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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了15年村支书，吕凤波最惬意的时光就是夕阳西下时，为路边偶遇的老人
点上一支旱烟，听他们细数架其村的往事。有时，“三叔”一句“凤波，你这事儿办得
漂亮！”能让他乐上一个星期……

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地带，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接壤之处，便
是镇赉县架其村（也称架其营子村）。“举家祖辈闯关东，别井离乡泪洒宗。”1934
年，吕凤波的曾祖父吕殿林从山东烟台出发，几经波折来到这里，窝棚一搭，“开疆
拓土”。“第一条垄就是俺家开的。”吕凤波对此一直很自豪。

可吕殿林不知道的是，早在千百年前，就有牧民游牧至此，取名“架其”，指水
草丰美的地方；“营子”则是驻军单位。

然而，架其村的命运并不平坦。架其村人均耕地面积高达17.7亩，远超全国
平均水平，却曾是镇赉县的81个贫困村之一；镇赉县又是全国585个国家级贫困
县中的一员，架其村可谓“贫中之贫”。

时过境迁。几十年来，吕凤波的脚下，土路变成了砂石路，砂石路又换成了水
泥路；他的身旁，土屋变成了砖房，砖房又变成了漂亮的民居……

“路变了，也没变，因为一直在脚下。”吕凤波说。

“结婚那会儿，‘住上大瓦房，踩着水泥路’是我最大的
梦想”

53岁的孙亚军怎么也想不到，自家门口的这条路竟有些硬得“硌脚”了。
29年前，丈夫孙时军一驾马车驮她进了家门，“正赶上雨天，进村就腻味了半

个钟头。”此后，这个外乡女人和土路、土屋、土炕打了29年交道，“结婚那会儿，
‘住上大瓦房，踩着水泥路’是我最大的梦想。”

后来，儿子孙继桐出门上学也成了难题。冬天路滑，夏季雨多，“家家垫高院
墙，土路就成了土河。”农忙时节，夫妻俩去地里干活儿，接送孩子的任务就落在孙
亚军的婆婆身上，“为了不让孙子陷进泥里，老太太常常要背着孙子抹着墙根走。”

“你的理想是什么？”小学一年级的一堂课上，老师问孙继桐，“修路，修很多很
多的路！”

“那时候苞米只有现在的1/3长，赶上年景不好，根本攒不下钱！”孙亚军回
忆：有一年夏天，儿子看到镇上骑着“倒骑驴”吆喝着卖冰棍的，说：“妈，我以后就
去蹬这个，不想跟你们一样种地了！”

逃离，似乎是孩子们当时的唯一选择。
在老辈儿人眼中，50岁的王钰曾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儿：常年在外“游”、跑

运输、干修理，回村还开个小卖部，“骑个破摩托天天进货。”他的想法是：“无商不
活。以后想在县城买套房，睡软床。”

2009年冬的一天，老丈人突发心脏病，王钰背他走到村口公路，“俩小时愣是
没拦到一辆车。”夜里，王钰不顾妻子反对，做了个决定：买车！

第二天，王钰用卖苞米的4万元钱买来了村里第一辆轿车，顿时成了全村眼
中的“异类”：“连第二年买化肥的钱都没了……”

在王钰眼中，买车“赌”上了他全家的命运，但这“东西”能缩短他与城市间的
距离。

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全村118户被认定为贫困户。建档立卡时，56户的
致贫原因被认定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占比达38%。

一位扶贫干部告诉笔者：他曾负责包保的两个贫困户是亲兄弟，俩人都50多
岁了，还是“光棍儿”，“一年的收成全换成了酒。”

“没搭上过富，可也没沾过饿的边儿。”吕凤波说，观念保守，加之位置相对偏
远，大多数村民守土维生、安于现状，村容村风也比较差。

“隔着院墙倒垃圾几乎是家家的习惯，有些人家门外的垃圾堆比院墙还高。”
架其村驻村第一书记董达说：“打麻将、喝小酒，话不投机就上手。”

“从比着哭穷怕露富，到比着致富怕落后，乡亲们的精
气神儿在改变”

“人如果认了命，老天都没办法。”吕凤波思忖，挡在村子振兴路上的最大障
碍，不是别的，而是“人”。

2012年，吉林省开始新一轮新农村建设。镇赉县拿出300万元给架其村修
路。路就要通了，人的工作还没通：因为涉及扩路改道，不少村民的院子要向里缩，

“都盼着路通，又不想舍了院子。”
吕凤波召集村民大会，当面把自家院墙推倒了……6条总长3.55公里的水泥

路很快修通了。
村委会设计了“村民为主、村部为辅”的“自扫门前雪”村规，还是有人

随意隔墙倒垃圾。吕凤波叫上两个老党员，“啥话也不说，他倒多少，我们就给
他扫多少……都是一个屯的，谁还不要个脸面？”

也是因为“脸面”，另一变化也悄然上演。
“都是有胳膊有腿的，为啥我家一垧地能打一万五千斤粮，你家就一万斤？”村

民刘海平告诉笔者：建档立卡之初，不少人对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致贫的贫困
户有所议论。

“再苦再累，咱也要靠自己‘造血’，这样踏实，对不？”老刘说，10多年前，除草
机还没有普及，农忙时候，他和妻子凌晨4点半就要出门锄草；可隔壁“懒汉”家的
地里，草都长得比苗高了！

尽管家中唯一的收入是种地，但因为精耕细作，刘海平每年都能攒下不少钱。
2017年5月，他紧跟时髦，也开上了“轿子”……

“村里的麻将馆都要倒闭了。”王钰说，“去年过年，媳妇儿看我闷得慌，塞给我一
把零钱，那我也懒得去。”更让他诧异的是，村里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希望能“跟着

出去看看”。
“从比着哭穷怕露富，到比着致富怕落后，乡亲们的精气神儿在改变！”对于这

些变化，吕凤波颇感欣慰……

“观察城市、学习城市，但我不留恋城市”“还琢磨着
怎么把城里人往咱们这儿引”

65岁的战清田到现在也说不清，自己当初被建档立卡时是该哭还是该笑。
当兵出身的老战，要强。“干活儿不要命！”57岁那年，他被县医院判了“死

刑”，确诊为“过劳性心脏病”。“孩子们都赶回来见我最后一面了。”说到这，老战笑
了，“住了5天院，人没事儿，还胖了8斤。”

2015年，老战被核定为“因病致贫”，虽然身体已相当虚弱，但他还是把每天
排得满满当当：早起伺候菜园子，中午给村上产业大棚的工人做饭，下午伺候猪和
大鹅……一年后，老战拉着扶贫队员进了家门：他成了架其村第一个“摘帽”的人！

“这得算个荣誉吧！”老战指着头顶笑着说。
和别人不一样，孙时军外出打工不光为了钱。

“现在种地、上肥、收地，全是机械化操作，妇女在家张罗就行，还要老爷们儿
干啥？”妻子孙亚军笑着说。采访当日，孙时军刚好结束两个月工期回到家里，“你
听老潘这口音，知道是哪的不？”孙时军拿出手机，向妻子播放湖南人老潘给他发
的元旦祝福，“天南海北的口音在一块儿唠嗑，多稀罕！”

这几年，孙亚军尝过丈夫带回来的湖南腊肉、四川郎酒、山东扒鸡……但最令
她兴奋的是，听丈夫描述那些她从未到过的远方。

“观察城市、学习城市，但我不留恋城市。”孙时军说，“外出打工”让他认清了
农村与城市间的差距，而他仍在寻觅乡村“大于”城市的无限可能。

要说脑子活络，架其村里还得看王钰。
“30岁以前不会种地”的他这几年玩起“逆向思维”，别人打工，他却“解甲归

田”。这两年，他把早年打工开店的积蓄用来流转土地，“包了十几垧，10垧种苞
米、2垧种水稻、2垧种黄豆……”王钰说。

“过去镇赉有句话，一年刮两场风，一场六个月。”风带来的沙尘暴，埋没了中
年架其人的“田野记忆”。吕凤波说，大伙儿长久以来养成的粗放生产方式，逐步逼
近脆弱生态的底线。

镇赉县痛定思痛，大力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工程，通过河湖连通将一片片水源
连接起来，“稀罕玩意们”慢慢回来了……

今年以来，架其村村民陆续在田间发现过狐狸、大眼贼（黄鼠）、蛇、野兔子
……这片土地，好似久病初愈的人，重新拥有了张开双臂的力量。

“我现在非但不稀罕城里，还琢磨着怎么把城里人往咱们这儿引。”王钰说。

“今年开了春，准备扩大规模”“培育新型农业主体，
咱们有先天优势”

王钰的念想，吕凤波和董达已经谋划很久了。
2018年，村委会号召后架其屯离县公路最近的几户人家自办“庭院采摘农家

乐”，很多村民尝到了甜头。“今年开了春，准备扩大规模！”董达说。
“既然旧人留不住，可否换一种思路？引些新人来呢？”有多个贫困村驻村经验

的董达这样想。
灵感来自县里落户在架其村的采摘大棚扶贫项目，项目经理、技术员、工人全

都住在村里，可没有一个是架其村人。
事实上，在农村人口流失严重的全国其他部分地区，“党组织+合作社+公

司+农户”等“村社一体化公司化”运行模式正在被探索、推广。
“在东北，土地基本集中连片，培育新型农业主体，咱们有先天优势。”董达分

析道。
吕凤波更为关注的是空间上的聚合，“如果未来能把村民集中安置到区位最

好的后架其屯，那将非常有助于全村的管理、发展！”吕凤波的脑海中，未来架其村
的雏形正慢慢呈现。

雪后的下午，屯子内越来越多束炊烟袅袅升起，在外奔波的人陆续回家了。因
为“把田老太太送到县医院”“帮老刘家扫了垃圾”“给老孙家浇了园子”……吕凤
波的饭局被约到了元旦后，为防止有人借机给他“上炮”，吕凤波总是自带烟酒，可
就算只有一盘大炖菜，也能让他美上一整个冬天。

村部前的小广场寂寥无人，远处公路上日渐稀疏的汽笛声，预示着佳节的临
近……

吕凤波知道，过不了多久，待到雪融冰化，广场上的秧歌声就会再次响起……

架 其 村 里 探 振 兴
●李家鼎

本报讯（记者张赫） 2018年，
我市把发展稻田综合种养作为调整
农业结构、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
民收入、促进农业向深度广度发展的
重要举措来抓。通过强化责任落实、
打造生态品牌、加强基地建设、强化

培训推广等系列措施，项目建设取得
显著效益。当年，全市共实施稻渔综
合种养面积30.5万亩，占全省实施
面积的46.9%，占全市稻田总面积的
11.8%，种养农户达到了3400户，实
现稻渔增收3亿元。

2018年我市稻渔

综合种养项目效益显著

本报讯（孙文涛）“咱们今年
春季水稻种植要选好优质高产品
种，育苗要适时抢早……”前不
久，洮北区保民农场五分场种植水
稻大户张国家中热闹非凡，来自区
老科协的农业种植专家韩大杰正在
给当地10多户稻农讲解种植水稻
知识。

讲解过程中，专家和稻农之间
互动频繁，讨论热烈。稻农在听取
水稻种植技术后，就稻田承包、水

稻品牌创建、销售渠道和营销策略
等关心的问题进行认真咨询。区老
科协会长薛泽田和副会长关福魁还
耐心地给大家讲解了国家相关政
策，鼓励大家顺应市场规律，学科
技、用科技、依靠科技致富，并给
稻农发送了科技资料。

活动结束后，稻农纷纷表示，
要听取专家的指导意见，依靠科
技进一步搞好水稻生产，努力实
现增产增收。

本报讯 （吴璇 李丽娟 姜宽
裕）近年来，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不断强化服务举措，深入实施商
标富农、品牌兴市、乡村振兴战
略，扎实开展商标品牌提升行动，
进一步推动了洮南地理标志商标品
牌发展，服务“三农”，助力脱贫攻
坚，取得明显实效。

由于该局的积极努力、主动作为
和大力扶持，截至目前，洮南市共有
洮南黑水西瓜、洮南万宝粉丝、洮南
金塔辣椒（干蔬菜）、洮南金塔辣椒
（新鲜蔬菜）4件地理标志商标成功
注册，有力地带动了农业产业化和县
域经济的快速发展。2008年“洮南
黑水西瓜”商标注册成功后，进一步
促进了黑水镇17家西瓜产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发展，入社成员达361
人，注册资金达1859万元，带动周边
农户 1000 余户。2015 年又投资
1500万元建设占地3000平方米的

储存保鲜库，实现了“产＋销”一条龙
市场营销模式，同时建成了3万平方
米的黑水西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
20万吨、交易额2亿元以上。洮南
市辣椒产业协会创建了中国辣椒行
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发展模式不仅
促进了全市辣椒产业的发展，还吸纳
了下岗再就业人员百余人，每年干辣
椒和新鲜辣椒产值达1.6亿元、产量
达1.9万吨。他们还与5万多户农
民、10余家国外客商、百余家国内客
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此外，洮南市监局协助推动市政
府制定印发了《洮南市争创名标名品
名企工作意见》《洮南市人民政府
2018—2020年商标发展规划》，在
该市范围内加强地标品牌保护意
识，健全完善服务体系，规范标准
化种植管理，构建地标争创梯队，
兑现财政专款和政府奖励，为地理
标志商标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环境。

1 月 11 日召开的国务院农民
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
调，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加大
力度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岁末严冬又到了农民工准备
领薪回家过年的日子，但“年年
讨薪年年难”，欠薪这一顽疾始终
难除。不少农民工为讨薪在寒风
中无助地等待，欠薪引发的群体
事件、家庭纠纷等问题，也在不
断刺激社会的神经。

如何让超过 2 亿的农民工群
体如期足额拿到属于自己的血汗
钱，不仅事关每一个农民工及其
背后家庭的幸福感、获得感，更
事关人们对企业、对政府和对整
个社会的信心与信任。

在治理欠薪问题方面，国家一
直重拳频出。从 2011 年将“恶意
欠薪”纳入刑法，到提出16条具体
治理措施“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
再到颁布“首个农民工欠薪黑名
单”，多项政策措施让欠薪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2019 年 1 月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从政府和企
业两个层面对农民工欠薪治理提
出明确要求，进一步体现了党中央
和国务院对欠薪问题的重视程度。

但欠薪问题仍不容忽视。从
企业方面来说，建筑领域层层转
包、矛盾转嫁的问题依然存在，处
于“拖欠链”前端的开发商和施工
方一旦恶意欠薪，受伤最深的是处
于“拖欠链”末端的农民工。

从政府方面来说，部分地方
政府对欠薪的执法力度与制度措
施的制定初衷仍有不小差距。如
何让制度措施真正落地，依然是
个难题。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
也强调，各地要优先清偿政府投
资项目拖欠导致的欠薪。

如何打破“年年欠薪年年难
还”的局面？在企业层面，要与
农民工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建
立施工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约
束和保障机制。法律的权威在于
实施，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监督执
法，为解决欠薪问题提供有力的
法治保障。

本报讯 （刘骥 陈宝林）近年
来，通榆县新华镇结合脱贫攻坚工
作，不断深挖本地资源，推进美丽
乡村和村屯环境整治建设，在全镇
14个村建设了21个文化广场，为
群众开展文体活动提供了场所。在
新农村改造村屯围墙建设中，对围

墙进行彩绘，绘制廉政小故事，从
家风、家训、家规等角度展现廉政
文化的内涵及魅力，将文明新风、
廉政文化直观地展现在村民面前，
不断提升村风民风，着力打造“崇
德尚廉”的良好风气，引领美丽乡
村新风尚。

确保农民工带足工钱回家过年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安蓓

N 大地絮语

图为村民孙时军家喜获丰收。 潘晟昱摄

新华镇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送科技 助增收

洮南市场监督管理局

释放地标效能 助力脱贫攻坚

牛软骨症是由于成年牛饲料中缺磷所引起的磷钙代谢
紊乱性疾病。主要因长期单纯喂给钙多于磷的饲料，或
钙、磷均少的饲料，导致钙磷比例不平衡而发病。

妊娠牛因胎儿生长的需要，以及产奶盛期，大量钙磷随
乳排出，均可使体内钙磷相对缺乏。病初，表现消化不良、
异食，舔食墙壁、泥土、沙石，砖块等，不断地磨牙或空
嚼。随后病牛喜卧，不愿站立，伏卧时常变换体位，有时
呻吟；站立时拱背，四肢叉开，运步不灵活，出现不明原因
的一肢或多肢跛行，或交替出现跛行。严重者骨骼肿胀、变
形、疼痛，下颌骨肿大增厚使口腔闭合困难，各关节尤其
是四肢关节粗大不灵活，四肢骨、肋骨、脊椎骨弯曲易骨
折，尾椎骨移位、变软，肋骨与肋软骨结合部肿胀。

预防：平时按饲养标准配合日粮，保证日粮中钙、磷
含量及其比例（一般钙磷比例在1.5—2：1。不要低于1：1，

或超过2.5：1），适当运动，多晒太阳。
治疗：发病后，要改善饲养管理，多喂青干草或富含

磷的饲料，减少蛋白质或脂肪性饲料，适当运动，多晒太
阳。药物治疗，主要是补磷、钙及维生素D，可用骨粉
250克内服，每天一次，5—7天为一疗程；磷酸二氢钠
80—120克内服，每天一次，连用3—5天；20％磷酸二氢
钠液300—500毫长或 3％次磷酸钙液1000毫升静脉注
射，每天一次，连用3—5天。磷酸氢钙每次10—40克或
乳酸钙每次10—30克，鱼肝油每次20—60毫升，每天
2—3次混入饲料中喂给。对严重病例，可静脉注射10％葡
萄糖酸钙200—600毫升，或5％氯化钙100—250毫升；
肌注维生素AD液5—10毫升，也可肌注或皮下注射维生
素D2胶性钙液2.5—10万国际单位，每天1—2次。

（据《吉林农村报》）

牛软骨症临床表现及治疗
N 养殖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