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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晓羽 记者郭小
宇报道 近日，德惠市惠发街道
毛家村富启手工编织专业合作
社被授予“就业扶贫星火站”称
号并挂牌，这是长春市成立的
首家“就业扶贫星火站”。

“因为贫困劳动力分散，人
数不够，所以去年没能成立‘扶
贫车间’，今年，能成为长春市
首家‘就业扶贫星火站’，真是
太好了，感谢政府对我们贫困
户的扶持和帮助。”富启手工编
织专业合作社创始人侯振发说
道。

侯 振 发 是 毛 家 村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因 打 工 时 受 伤 致
下 肢 高 位 瘫 痪 ，因 残 致 贫 。
在毛家村的“一户一策”精准

帮 扶 下 ，侯 振 发 积 极 参 加 各
种 技 能 培 训 ，他 发 现 自 己 对
手 工 编 织 很 感 兴 趣 。 经 过 培
训 和 自 己 的 认 真 练 习 ，他 很
快 就 掌 握 了 草 编 技 能 ，并 在
驻 村 工 作 队 的 帮 助 下 创 办 起
合作社。

目 前 ，合 作 社 已 有 社 员 8
人，合作编织人员 30 人。主要
用玉米叶编织手工艺品。合作
社“出品”的工艺品形象逼真、
朴实大方，深受喜爱。“两天左
右能用玉米叶编织一个草帽，
大概可以卖 80 多元。对于我们
这种无法外出打工的人来说，
能在家里赚钱，真的很好。”侯
振发说。

解决自身难题后，侯振发

积极加入“就业扶贫星火站”，
吸 纳 同 村 的 贫 困 劳 动 力 李 国
敏、徐晓霞加入合作社，为扶贫
攻 坚 贡 献 了 一 份 力 量 。 通 过

“网上直播+私人订制”的销售
方式，可实现每月增收 500 元左
右。他在快手的直播间已吸引
粉丝 5000 余人。

据 了 解 ，“ 就 业 扶 贫 星 火
站”主要采取“以工代赈”形式，
以分散在贫困人口及住地附近
的家庭作坊、合作社、电商等散
在村屯的生产、经营实体为载
体，随时吸纳附近的贫困劳动
力就业。在向其发放补助的同
时，还将在培训、贷款、税收等
方面给予相应补贴、贴息和减
免政策。

长春市首家“就业扶贫星火站”挂牌落户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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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乾安县余字乡结字村村民郭
立山返乡，发现家乡发展缓慢、乡亲们思
想守旧，于是决定不再外出务工，而是留
在家乡养鸡创业，带领乡亲们致富。

村民认为，大规模养鸡风险高。郭立
山觉得，养殖业要发展，就必须走科学化、
规模化发展道路。前期，因养鸡技术不成
熟，没把好鸡雏防疫关，郭立山把启动资
金都赔了进去。他毫不气馁，专心学习养
鸡技术，细心观察鸡的生长发育规律，终
于扭亏为盈，初具成效。

郭立山决心扩大养鸡规模，但资金缺
口大，一时犯了难。当地相关负责人知道
后，主动上门找他，对他的养鸡发展规划
表示认可，认为能对当地养殖业发展起到
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很快，在有关部门
的扶持下，郭立山拿到贴息贷款。他按照
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对养鸡场进行了几次
扩建、改建和设备改造。养鸡场规模现已
达到批养殖量 30 万只，年出栏量 200 万
只，年产值可达 6000 万元，他逐步让“土
鸡”变成了“金凤凰”。

一人富不算富。郭立山没有忘记返
乡创业的初心，致富不忘邻里乡亲，他经常无偿帮助养鸡户解决实
际问题，受到一致好评。郭立山建立养殖合作社，吸纳95户贫困
户和村民入社，主动帮助社员申请政府贴息贷款，建鸡舍、传技术，
每户每年可创收2万元，不仅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更带动了当地养
殖业的发展。

下一步，郭立山计划继续扩大养鸡规模，力争使养鸡场达到养
殖、屠宰、销售一条龙服务体系，进一步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问题，
带动更多村民走上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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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是个阳光明媚
的好天，在柳河县红石镇四
清村的一栋草莓大棚里，虽
然没有供暖，温度也十分宜
人。地面上满是绿色，中间
露出一点又一点宝石红，那
是已经成熟的草莓在等待
采摘。“他家草莓是挺好吃的。”
一名带着山东口音的顾客说。

经营草莓大棚的杨照明是
四清村村民，2018年底，他承包
了村集体的两栋草莓大棚，因为
管理用心，两年来，大棚为他家
里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这个
季节，每斤草莓卖到了20元，但
来采摘的顾客仍然络绎不绝。
杨照明的老伴赫贵英说，大棚里
的草莓年初成熟，春节后进入采
摘旺季，可以一直采摘到 7 月。
大棚里的活儿忙起来的时候，他
们一家忙不过来，就得请人帮
忙，每年要支出的人工费用就要
近 10 万元，这笔工钱自然也是
本村村民首先是贫困户挣了去，
而村集体则每年收取一笔相应
的承包费。一个扶贫产业项目，
实现的是三方共赢。这样的大
棚，村里共有4栋。

这天下午，山坡上的积雪正
在消融，68 岁的果农房春也和
工人们一起忙着修剪果树。房
老汉一家是附近小有名气的苹
果专业户，莳弄果树很有一套，
每年他家果园的苹果都结得又
红又甜。可是去年天公不作美，

一场雹灾让漂亮的苹果变得面
目全非，影响了销售。今年，房
老汉一家人想好好打个翻身仗，
多增加些收入，因此干活儿格外
用心，不过，劳动强度也摆在那
里。“再有20天也剪不完哪！”房
老汉感慨道。房老汉家经营着
300 多亩玫瑰红苹果园。这种
苹果结果早，每月9月中旬就可
以采摘，不但香味浓，而且产量
高，可以一直采摘到11月初，很
受消费者欢迎。这个村的第一
书记王雨佳曾经用这样一首打
油诗来形容村里的玫瑰红苹果：

“秀美红石产业兴，活力四清玫
瑰红。绿色种植无公害，甘甜可
口回味浓。”

2017 年底，靖宇县种植大
户焦志松来到四清村，他相中了
村里的100亩机动地，打算流转
这片地种蓝莓。之所以决定来
这里发展，是因为他听说脱贫攻
坚为这个村带来了希望，一系列
惠民实事得到落实。后来，焦志
松要采购树苗，王雨佳帮他联系
树苗；他经营的蓝莓园旁边有条
沟，运输不便，王雨佳协调当地
交通部门铺设了管涵，还帮他解

决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困难，
支持他在这里发展。这样
一来，焦志松便在四清村踏
踏实实地发展蓝莓产业。
今年夏天，他的蓝莓园便可
以迎来采摘季，虽然没有进
入盛果期，但每亩依然可以

采摘蓝莓上千斤，明年有望达
到每亩近 2000 斤的产量，仅采
摘蓝莓就能为村民带来不少务
工收入。

如今，四清村的3个采摘园
实现了从年初到岁尾的衔接，几
乎全年都有采摘项目。但是，这
些项目的发展基础却是2016年
村里修建的一条希望路。

从前，四清村的路况很差，
要么是等外路，要么是年久失
修、破损严重的水泥路，制约了
这个村的发展。连粮食贩子收
粮都不乐意去四清村的柳条
屯，因为那里实在不方便，即便
去 了 ，每 斤 粮 也 要 低 上 两 分
钱。2016 年，在市交通局和柳
河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四清
村建成了4.4公里的水泥路，直
接连接 303 国道，2017 年又修
建了 1.8 公里的一条连接果园
的致富路。

一条希望路，三个采摘园，
解决了村民务工，特别是贫困户
务工的问题，还带动了村集体收
入。从交通闭塞底子薄到一年
四季飘果香，这个曾经的贫困
村，如今正向富裕村迈进。

四清村的果实摘不完
□ 宋晓林

四清村的妇女在草莓大棚采摘草莓四清村的妇女在草莓大棚采摘草莓

“来4碗黄焖鸡米饭!”给3
号桌顾客点餐，李青急急忙忙地
说。3月24日，李青的黄焖鸡米
饭店里已经围了很多人，外卖的
订单更是一直响个不停。

下 锅 、加 汁 、焖 煮 、浇
汁 ……李青和他的店员一直忙
个不停。很快，4碗鸡米饭出锅
了。一名员工专门负责外卖订
单的打包。三四名外卖小哥焦
急地在等待。不到半个小时，已
经卖出了20多碗。“我大学的时
候参加了学校的创业者联盟，也
有过创业失败的经历，现在生意
不错，都是自己一点一滴打拼得
来的。”李青说。

大学期间，李青一直勤工
俭学，减轻家里负担。大三那
年，她发现学校里的小本生意适
合创业。“我想起爸妈平时做鸡
蛋灌饼的细节，有了想做饼的想

法，于是，我在学校附近开了第一家鸡蛋灌饼店，不
过几个月后，却因生意惨淡关门了。”李青说，她急
于通过创业，来实现个人价值。可是却忽略了资金
不足、学校小店饱和等因素。

之后的一年，李青尝试了去应聘找工作，帮工
厂招工、为小卖部供货、卖文化衫……与形形色色
的人打着交道。“因为创业失败，我要通过打工积累
资金，我的专业工资不高，还是想要通过创业实现
自己的梦想。”

“当自己的能力和实力还有欠缺的时候，不如借
鉴其他人成功的经历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李青沉下
心，开始上网搜索项目，并最终确定了黄焖鸡米饭，到
北京进行系统的培训后，很快就回家乡开启了店面。

“我喜欢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做黄焖鸡米饭，每
天都很充实。不过，不干这一行不知这一行辛苦，忙
的时候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

现在李青一个月下来，营业额可以达到 3 万
元。一年下来，除去成本，也有不错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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