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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着面包谋致富 计划再开个分店

“想做出口感松软的面包，要经过充分发酵。我都是前一晚和
好面，早上4点起来做。”天还没亮，刘明秀就忙活开了。她一边说
着，一边把和好的面搓成一个个不同形状的小面团，准备烘烤。

今年46岁的刘明秀是广西陆川县温泉镇官田村村民。2017年
7月，她丈夫在帮助邻居建房的时候不小心从房上跌落，不幸去世。
守着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婆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刘明秀的
身上。2017年8月，刘明秀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必须振作起来。”
刘明秀说。在村委和帮扶干部的帮助下，刘明秀参加了县里举办的
为期7天的技能培训班，学习面包制作的手艺，“还有学种养技术和
育婴的。县里会组织定点培训机构到村里开设培训点，和我一起学
的大多都找到了工作。”刘明秀说。

刘明秀学得很认真，掌握得也很快。在培训班学习后，她很快
找到了面包店的工作，平均每个月能挣2300元。“掌握了一门技能，
让我有了改变生活的能力。”刘明秀说。近年来，陆川县把就业扶贫
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为有就业意愿的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援助、技能
培训、创业培训等服务。培训内容都针对劳动力紧缺行业，就业有
保障。

在面包店工作了一年，刘明秀做面包的手艺逐渐熟练，对面包
店的经营也有了一定了解。为了进一步改善生活，她决定自己创
业。“帮扶干部借了2000元启动资金给我，村里也开会决定将村委
对面的店面半价租给我。”

很快，刘明秀的面包店在村委对面开了起来。凭着娴熟的手艺
与和善的性格，刘明秀店里生意越来越好，每月的纯收入都超过
3500元。2019年底，刘明秀一家顺利脱贫。从幸福美满之家到建
档立卡贫困户，再到顺利脱贫，“就像做梦一样。”刘明秀说。

如今，借来的启动资金早已还清。店里的生意忙，刘明秀还聘
请了一名乡亲帮忙打理面包店。忙碌之余，刘明秀还阅读了管理类
的书籍，准备过完春节去进修，学习更多的面点制作技艺。“春节后
我准备投资两万元在村口再开个分店，聘请村里生活困难的村民来
当分店长，带动他们学会一技之长，一起富裕起来。”刘明秀说，脱贫
只是起点，还要为更美好的生活奋斗。

编着麻线脱了贫 争取再多挣些钱

“小时候，汉麻在黄河两岸种得非常多，我在黄河边散步时总能
看到汉麻。”李世雄说。

麻编用的原料是汉麻。近年来，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滨
河家园四村依靠麻编产业，让本村及周边村落的留守老人和妇女有
了可观的收入，编织出了一条扶贫路。74岁的老人李世雄和妻子雷
秀梅就是麻编产业的受益者。

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黄河相交处的月牙湖乡是宁夏生态移民工
程的主要安置区，滨河家园四村是宁夏南部山区固原市彭阳县搬迁
至此的生态移民村。

“以前就是种地，没有其他收入。”李世雄和妻子6年前搬出大
山，来到月牙湖乡。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两位老人参加了麻编非遗
传承人张璟定期在滨河家园四村举办的麻编技巧培训班。渐渐地，
老两口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没事就拿着麻线编织杯垫等简单的产
品。用他们的话说：“有了崭新的生活，感到格外充实！”

麻编技巧培训班又开班了，记者随着两位老人一道前往。麻编
工作室里坐满了村民，桌子上放满了杯垫、零钱包等各式各样的麻
编产品。李世雄正在编麻线，雷秀梅在一旁编织小包。两位老人都

过了70岁，但身手麻利。张璟告诉记者，村民们完成编织后，她会将
产品拿到银川市的工作坊进行加工，然后售卖出去。

别看李世雄现在编织得很熟练，一开始，一根不到1米的四棱
绳，他需要两天才能编织完成。如今，老两口已经能熟练编织杯垫
等简易产品，一天能做20多个杯垫，一个月下来两个人能有近3000
元的收入。

滨河家园四村驻村第一书记马涛告诉记者，李世雄和妻子都享
受低保政策，除麻编产业的收入外，还有土地流转金及奶牛托管费、
合作社分红等收入。加上各类政策性补贴，一年有近3万元的收入。

经过近3年的发展，如今滨河家园四村非遗麻编文化产业已累
计培训超过200人次，村民人均月收入1000余元，最高者可以达到
近3000元。

说话间到了中午，李世雄和雷秀梅收起麻线，走回家中。院子
里放着两个木架子，天气好的时候，夫妻俩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编着
麻线。“生活美着呢”，李世雄说：“我现在手比以前巧多了，新的一
年，准备跟张老师再学点新的麻编花样。”雷秀梅在一旁一边编着杯
垫，一边说，2021年要把身体搞好，争取挣更多的钱，把日子过得更
好。

送着快递还清债 准备再加一把劲

前些日子，彭秋毫还完了最后一笔欠账，心头顿感轻松不少，
“给爱人治病，欠下不少债，没想到能这么快还上。”

彭秋毫是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人，家中不足半亩田，过去跟妻
子在外打工。后来考虑到孩子念书，夫妻俩决定返回老家。彭秋毫
到工地打零工养家，妻子专心带孩子。未曾料到，一场病打破了原
本平静的日子。

“妻子突然全身无力，刚开始还以为得了重感冒，打了针、吃了
药，症状反倒更严重。”彭秋毫觉察到不对劲，立刻带妻子去大医院
做检查，结果诊断为红斑狼疮。“去六盘水和贵阳治，一百二三十斤
的人瘦成不到70斤，中间还3次收到病危通知。签字时手一直抖，
字写得歪歪扭扭。”彭秋毫说。

前后住了40多天医院，花了13万元，“刚回老家那会儿，手头还
攒了四五万元，后来倒欠了6万多元。”

2016年，彭秋毫一家被识别为贫困户。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
他全心照顾妻子，“那段日子，吃药花费不下两万元。多亏政策好，
费用报销了大半。”

无法外出打工的彭秋毫，在得知沿街的一家快递代理店关门
后，萌发了做快递生意的想法。“我跟妻子商量，如果想办法把店盘
下来，就能在家门口挣钱还债，日子也能好过些。”在扶贫政策的帮
助下，彭秋毫申请到小额特惠贷，做起了快递生意。

“早上不到7点去公司分拣货物，拿回店里挨个发短信，有些还
得送货上门。”彭秋毫做得有声有色，“忙的时候，一天有1000多件
货，晚上经常十一二点关店。”

看到生意逐渐稳定下来，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块钱，彭秋毫越做
越有信心。妻子的身体逐渐恢复，也能帮着照看门店。大儿子读中
职，每年有1900元的教育补助，小儿子读初中，每个月只需负担少
许生活费，生活压力减轻了不少。

如今，彭秋毫的贷款和债务已经清零，顺利脱了贫。接下来，他
想再加一把劲，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快递要轻拿轻放，保持干净。
别看都是些小细节，来取件的客户很在意。”现在，他把自家沿街的
一间房腾了出来，专门用来放快递，“省了房租，挣多少都是自己的，
日子有奔头。”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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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时指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还要咬定青
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
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2021年，已经脱贫的老乡们打算如何夯实基础、
继续致富？驻村干部们如何继续帮扶、带动增收？
“三区三州”地区计划如何补齐短板、防止返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