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吴，热不热？早上五六点趁天不
热干地里活儿 ，8 点上班干车间的活
儿， 你这务工种田两不误， 注意身体
呀。”从大棚出来，李佰祥和雷杰直奔村
口河南力博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的两个

足球产业车间。看到村民吴香兰正忙着
手缝足球， 李佰祥主动上前问候 （如
图）。

“你知道，家里就那 3 亩半地，上午
八九点以后地里就太热了。感谢你们给
我找了这样的活，让我这年过半百的老
婆子不耽误种地，还能当工人，不用出
村就能收入 2200 块，这就是幸福。 ”吴
香兰接过李佰祥的话茬，笑逐颜开。

在李小楼村西头村口，远远地就能
看到两座总面积近 900 平方米的加工
车间，这两个车间已然成为这个村的新
地标。 记者看到，车间内平车工、高车
工、裁切工忙个不停，大家正在赶制一
批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出口国外的足

球订单。
“技术工工资高一点，手缝工剪个

线头工资就少一点。好在大家足不出村
就能挣到钱，月平均工资 2500 多元，一
共有 40 多个工人。 咱的足球都是出口
世界各地的。 ”河南力博文体用品公司
负责人王彭说。

雷杰告诉记者，两个车间租赁给力
博公司，李小楼村集体一年也能有 3 万
元的租金收入。“是呀是呀！在家门口就
业挺好，还能照顾家”“农忙收麦种地时
还能请假”“老板中午还管饭”……看到
记者采访，车间工人纷纷搭话。

懂针线、 手巧的在车间当工人，千
百年来靠种植、养殖糊口的农民自然丢
不了传统手艺。在李小楼行政村丁庄自
然村，湖羊养殖便成为特色。

2016 年， 李佰祥和周口师范学院

驻村工作队发现丁庄村有几户群众多

年养羊，有着特别的技术。于是，他和驻
村工作队就帮扶大家开展湖羊养殖。目
前， 已经从当初的 10 户养殖户发展到
了 38 户，存栏近 600 只，丁庄村也成为
远近闻名的养殖致富村。

当时 ，89 岁贫困户丁学良和聋哑
儿子二人居住在三间土坯房中，家徒四
壁， 生活来源主要靠 5 亩土地的租赁
费、五保金和聋哑儿子打零工的收入艰
难度日。李佰祥和周口师范学院驻村工
作队结合丁学良年老体弱不能打工的

情况，为其购置了几只湖羊，并找同村
养殖专业户教授技术。 2016 年以来，丁
学良家的湖羊养殖产业发展迅速，近 3
年养殖规模保持在 30 只至 60 只，每年
仅卖小羊的收入就达 3 万元左右。丁学
良的聋哑儿子看到记者采访时高兴得

手舞足蹈，“炫耀”自己养羊赚的钱有多
“厚”。 “感谢共产党的好干部， 给俺买
羊， 还教俺养羊， 现在俺俩啥也不愁
了。”今年 95 岁高龄的丁学良激动地对
记者说。

在李小楼村室，墙上的荣誉诠释了
李小楼村党支部带领群众致富的能

力———连续 8 年被评为郸城县先进基
层党组织 ，2017 年被授予周口市文明
村镇 ，2020 年被授予周口市卫生村 。
“贫困村李小楼” 的帽子早已被甩进了
太平洋， 这里已然变成了一个产业兴
旺、环境优美的幸福村、文明村。

“我们将以 ‘五星 ’党支部创建为
抓手，立标杆、争先进、创一流，不断激
发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 推动基层
党建水平 、生态环境 、农村产业发展 、
群众安全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同步提

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李佰祥坚定
地说。 ③10

������“附近有河，土地平坦，土质松软，就是种菜的好地
方。 不能因为村子距离县城远，就说种菜卖不出去。 只
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李小楼行政村可以
说是郸城县最偏远的乡村之一，该村距离县城 20 多公
里，而且道路曲折。 尽管如此，从 1996 年就当村干部、
2008 年走上村党支部书记岗位的李佰祥，通过走访瞅
准了县城的“菜篮子”，于 2012 年开始带头种植大棚反
季节蔬菜，带领村民慢慢走上了致富路。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俺村支部的决定是正
确的， 在各级干部的帮助下， 现在俺这菜农的日子甜
了。 ”张小花家的蔬菜大棚里，2500 多株西红柿枝头硕
果累累，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她满心喜悦地告诉记者，
“现在周师张福丽博士是俺这里的特派员，自从喝了张
博士的‘益生菌’，这几年蔬菜再也不怕重茬了。 ”

今年 49 岁的张小花和丈夫在村里承包了 30 多亩
土地，一半种庄稼、一半种蔬菜，育有 6 个大棚，年收入
20 多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张小花所说的张福丽博士，是周口师范学院农学
博士 、省科技特派员 、郸城县副县长 ，她驻地帮扶郸
城县菌肥代替化肥减量增效服务。 “益生菌”是张福
丽博士带领她的研发团队， 根据郸城县土壤情况测
土配方 ，结合小麦 、蔬菜 、果树易发病研发出来的微
生物菌肥。

“别光因为咱的村子偏远，就说这也不行、那也不
行。只要思想不偏，致富门路就在眼前。 ”2012 年，李佰
祥依托李楼乡的有关政策，在全村流转土地 150 亩，建
起了 42 个日光温室大棚，主要种植反季节蔬菜。 棚内
一年四季种植的春玉米、豆角、西红柿、芹菜、娃娃菜、
秋白菜、花菜、辣椒、黄瓜等农副产品，带动 70 多户群
众脱贫致富， 李小楼蔬菜成为郸城县农贸市场的上等
货源。

近几年， 因重茬栽种、 连年使用化肥导致土壤板
结、 各种病害发生。 李佰祥就依托周口师范学院的科
技、人才、智力优势，开展特色产业帮扶，通过科技特派
员指导，加大对西瓜、西红柿、豆角等种植技术管理培
训，指导种植户使用菌肥，改良土壤，提高产品质量。菌
肥中活的微生物激活了板结的土壤， 抑制了病原菌生
长，土地焕发“第二春”，蔬菜产量、品质提升许多。

“多亏了周口师范学院的技术力量，日光温室大棚
的种植效益越来越好，村民口袋也越来越鼓。我们的大
棚番茄也受到了市场的青睐，每到番茄成熟，一些客商
还主动联系上门收购。 ”目前，李小楼村的蔬菜产业得
到了稳定持续发展，每个大棚每年可以收入五六万元，
有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李佰祥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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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佰祥：脑子里装的都是产业富民的秘诀
□记者 徐松 杨光林 文/图

������“雷书记，现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咱想办法提前谋
划，确保咱村车间的足球顺利运出；现在天气燥热，恐怕
有雨，提醒村民大棚管理丝毫不能松懈，不然的话就会
影响黄瓜、西红柿品质，请张博士特派员来指导一下？ ”7
月 22 日 7 时， 郸城县李楼乡李小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李佰祥吃了早饭便早早地来到村室，和周口师范学院外
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驻李小楼村第一书记雷杰谋划为
村内产业发展提供帮助的事。

“老李经常说，群众选咱当干部，最重要的是得和群
众一条心，更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 他脑子里全是产业
发展，帮助群众咋挣钱，从早到晚想的都是这两个车间，
还有那 40 多个大棚。 他还说‘群众富、靠支部，群众富、
村则强’。 ”说起李佰祥，雷杰很欣慰所驻村庄有这样一
位得力的“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