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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赵 晓 清 、 刘 剑 英）
“趁着腊月这段时间，抓紧把收尾的活儿
干了，春节后就想开业呢！”2 月 2 日，
腊月十七，涉县偏城镇圣寺驮村，村
民刘志刚带着几名工人忙着装修生态
餐厅。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得屋里暖
意融融。

“原本在县城做建筑生意，去年底
被这条路吸引回来了，我还把十几孔旧
窑洞改造成特色民宿，今后就吃旅游这
碗饭了。”刘志刚指着窗外黑亮亮的柏
油路说。

这条柏油路正是记者从涉县县城到
偏城镇走过的路，平坦整洁，在太行山

河谷中蜿蜒。
“这是我们新改建的 660 公里乡村道

路，去年7月动工，刚刚全部竣工，10个
乡镇、158 个村、10 多万群众直接受
益。”涉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英介绍。

短短几个月就能新改建 660 公里道
路？面对记者的疑问，涉县交通运输局
局长梁江苏做了解答。2016 年 7 月 19 日
特大洪灾使涉县道路损毁严重，修路成
为群众最期盼的事情。涉县建立“群众
为骨干、党员为先锋、村庄为主体、乡
镇为主导、县里出奖补、有工优先干”
机制，通过“向上争、市场筹、干部
助、社会捐、群众投、政府奖”等办法
撬动社会力量，破解资金瓶颈，激发了
村民修路热情。

“按预算需要20亿元，老区人民靠着

自力更生、无私奉献的精神，积极投工投
劳、捐款捐物，在上级补助、县级奖补资
金 3.1 亿元的情况下，短短几个月就完成
了这项看似不可能的工程。”梁江苏说。

围绕这条致富路，今年初，涉县在
全 省 率 先 建 立 “ 路 长 制 ”， 县 长 、 乡

（镇） 长、村主任分任三级路长，责任到
人，实现有路必养、养必到位，并沿路
规划了党建、精准扶贫、旅游发展、生
态经济、文化体验、休闲养生、愚公精
神展示等示范区，实现“一路七兴”。今
年初“四好”农村公路示范县评选，涉
县名列全省第一。

路通了，致富的门道就有了。
刘志刚所在的偏城镇，生态和历史文

化资源丰富，该镇沿路规划了 30 多处景
观节点，将打造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4

个功能区。“今年打算发展农家乐 200
家，通过规范管理，让村民就地就业、就
地创业、就地致富。”镇长王武生介绍。

“道路修到了家门口，咱要抓住机会
发展产业，让腰包鼓起来！”2 月 2 日上
午，井店镇西坡村村民服务中心，一场
村民座谈会正在进行。村支书王二平话
语中透着兴奋。

“以前道路坑洼不平，收购商进不
来，山上的核桃、花椒、黑枣卖不上
价，路通了，山货肯定不愁销路。”村民
赵保良提出组建合作社、聘请技术员，
提高山货的品质。

“咱不能单打独斗，必须抱团”“现
在城里人都从网上购物，咱的山货能从
网上卖不？”⋯⋯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
屋子内热闹非常。

革命老区涉县新改建的660公里乡村路春节前全部竣工

致富开新路“七兴”奔小康

口述/张恒
整理/记者 陈凤来

我叫张恒，今年 36 岁，是衡水市桃城区邓
庄镇西军卫村的农民。我的梦想就是办个网上商
城，把全市的优质农副产品搬到网上卖。现在京
东中国特产·衡水馆开业了，新春有了新舞台，
我终于可以一展身手。

我原来在市区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对电子
商务有所了解。2015 年看到父亲经营的牧场不
景气，便辞职回家，与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合
作，把农牧产品搬到网上卖，线上线下互动，
销售收入翻了几倍。

从去年 4 月开始，我就筹划着在京东创办
中国特产·衡水馆。我一面跑办各种手续，一
面紧锣密鼓地到各县市区考察、筛选名优特产
品，还为自己和周边群众的农副产品申请了

“湖城印象”商标。
我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桃

城区政府将位于邓庄现代农业园区的 400 多平
方米的办公区域免费让我使用，我把它建成了

“农创空间”。去年 11 月，京东中国特产·衡水
馆正式拿到授权书，经过紧张的筹办，今年元
旦正式开业了。

现在我的衡水馆里已有 40 多个本地名优特
产品，运营一个月销售额就达到了 20 多万元。
今年一直到过年我们是休息不了了，能让五湖
四海的人们春节期间都品尝到衡水的特色年
货，再辛苦我也觉得值！

还有一个让我激动的好消息，刚刚结束的
衡水两会上，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京
东中国特产·衡水馆，要推广我们这种线上线
下互动的销售方式。这更激发了我要办一流网
上衡水馆的信心。忙完了春节这阵子，我还要
在市区建立连锁线下店，线上线下结合，让消
费者实现交互购物体验。

我这么观察着，发展农村电商现在最着急的
是农民的品牌意识、第三方认证意识不强，网上
商品销售都要有注册商标、农产品检测报告，这
些一家一户难以做到，需要有关部门出面协调支
持。解决了这些单打独斗的问题，蕴藏在田野里
的能量会展现出无穷价值。

本报讯 （记者闫立军） 2 月 12 日，
柏乡县内步乡北大江村的葡萄大棚里，
村党支部书记马建军熟练地掀起盖在葡
萄秧上的塑料薄膜，一边查看长势一边
对记者说：“去年卖葡萄挣了 300 多万
元，这是我们村的第一笔集体收入。”

大棚内温暖而潮湿，塑料薄膜包裹
着村里的“宝贝疙瘩”——夏黑葡萄。

“一般葡萄 8 月 20 日上市，暖棚的 5 月 1
日上市，咱这属冷棚错季葡萄，销往北
京和石家庄。”马建军说。村里还有20多
个葡萄大棚，占地 200 亩。从远处看，

像一片白色的矩阵，在冬日暖阳的照射
下，闪着银色的光芒。

北大江村有 2300 口人，是该乡第二
大村。以前没有集体经济，村民的主要
收入来自于小麦、玉米种植，是省级贫
困村。

“特别感谢柏乡粮库，没有他们的帮
扶，就没有北大江的现在。”马建军真诚
地说。2015 年底，该粮库给了村里 200
万元的帮扶资金，成立了江北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流转了 1300 亩地。建起了精
品果园、创意农业产业园，还有北方最

大的花海迷宫，“花海迷宫占地50亩，按
八卦布局，用 50 多种花草种植而成，今
年5月1日开业迎客。”

他带记者看精品果园，700 亩的果
园，一眼望不到头。仔细看，有的枝杈
间长出了尖尖的苞蕾。“这里有短枝富
士、库尔勒香梨等多个品种。”马建军
说，“明年是盛果期，到那时，村里将有
第二笔、第三笔更多的收入。”

“柏粮发展起来了，不能忘记乡亲
们。”柏乡粮库主任尚金锁对记者说。
2015 年该粮库帮扶北大江村以来做了三

件事，一是以柏粮小镇的名义，按美丽
新乡村的标准对村子进行规划；二是变
输血为造血，发展农业项目；三是做好
引导，以点带面，实现乡村振兴。

村头的农家乐里，记者看到一家人
正在院子里挂彩旗。“过年了，挂上点彩
旗，喜庆。”主人康坛民说，“过完年就
开业，这儿的前景好，生意错不了。”北
大江村不仅村集体有了第一笔收入，还
带富了当地百姓。村民刘京越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他家里有 4 亩 8 分地，流转出
去一年有近 5000 元的收入，在大棚打工
还能赚12000元。

“村集体有了收入，可干的事情就多
了。”马建军说，“修路，安装太阳能路
灯，搞美丽乡村建设，柏粮小镇项目已
获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会有更多的
人到这儿游玩。”几年下来，在柏粮的帮
扶下，北大江走上了致富的快车道，该
村贫困人口最高时达 73 户，256 口人，
现在只剩下了14户，22口人。

在柏乡粮库的精准帮扶下，村集体有了第一笔收入

北大江的葡萄熟了

燕赵气象新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衡水农村网商张恒：

新春有了新舞台
“农创空间”显身手

口述/孙二东
整理/记者 寇国莹

我叫孙二东，今年 38 岁，是涞源县东团
堡 乡 大 道 沟 村 人 。 2007 年 回 乡 在 山 沟 养 柴
鸡 ， 至 今 已 有 10 余 年 。 现 在 有 两 个 养 殖 基
地，散养柴鸡 15 万只，年销售额 1700 万元。
春节前，太行山农业创新驿站在我的公司挂
牌，在专家们的指导下，我又把眼光瞄向了
北京市场。

2007 年，我在西团堡村承包了 1000 亩山
场，创办六旺川生态养殖公司，当起了“鸡司
令”。这里山清水秀，海拔 1000 多米，三面环
山，水源充沛，没有污染。柴鸡在青山绿水间散
步、觅食，别提多自在了。

但创业哪能一帆风顺啊？2008 年三四月
份，由于防疫技术不过关，我养的 1 万只成年鸡
死了一半。通过县畜牧局牵线，我结识了河北农
业大学的专家，请他们给我做技术指导，慢慢找
到了防治疫病的诀窍，养殖规模从 3 万只、5 万
只、10 万只，扩大到现在 15 万只。还注册了

“桃木疙瘩”柴鸡蛋商标，通过了无公害产地产
品认证。

我一直想进军北京市场，可去年初谈了几
家大超市，对方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鸡
蛋虽好，但品牌不过硬。吃了闭门羹，我下决
心从企业管理入手，重塑产品质量和管理流
程，打造品牌知名度。可靠谁来指点迷津呢？
我又犯了愁。

正为这事苦恼，政府送来了“解忧大礼
包”。2017 年底，太行山农业创新驿站正式在我
公司挂牌，包括疫病防控、养殖管理、品牌营
销、企业管理等十几个专家团队跟我们对接。这
个太行山农业创新驿站是保定市政府、河北农业
大学与农业企业结合，三方共同打造的以科技创
新为支撑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我的公司幸运地
成为其中一家。

技术不愁了，品牌营销、企业管理也要上台
阶。就在前几天，河北农业大学李建民教授带领
团队帮我做了一套企业管理规划，我一下子豁然
开朗。春节后我再和专家碰碰，争取一开春儿就
把这套管理体系用上，不仅提高鸡蛋产量质量，
还要把品牌在京津冀地区叫响，把“桃木疙瘩”
变成“宝贝疙瘩”，咱涞源产的好鸡蛋很快就能
端上北京人的餐桌了！

涞源“鸡司令”孙二东：

把好鸡蛋端上
北京人的餐桌

基层听心声

□记者 孙也达

2 月 7 日一大早，秦皇岛市青龙满族
自治县龙王庙乡的双合盛生态农产品有
限公司分拣工王利荣换上工装，套上头
套，戴上口罩，洗净双手，开始了新一天的
工作。

今年 36 岁的王利荣是龙王庙乡孟杖
子村的一名普通农家女。2017 年春节期
间，因为会做粘豆包，她被招到双合盛公
司当了一名专做粘豆包的工人。在这之
前，王利荣家生活困难，全家仅靠丈夫一
人外出打工维持生计。

粘豆包也叫年豆包，是满族的传统
特色食品。在青龙，几乎家家冬天都要
做粘豆包，尤其是春节，家家院子里都
会整齐地摆上一排排黄澄澄的粘豆包。

春节将至，粘豆包的需求量变大，双
合盛公司的上班时间提前到了早上 7 时。
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地运转着，工人
们分工明确：备料工马不停蹄地把黄米、
红豆、白豆等原料从库房运到车间；制馅
工仔细地算着入料重量，经过分拣、塑封，
一个个黄澄澄的粘豆包排队进入了包装
车间。包装车间内，工人们装箱、封胶条，

一箱箱装好的粘豆包就整装待发了。
双合盛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明慧告诉记者，为了春节期间能满
足市场的需求，他们提前扩大了生产量。

双合盛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胜利和总经理张全利是亲兄弟，张明
慧是张胜利的大女儿，他们都是土生土
长的龙王庙人。“爸爸和二叔原来在乡
里开小超市，后来发现过年时大家习惯
拿粘豆包走亲访友，而卖粘豆包的却很
少，他们觉得这是商机，就改做粘豆包
了。现在，能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了，
他们都觉得非常幸福。”张明慧说。

为了扩大销售量，公司不断调整制
作配方，推出新品种。去年又增加了线
上销售业务，使销售范围从原来的青龙
扩展到东北、华北地区。今年春节前，新
建的生产车间已投用，产品远销到全国
更多的地方。

随着销量的增加，公司的用工数量也
大增，车间工人从最初的十多名发展到现
在的80多名。

“我们的员工都是周围的乡亲，有
的还是辞掉外地的工作回来的。在家
门口上班，工作、种地、照顾家庭都不耽

误。”张明慧说。
“从去年正月上班，到现在挣了2万多

元！”王利荣很开心，“虽然不知道我们做

的粘豆包会出现在谁家的饭桌上，但希望
吃到我们的粘豆包的人，都能过个幸福、
团圆的新年。”

热热的粘豆包 火火的新生活

情暖困难群众

双合盛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分拣工王利荣正在将手工粘豆包打包装箱。 张明慧摄

2 月 13 日，邢台
市志愿者为该市桥西区西

董村低保户张建国家送来慰问
品，并帮助挂灯笼、贴春联。

连日来，邢台市开展“情系困难
户 慰问暖人心”集中走访慰问活动，
两万多名志愿者深入近两千个村庄和
社区，了解困难群众生活中关心的问
题、遇到的难题,为他们送去慰问金

或慰问品，确保他们度过一个温
暖祥和的春节。

记者 赵永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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