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水河，自治区级贫困县，位于呼和浩特市最南端，处于“蒙、晋、陕”交界之地，黄河从这里入晋，内
外长城从这里交汇，晋陕蒙大峡谷以这里为开端，浑河、清水河、古力畔几河3条支流从这里潺潺流过。

这里是土地贫瘠的黄土高原，村民们靠天吃饭，深山沟壑里的老牛湾镇单台子村、韭菜庄乡摇铃沟
村、宏河镇聚宝庄村的贫困人口比例占到全县的20%以上。

但如今，这里变了模样……

盛夏的清水河山清水绿天蓝，宛如天然大氧
吧。记者走进该县宏河镇聚宝庄现代设施农业
园区基地看到，连片的葡萄大棚里，绿藤环绕的
架子上，串串饱满多汁的葡萄坠满枝头。

村民刘喜梅、郭翠莲和姐妹们有说有笑地摘
着大串葡萄，发自内心的喜悦洋溢在脸上。“过
去，就种点地靠天吃饭，赶上好年景，辛辛苦苦在
地里一年忙到头，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现在
我们不用顶着烈日看天吃饭了，在棚里摘葡萄、
修枝剪叶，每月就挣3000到4500多元，这是做
梦都想不来的好事。这得感谢党的好政策！感
谢王万斌！”刘喜梅高兴地说。

刘喜梅念叨的王万斌，是清水河县宏河镇聚
宝庄现代设施农业园区的开拓者。

聚宝庄村委会主任张满贵告诉记者：“聚宝庄
村的常住户有132户432人，多数为年龄偏大的
老年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0户169人。回到
家乡寻找创业项目的王万斌看到聚宝庄村贫困的
根源在于：没有产业支撑，无法真正意义上实现脱
贫。他开始四处考察取经，最终，决定依据当地自

然条件和市场需求，种植经济作物，建立设施农业
园区，使贫困户获得资产性、劳务性、财产性和生
产性4个方面的收入，使乡亲们稳定脱贫。”

“我们先流转周边村民和贫困户手里荒废闲
置的土地，让大家获得财产性收入。从贫困户手中
每流转1亩地，贫困户便可获得流转费用150元，
流转期为11年，每亩可一次性获得固定流转收入
1650元，让贫困户坐在家里收钱。”听说记者来采
访，正在葡萄大棚里忙乎的王万斌站起身来搓着双
手接话说，“随后，利用流转来的1300亩土地，我借
着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发展的惠民政策，在村里
打造了聚宝庄现代设施农业园区，建立了葡萄基
地，建起89栋厚墙体温室大棚，集中发展设施葡萄
产业，让贫困村民靠种葡萄获得生产收入。”

由于这里的村民好多没吃过甚至没见过葡
萄，让他们在温室大棚种葡萄，一开始并不顺利，
从思维上根本转不过弯来，他们认定，这旱地连
庄稼都长不好，能长出啥好葡萄呢？

为了说服村民，王万斌和村干部们一次又一
次地挨家挨户做工作，耐心解释，并向村民保证：

“你们只管劳动挣钱，其他投资费用和投资风险
及收购、销售等都由我们来承担。”

吃了定心丸的村民心里的顾虑慢慢打消了，
前来报名种葡萄的贫困户也踊跃起来。刘喜梅
将家里的庄稼地扔给爱人，自己一门心思扑到葡
萄地里，第一个月她就拿到工资2400多元，以后
月月按时领工资。现在，她的工资涨到3000多
元了，过上了她盼望着的想吃啥就买啥的舒坦日
子。

贫困村民秦海泉下肢残疾，行走困难，被王
万斌吸收进园区打扫卫生，每月给他开工资
3000元。有了积蓄，他给下肢瘫痪的儿子秦建
雄娶上了独臂媳妇，把媳妇也介绍到葡萄基地干
活，两口子虽然残疾，但凭劳动每月能拿到6000
元的稳定收入，小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

“不仅是他们两户过上了好日子，聚宝庄村
原有的60个贫困户也都依靠种葡萄产业脱了
贫。”王万斌说。

为了让葡萄种植更加科学规范，达到高品质
的无公害标准，赢得更广泛的市场，王万斌从各

地“请来”近10个不同口感的葡萄品种，聘请包头
等地的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和管护，保证温室大棚
和旱地种植的葡萄长势喜人。

现在聚宝庄现代设施农业园区的厚墙体温
室增加到143座，葡萄种植达到100多亩，还增
加了樱桃5000株，旱地葡萄500亩。可实现年
销售额3000万元，净利润600万元。在园区葡
萄基地打工就业的120多名村民，每人来自大棚
的收入每年就有3万多元。

清水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石潮瑞介绍说：
“王万斌是在清水河干旱的土地上，第一个敢种
葡萄，并带领村民赚大钱的人。他的返乡创业，
打破了村民固有的想法，改变了村民的生活和精
神面貌。过去穷乡僻壤的小山村，现在成了参观
点，吸引城里人一波波地来，聚宝庄现代设施农
业园区成为媒体争相采访报道的亮点。”

“到2020年葡萄基地达到规模后，可提供就
业岗位600个以上，帮助聚宝庄村周边更多的贫
困户早日脱贫，过上富裕日子，让咱的‘聚宝庄’
变成‘聚宝盆’”王万斌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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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三记

风景如画的黄河老牛湾正在讲述着返乡创
业的能人带富一方百姓的感人故事。

清水河畔清水河畔 返乡能人带着乡亲们脱贫奔小康返乡能人带着乡亲们脱贫奔小康

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有一
批从穷困山区走出来，经过多年
打拼、事业有成的能人在扶贫政
策的感召下，为了改变家乡的贫
穷面貌，选择再次回到家乡创
业。他们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
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适合当地
的各类产业，创办深加工企业，
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了一大批
贫困村民增产增收致富。

骄阳似火的 6 月，记者来
到这里，走进深山沟壑中的自
然村落，寻访那些返乡创业的
能人，讲述他们为当地经济发
展注入活力、努力带富一方乡
亲的感人故事。

从清水河县城向西南方向翻山越岭一路行
进，记者一行来到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的老
牛湾，这里是长城与黄河握手的地方。沟壑纵横
之中，紧邻老牛湾景区不远的单台子村被连片的
郁郁葱葱的果树包围着。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里干旱少雨，荒山野
岭，种啥啥不长，是苏志军返乡创业后，建起了海
红果种植基地，昔日的荒山野岭，如今变了模样。

见到苏志军时，他正在基地查看果树生长情
况。他说：“在这里建设海红果种植基地的初衷，是
为了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帮助贫困村民增收致富。”

为了这个初衷，2015年，苏志军一头扎进大山
里，用3年时间在2500亩荒山中“啃”出了一条路。

20年前，年仅17岁的苏志军不堪家境贫寒
走出大山。从建筑工地的小工，到工长、项目经
理，到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其中的艰辛不言而
喻。2011年至2013年他先后成立了呼和浩特
澳森装饰工程公司和内蒙古苏扬建设公司，和自
己一起干活的乡亲们也都在公司里就了业。然
而，在建筑市场上立稳了脚跟发了财的苏志军，
心里却一直想着贫穷的家乡。他认为家乡到处
都是宝，如果做好了家乡的特色农业产业项目，
不但会建设改造家乡的生态环境和面貌，更会带

动乡亲们一同脱贫奔小康。
“第一批购买的3万多株海红果种苗品质

差，干脆不挂果，连工带料一下损失了150多
万元。真是隔行如隔山啊！”现实给了转行再创
业、热情高涨的苏志军一个下马威。

开局失利，没有让苏志军气馁。他总结了教
训后，先后赴陕西、山西等地考察、调研，收集了
大量果树种植资料反复琢磨，并聘请农大专家进
行指导，再次种植了4万余株3年生海红果种苗，
果树第二年就挂果了，他成功了。

2015年，他给他的海红果注册为“冰棠”商标，
产品通过实体店、电商等形式远销区内外，供不应
求。

凭借着海红果的品牌优势，苏志军不断扩大
海红果的种植面积，同时加大引进新品种的力
度，淘汰劣质品种。如今，观光采摘果园内绿色
葱茏，近80000株各类特色果林硕果满枝头。

“我们一直都在完善基地的建设，每年光劳
务费用就给周边村民支付300多万元，这1000
亩海红果园，就带动了500多农户参与到果园的
建设和管理中。按每户承包 2亩、每亩收益
4000元计算，每个承包户年收入可达8000多
元。另外，不少承包户还在果园内进行豆科等作

物套种，发展林下动物养殖等，所产生收益全部
归承包户所有。”苏志军自豪地说。

单台子村支部书记苏挨才告诉记者：“苏志军
的产业辐射带动不止这些，他的规模化养鸽场还带
动着一大批周边村贫困户脱贫致富呢！”

跟随着苏挨才的脚步，记者来到了苏志军的
养鸽场，只见1000多平米鸽舍里4000多对种
鸽80%都孵出了小乳鸽，煞是喜人。

“别小看这小乳鸽，带动贫困户增收效果非
常明显。”苏挨才书记说，负责喂食管理鸽子的贫
困户吴增亮兄弟俩就是受益人之一。吴增亮的
父亲去世较早，母亲身体欠佳，几年前，他的弟弟
又患上脑瘤，靠吃药维持，他要一边劳动一边照
顾病人，家里花销大，还没有经济来源，一家人靠
救济勉强维持生计。

苏志军知道后，一直想着用什么方办法来帮
助吴增亮一家。一个偶然机会，他听说有些村民
利用丰富的杂粮资源，养鸽赚钱。而且鸽子肉营
养价值高，是鸡肉的9倍，乳鸽和鸽子蛋在市场上
很受欢迎。另外，鸽子排出的粪便臭味小，对周边
环境影响小，又可加工有机肥，是一个相对环保的
养殖业。

苏志军来了灵感，若在单台子村养鸽子，不

是又能带动一批贫困户增收吗？
说干就干，他一下子投进120万元，先建起这

个养鸽场做示范，让吴增亮和弟弟经营管理。按月
给兄弟俩发工资6000多元，每产出一只乳鸽给兄
弟提成1元，这样吴增亮兄弟俩加上提成，一年就
挣了7、8万元，生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了成功的样板，申请养鸽的贫困村民多起
来。于是，苏志军无偿给当地80户贫困村民提
供标准化笼舍和基础种鸽，由农户自行养殖，农
户所产乳鸽由公司统一回收。

苏志军告诉记者，村民现在户均养殖10对
基础乳鸽，年产值是2880元左右，扣除饲料、防
病等费用，每个养殖户每年可实现利润2000元
左右，这样80户养殖户每年都可以获得稳定的
收入。下一步，我们将尝试家鹅、土鸡、兔子等家
禽动物的生态养殖，带动更多的贫困村民增收。

如今，苏志军回乡创业成立的内蒙古博煜农
林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成为呼和浩特市产业化
经营重点龙头企业，按照“公司+农户+村集体经
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公司赢利、养殖贫困
户增收、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苏志军是咱们单台子村脱贫攻坚的大功
臣。”老牛湾镇党委书记苏金亮对记者夸奖说。

距离清水河县城东南25公里的韭菜庄乡，
有个小村庄叫摇铃沟村。村周围山峦叠嶂，有多
条自然形成的狭长沟壑，沟底溪水潺潺，山坡上
草木丰茂。

“丰富的植被、水资源和无污染的环境，是发
展食用菌种植的必要条件。”返乡创业的当地村
民张计华看好这里。他经过四处考察发现，食用
菌产业属于“低耗、高效、生态”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是推进脱贫攻坚，促进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
好项目。于是，他果断投资香菇种植，带动周边
贫困村民富起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现在这沟沟里的村民种香菇的积极性可高
了！”自治区派驻清水河县脱贫攻坚总队长许宝
全笑着说。

张计华的小香菇到底有啥魅力受到村民追
捧？记者一行驱车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向沟里行
进，不经意间，一座被绿树环绕的山洞徒然呈现在
眼前。“这里原是军用防空洞，现在改造成了香菇种
植基地，山洞有几公里长，可存放食用香菇菌棒
400多万棒，不过现在都发放给贫困户养殖去了，
冬天才存放在这。”从山洞里走出来的张计华介绍
说。

“这些香菇都是我们种的，品质可好了，你们
闻闻香不香，卖得可不赖呢！”听说记者们来采

访，依靠种植香菇脱贫致富的村民赵和平夸起了
他的香菇。

57岁的赵和平是摇铃沟村附近石峡口村的
贫困户，当初说起种香菇，赵和平可没这么高的
兴致，因为一家5口人中就他一个劳动力，既要供
养两个孩子上学，又要服侍病妻和80多岁的老
母亲，经济上比较窘困。他对种植香菇抱有疑
虑，生怕赔了本再倒贴，任凭村干部咋说也无动
于衷。

张计华主动找上门来，对赵和平承诺说：菌
棒有人统一上门来服务，你只管好好种植管护，
启动资金及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的所有费用都由
公司支出。公司还承担种植风险，即试种成功
了，慢慢还本。如果试种不理想或失败，一切后
果都由公司承担。这些承诺都写进签订的协议
中。

这下让观望中的赵和平放宽了心。2014年
开春，赵和平在众多贫困户中，率先尝试种植了2
万棒香菇，一年毛收入就达到了6万元，纯利润4
万多元。尝到甜头后，赵和平开始大胆种植香菇，
年年丰收。由于赵和平的香菇长势好、品质佳，销
路稳定，经济效益不断攀升，赵和平彻底脱了贫翻
了身。

2017年末，更是让赵和平感到自豪。他的

香菇摆在了呼和浩特市举办的“精准扶贫与爱同
行”清水河县第二届年货节的展台上，吸引了众
多市民的关注购买。返乡创业青年张计华扶贫、
扶志又扶智的感人故事也通过展板传播开来。

几年来，像赵和平一样靠种植香菇脱贫的贫
困户越来越多。2017年，张计华与周边乡村330
多家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了《扶贫食用菌代管协
议书》，并正式实行了“统一发放菌种，统一技术
指导，统一回收产品，统一销售产品”的“四统一”
托养代管扶贫模式，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

他利用常年恒温、通风良好、无有害气体的
山洞来培育食用菌菌棒；让农户利用大棚温室、
废弃山洞等场所进行菌棒种植；他成立了合作营
销社，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宣传推销食用菌产品，
同时在网络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形成种养一体
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体系。

功夫不负有心人，摇铃沟的香菇赢得了全国
各地客商的认可，产品已远销到北京、上海、陕
西、山西等地。随着销售市场的不断扩大，在这
儿固定干活的每个村民每月按时可领取2400元
到3000元不等的工资，一年增收3万元左右。
其他种植农户每种一个菌棒就能获利5到6元，
每家农户种有5000到1万个菌棒，一年就增加3
万到5万元的收入。年底，每个种植户还会得到

分红。此外，在种植、采摘旺季的8个多月时间
里，还能吸纳周边大量村民来基地务工。

“依托这个蘑菇基地，周边城关镇、宏河镇、
韭菜庄乡所属自然村中多数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梦想。”张计华自豪地说。

付出赢来回报，2017年张计华带领大伙反
复试种成功的反季节香菇栽培技术荣获“呼和浩
特市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同年6月，在

“第二十届中国北京国际产业博览会”上，他的香
菇品质和反季节栽培技术受到国内同行专家们
的一致赞誉，所产香菇被权威部门认定为与清水
河小香米、海红果齐名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菇香“蝶”自来，经过几年的创新发展，张计
华种植的香菇品质越来越好。来自上海的订单
商户黄先生说：“只要是摇铃沟的香菇不用我们
费力推荐，大家都知道好，摇铃沟的香菇凭借色
香味自身就会‘说话’。”

嘉奖和鼓励，给了张计华自信。他确立了新
的目标：2019年继续扩大“四统一”托养代管扶
贫模式的覆盖范围，在城关镇祁家沟村改造建设
食用菌培育温室100座，建设可储存鲜香菇400
吨的气调保鲜库和年产鲜香菇2000吨的加工车
间，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奔小康。

“这些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做了。”张计华说。

苏志军：单台子村脱贫攻坚的大功臣 ●6月15日 晴 老牛湾镇单台子村

张计华：我们摇铃沟的香菇会“说话” ●6月16日 晴 韭菜庄乡摇铃沟村

王万斌：要把“聚宝庄”变成“聚宝盆” ●6月17日 多云转晴 宏河镇聚宝庄村

王万斌（右）与村民一起采摘葡萄。

苏志军（左）在查看肉鸽的生长情况。

张计华（左）在查看菌棒。

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过去这里的人
们只能靠天吃饭。

清水河畔清水河畔 返乡能人带着乡亲们脱贫奔小康返乡能人带着乡亲们脱贫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