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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卖了 120 头猪，纯收入 20 万

元。如今俺对致富充满信心，昂首阔步走

在奔小康的大道上。”3月8日，在前营乡

马庄村，村民谢军正麻利地打扫着猪圈。

猪圈内，一头头小猪正悠闲地吃食。

今年59岁的谢军凭着敢想敢做的劲

头和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通过养猪闯出

一条脱贫致富路，实现了从建档立卡贫困

户到致富带头人的蜕变。

谢军全家共5口人，妻子年幼时因患小

儿麻痹症导致一条腿残疾，孩子正在上学，

母亲年老体弱。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和残

疾的妻子，谢军无法外出打工。由于缺乏劳

动力，2015年谢军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虽然有了扶贫政策的兜底，但是谢军

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不愿意只靠帮扶生

活，一心想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

决心下了没门路，怎么干？政府培训

来了。2016年，在村里的推荐下，谢军参

加了前营乡举办的养殖技术培训班。

门路有了没有钱，怎么办？政策红利

来了。2016年，前营乡为谢军争取到了产

业奖补、无息贷款等项目支持。拿着8万

元的启动资金，2016 年 8 月，谢军购买了

60多头猪仔，开始了自己的养殖事业。

养殖场建好后，每天天没亮，谢军就

开始清扫猪圈、喂猪。虽然工作非常繁杂

劳累，但是谢军从没说过一个苦字。谢军

常说：“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扶持着咱，如果

还怕苦怕累，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朴实的

话语暗藏着脱贫的决心。

有耕耘就有收获，经过悉心照管，谢

军喂的猪膘肥体壮。2018年，谢军靠养猪

不仅顺利脱贫，还成了马庄村的养殖大

户。仅2020年1年，谢军就卖了120多头

猪，收入20多万元。

如今，谢军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

积极为村民提供种猪配种、技术指导等

服务，带动群众发展养殖业。目前，马

庄村已发展养猪户 15 个，全村产业发展

态势良好。

“新时代，新征程。下一步，前营乡将

以‘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为抓手，以产业

带动增收，让更多像谢军一样的群众，抱

着小金猪走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该乡党

委书记张远航表示。

抱着“小金猪” 走向振兴路

初春的清晨，还有一丝寒意。位于宝丰县前营乡张旗营村内

的鞋帮加工车间内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加

紧赶制订单。

“订单源源不断，1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春节没咋休息，今年的

效益比去年还要好。”80后老板李杰笑得合不拢嘴。

一年前，李杰的鞋帮加工厂还只是一家破旧小屋的“小作坊”，

“不愁生产愁订单”成了李杰的“心头病”。

前营乡开展的优化营商环境“大走访”，李杰的烦恼直达乡党

政领导案头。通过及时牵线搭桥提供营商呵护，短短三天就帮助

其完成了所有租赁、订单问题。“既让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有了稳

定的栖息地，又成功盘活农村闲置土地，每年还能新增村民收入10

万元以上，真是一举多得!”前营乡党委书记张远航说。

攀升的经济指标不是发展的唯一目的，可持续、高质量才是发展的

真正追求。前营乡潜心营造重商、亲商、安商、稳商的优渥环境。“纵观

成规模、有特色的各类园区，无不是在初期就科学论证规划好了发展思

路。”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吕跃红说。通过充分发挥现有区位优势，前营

乡明确了以优然牧业万头奶牛养殖示范牧场为龙头，构建“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同时，依托优然牧业对周围一万两千亩土

地进行流转，大力发展优质种植业，打造优然牧业产业配套园区。

为此，前营乡高标准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园区主次干道均实现

道路硬化、绿化、亮化，雨污排水管道、护坡等基础设施均已全面完

成，为应对企业建成投产带来外来人员增多的承载压力，园区已建

成和规划新建生活安置区各1个，加快推进周边学校建设，为外来

人员子女提供良好的入学环境。

如果说硬环境是企业的基础，那么服务软环境则是企业安心扎根

的关键所在。前营乡成立手续代办中心，全程免费为企业办理所有入

驻手续，实现办事“最多跑一次”。对各类惠企、稳企政策宣传“全覆

盖”、申报“不漏一家”，落实减税减费惠企政策，为企业减负300余万元。

“下一步，前营乡坚持目标引领，不但把企业引进来，还要帮

助企业实现发展预期目标，为企

业从签约到开工、落地、投产全

过程提供不间断、无缝隙的优质

服务，及时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用实际行动

让投资者感受到前营乡营商环

境的变化，增强投资者信心，实

现企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建设‘双

赢’。”张远航说。

自
我
革
命
练
﹃
内
功
﹄
优
化
营
商
好
环
境

“最近雨水充足，花椒

坐果好，花椒树经过改良后，

产量一定会增加不少。”3月8

日，在前营乡店西村南的荒山

上，我县第一批十大乡土人才

兰帅领一边忙着花椒管理一

边向记者介绍。

“春季是花椒管护的重要

时期，花椒长势旺不旺，收成好

不好，全靠春季管护打基础。”兰

帅领拿着手中的剪刀说（如图）。

今年35岁的兰帅领是店西村有名的花椒种植大户，他种植的2000

亩花椒纵横交错，颇为壮观。

“在刚开始种植花椒的时候，俺对花椒种植及管理还缺乏相关的

经验，所以俺就把村里的图书室当成了‘充电站’，有啥不懂的就来学

习。”兰帅领说，2013年，他结束10年的打工生涯回乡创业。店西村位

于前营乡西部浅山区，这里丘陵起伏，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经过考察，

他认为村里的山地适合种花椒。

兰帅领当年就流转 100 亩土地种植花椒。“不懂花椒管护技

术，俺就从书本里学。通过每天抽空来学习和不断实践摸索，花椒

树咋修剪、施肥、浇水和病虫害防治，俺基本上都能自己解决。”兰

帅领笑着说。

2016年，兰帅领在前营乡的支持下成立了宝丰县辰元农业公司，

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了店西等3个行政村的贫困

群众发展花椒种植，与14户贫困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并安排21名

贫困家庭成员在基地务工，每月收入在1800元以上。

在他的精心管护下，通过几年的不断发展壮大，如今种植规模已

达2000亩，去年采摘优质花椒8000余斤，销售收入达60万元。

“今年我准备再承包500亩荒山，搞连片种植，打造全县最大的花

椒基地，让群众在一份土地上赚到租金和务工收入‘两份钱’，让荒山

成为致富的金山。我将始终脚踩泥土，始终奋战乡村振兴。”兰帅领满

怀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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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花椒飘果香 乡土人才带民富

身穿汉服的游客在传统村落
郝庄村拍照

郭湾村宜人的人居环境郭湾村宜人的人居环境

传统村落郝庄村成为游人的打卡地

鞋帮加工厂一派繁忙赶订单鞋帮加工厂一派繁忙赶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