开心的笑脸让人看着特

别高兴！”

“眼下，脱贫攻坚进入到

攻坚拔寨、全面收官阶段，容

不得丝毫大意、丝毫放松，无

论再大的压力、再多的困难、

再重的任务，我们也要坚决

打赢这一仗。”宏河镇党委书

记云璐用简洁的语言，表达

了宏河镇打赢脱贫攻坚战役

的必胜信念。

几年来，王万斌带领聚

宝庄村党支部发展果蔬产

业，建塑料温室大棚累计投

入6000多万元，使全村34户

72 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在

2018年底实现全部脱贫，并

且实现了三变，即：土地变成

资产，资产变成资金，农民变

成股民，全村人均纯收入

14600多元。“我们要让党支

部的主心骨作用充分发挥，

按照‘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

建’的思路，努力让党支部成

为脱贫攻坚的坚强战斗堡

垒，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开路先

锋。”王万斌充满信心地说。

如今的聚宝庄村，已全

面实现了“村在林中，路在绿

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花

园般的目标。翻天覆地的变

化离不开党的一项项惠民政

策。王万斌徜徉在生机盎然

的果蔬林木间，掰着手指头

描绘着未来的发展蓝图：“要

打造全县三个第一，一是聚

宝庄村人均收入全县第一，

二是村集体收入全县第一，

三是人居环境全县第一。”

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

美丽乡村是清水河县县委政

府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大

事。县委书记云霖琼多次调

研时指出：“我们要强化组织

保障，力争把聚宝庄村建成

全县乃至全市脱贫攻坚、全

面小康、生态文明的样板村、

示范村。”清水河县县长亢永

强也多次到聚宝庄村实地调

研指导并给予充分肯定。

党建强 产业旺 乡村美

贫困户眼中的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