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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德琬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尤明文

泗水县圣水峪镇八士庄村三面环山，进村
的道路曲折难行，但是层层的梯田和铆足了劲
生长的紫薯苗，让人看到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近年来，曾是省级贫困村的八士庄村在
“ 80后”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宋宝的带领

下，依托山区优势，发展紫薯种植，成立泗水
县为民地瓜种植合作社，并搭乘“ 互联网+”
快车，走出“ 合作社+贫困户+电商”的脱贫
路，不仅引领本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还带动了周边村的经济发展。紫薯种植成
为该村经济发展的一张特色名片。

黄土地里也能刨出金疙瘩

“ 我们村属于丘陵地带，纯山区，以种植
花生和地瓜为主。”宋宝坦言，种植结构单
一，产品价格还低，村民收入微薄。

为改变贫穷的面貌，村子里有80%以上的
青壮年到全国各地务工经商。2009年9月，自
幼在八士村长大的宋宝从济宁农校毕业了，但
他并没有选择外出发展，“ 谁说外面天地广？
黄土地里也能刨出金疙瘩。”宋宝带着这样的
信条回到了家乡。

观念一变天地宽。想要增收致富，应从实
际出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宋宝在农校学习时
了解过，紫薯富含花青素，具有良好的抗癌和
美容功效，虽然产量比普通红薯低一点，但价
格却高出几倍。

宋宝成立了泗水县为民地瓜种植专业合作
社，为种植紫薯铺平了道路。但是村民们并不
敢贸然改变，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不高。村民
冯忠义的说法代表了众多人的心声：“ 祖祖辈
辈都是种地的，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还能指望
地里真蹦出金疙瘩？”

“ 只是在种植普通地瓜的基础上换换品种
而已。”2010年春，为打消村民的顾虑，宋宝
带领本村的王延军、冯华清等几个年青人到河
北等地学习考察紫薯种植，并从河北购买1万
公斤紫薯地瓜种育苗，分发给村民种植。当年
秋收，种植紫薯的村民收入比种普通红薯的翻
一番，吸引32名村民加入合作社。自此，宋宝
这个能“ 折腾”的年轻人在村里说话便有了

“ 话语权”。
村民认定宋宝可以带领他们脱贫致富。

2011年4月，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29岁的宋
宝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

上任后，宋宝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不
断思考如何带领群众致富。2012年春，他从河
北引进了1万斤早熟地瓜品种“ 龙薯9号”种
薯，他亲自育苗，免费发给村民种植。然而事
与愿违，因“ 龙薯9号”皮薄，对土质要求较
高，而八士庄是岭地，土质沙性大，加之当年
6月份雨水大，等地瓜收获时，大部分地瓜出
现皲裂，村民收入增加甚微，而宋宝则承担下
育苗和运输的损失。

有了这次教训，宋宝在选择品种的时候慎
之又慎。2013年3月，他在多方考察论证的基
础上，购进4万公斤“ 紫罗兰”紫薯种，带领
21名工人进行育苗实验，大获成功，而且他们
的紫薯因为水质好、不用化肥农药，得到了北
京、上海等大中城市消费者的青睐，上市后每
公斤2 . 4元，每亩收入近4000元。到2016年春，
合作社发展会员202人，发展订单紫薯1500余
亩，年订单量达1400万元。同时，合作社带动
周边近1000户农户，发展紫薯种植面积达1万
亩，人均年增收达3000元。

土产品成网上的畅销货

每年的五六月份是紫薯苗的销售旺季，临
沂市清缘食品有限公司经理刘元江开车100多
公里来到八士庄村，今年他从八士庄村紫薯合
作社的淘宝店订购了5万棵紫薯苗，“ 我们是
回头客，去年订了一批，产量比较好，今年就
又过来了。”

通过淘宝网，八士庄村每年有300多万棵
紫薯苗销售到全国各地，利用“ 互联网+”是
提高紫薯附加值的一个最有效而快捷的办法。

2012年7月，宋宝带领他的团队在阿里巴
巴将“ 圣泽”牌紫薯做了诚信通的推广，实现
了线上宣传，线下发货。由于八士庄村土质里
富硒，紫薯里又富含花青素，他们种植的紫薯
受到北京、上海、长沙、广东、广西等地消费
者好评，回头客户近60%。每公斤紫薯地瓜卖
到9 . 8元，是普通红薯的10倍。2015年12月，他
们又成立了为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招聘和培
训15人，成立专门的电子商务专业团队，实现

“ 线上和线下”有机统一。
2016年初，在泗水县政府的推动下，八士

庄村成立了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服务站。几个月
后，“ 泗水为民农业”农村淘宝店正式开业，
开业的当天，紫薯苗的销售营业额就达到27万
元。当年，八士庄村的紫薯种植合作社年订单
量达1400万元，实现利润300多万元。

根据发展的需求，合作社又陆续开通了自

己的网站、微店、微信公众平台等。通过电商
平台，每年3月至5月销售紫薯苗，9月至12月
销售紫薯。截至目前，该合作社已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紫薯苗481万多棵，卖到了全国十多个
省份，还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紫薯苗成扶贫金秧秧

带领群众致富，是宋宝成立合作社的初
心。合作社在扩大紫薯种植规模的同时，引导
和组织村里7名闲散家庭妇女到县里参加免费
电商培训，结业后在服务站上班拿取佣金，提
高其家庭收入。

八士庄村针对6户贫困户、11个贫困人
口，逐户摸清他们的实际情况，因户、因人施
策，制订有针对性的脱贫措施，探索出“ 合作
社+电商+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带动他们脱
贫致富。将6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吸收

为合作社社员，免费为他们提供紫薯苗，每亩
地可省300多元的苗钱；紫薯收获后，按照每
公斤高于市场价格0 . 2元的高价进行回收，每
亩地又多收入300多元。吸纳贫困户到电子商
务服务站打工，做一些分拣、包装等力所能及
的工作，每天工筹60元，仅此一项，每名贫困
人口年均增加收入4000元以上。对于无劳动能
力的5名贫困人口，合作社从收益中每月拿出
1000元进行平均分配，确保他们每月至少有
200元的分红。

对于紫薯产业未来的发展，宋宝信心满
满。他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育苗卖种，为带动
更多的乡亲致富，合作社拿出200万元，加上县
政府投入的180万元扶贫资金，新建紫薯深加工
扶贫基地，项目投产后，每年可拿出18万元进行
分红，为周边8个村的167个穷困户提供扶贫资
金。宋宝说，一人富不算富，一村富也不算
富，合作社要将“ 紫薯+电商+贫困户”的脱
贫模式复制到周边村，带动他们脱贫致富。

地瓜种植换新种，“ 互联网+”卖薯苗。“ 80后”村支书宋宝———

小紫薯做出增收大文章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有你自己把自己
当正常人看，别人才会把你当正常人看！心有自信、
心向阳光，一样可以成才。”8月24日下午2点，今年刚
刚考入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听障学生王岩，在
小不点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给聋哑儿童及家长分
享自己的励志故事，感动了在场的家长和学生。

8月7日，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副院长庆祖杰
特意从南京赶到邹城，将录取通知书送到王岩手
中，鼓励他心怀梦想，在大学继续深造。

王岩是邹城二中的学生。他两岁半时，别人家
同龄的孩子都会说话了，他还不会喊“爸爸”“妈妈”。
母亲王启丽着急了，带着他到济南一家大医院检查，
结果让一家人懵了：王岩患有极重度耳聋。

“ 当时家里真的没钱了,可我不想让儿子不会
说话。”王启丽狠了狠心，借了几千块钱给王岩买
了两台助听器。

为让王岩学会说话，王启丽带着他游走于各大
语训中心。“ 他那时小，特别淘气，别的孩子都在
看老师的口型学怎么发音，他就是不学。没办法，
老师在屋里教，我就抱着孩子在外面边学边教。费
死劲了！”回忆起年幼的王岩,王启丽流下了辛酸
的泪水：“ 让他学会说话 ,就要让他懂里面的意
思，比如说‘ 疼’,我必须使劲地打他一下,他才会
知道什么叫做‘ 疼’。”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几年的家庭教育和辛
苦学习，王岩今年参加了高考，最终以489分的成
绩被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录取。为了鼓励他，来
送喜报的学院副院长庆祖杰当场表示，将免除他的
全部学费，这让王岩一家人十分感动。

王岩表示，一定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再考研
究生，并将从事康复治疗专业，回报社会，让更多
的孩子能成功康复。

王岩身残志坚的故事感动了家乡。邹城市残
联、邹城二中的负责人为他送去了助学金；小不点
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特意邀请他为家长分享高考
经验，并送给他一面锦旗：“ 保尔唱响生命曲，博
学大爱出状元”，鼓励他再接再厉，学有所成。

邹城听障学生

王岩考上本科
学院副院长亲自送来录取通知书

王岩(右)与聋哑儿童一起分享成长故事。

□记 者 尹彤
通讯员 丁万成 报道

本报嘉祥讯 正值有机绿色毛豆采摘季
节，8月23日上午，在嘉祥县黄垓镇西孔村硕
源农作物种植合作社的毛豆种植基地上，二
三百名男女老少头顶烈日，汗流浃背摘毛
豆。福建客商招呼着工人把整袋整袋的毛豆
装上卡车，整个基地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近年来，西孔村村民孔祥宏凭借多年的
蔬菜销售经验和广泛的市场销售渠道及灵活
的市场信息，注册成立了嘉祥县硕源种植合
作社，流转租赁1000余亩土地，春季以种植
水果玉米、西瓜、有机毛豆、紫甘蓝为主，
秋季以种植美国优质西兰花、日本青花菜、
高山娃娃菜、荷兰紫甘蓝等有机蔬菜为主。
他从“ 精”处入手，从“ 特”处着眼，围绕

“ 绿色蔬菜、生态农业”做文章，逐步增加
投入，改善基础设施，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农田生产设施条件不断改善，经济效益稳步
提高。常年雇用本村和周边村庄贫困户及闲

散劳动力进行日常田间管理，帮助贫困户和
经济困难村民实现产业脱贫致富。今年57岁
的贫困低保户袁凤菊，就是受惠者之一，她
常年在孔祥宏基地打零工，每天能有六七十
元的收入。

“ 今年春季除种植几百亩的西兰花外，
又种植了600余亩的绿色毛豆。数百名群众摘
毛豆一天增收八九十元，毛豆盛袋装车过磅
后客商就付款，每亩地收入可达到2500余
元，不仅足够地租，还能帮助贫困户创
收。”孔祥宏边指挥工人采摘边向记者介
绍。

硕源特色种植基地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扶
贫基地，孔祥宏通过提高土地租金、土地入
股分红、优先雇用贫困户劳动力等方式，帮助
贫困户增收，仅西孔村就有12户22名贫困人员
在基地务工，人均年增收3000多元；8户贫困
户流转土地亩均年分红500余元。合作社每年
都为镇敬老院、中学、本村26户贫困户赠送
特菜，今年又捐赠了2万元孝善扶贫基金。

黄垓镇绿色毛豆

鼓起贫困户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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