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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苦练木匠手艺，到抓住红
小豆、运输业的发展契机，再到
钻井、养殖的成功实践，甘泉精
铭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海平从未停下过奋斗的脚
步。在事业有了起色之后，他在
乡村发展养殖产业，带动周围农
户走上致富之路。2015年12月，
他被国务院农民工工作小组授
予“全国优秀农民工”荣誉书和
奖牌。

从学艺到创业，他把穷
日子过成了富日子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
家庭，家里三个孩子，我排行老
大。读完小学一年级时就辍学
了，回家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回
忆起小时候的艰辛，李海平感慨
地告诉记者。

1988年春节刚过，刚满17岁
的李海平背起行囊，孤身一人来
到离家10公里外的下寺湾镇，开
始学习木匠手艺。为了让家人生
活地更好，李海平干活认真刻苦，
不仅获得了工匠师傅的赞许，也
获得了顾客的认可。也是靠着这
门手艺，李海平终于帮助家人摆
脱了贫困，弟弟和妹妹也顺利完
成了学业。

“人不能安于现状，总得要去
拼一拼，闯出一点名堂。”1993

年，恰逢粮食市场开放，李海平瞅
准商机，主动迎合市场，走出了创
业第一步。

从贩卖红小豆等小生意开
始，李海平慢慢积累经商经验，坚
守诚信经营的经商理念，买卖从
不缺斤少两。经过三年的摸爬滚
打，这位老实本分的农民，凭着自
己起早贪黑的干劲，净赚五六十
万，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然而，初尝胜利果实的李海
平并没有止步不前，坐享其成。
1996年，李海平又把目光投向了
当时热门的交通运输行业，开始
新的商业征程。他赊销了 24辆
油罐车和搬家货车，在甘泉县内
忙活着自己的生意，很快便在运
输业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即使失败，也要咬牙坚
持

“多年后你会发现，创业路不
可能一帆风顺，即使你真的跌到
低谷，也一定要咬牙坚持。”谈到
做生意的坎坷，李海平深深地吸
了一口气。

2007 年，李海平注册资金
1200万创办了甘泉精铭工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从事油井工程
技术服务、材料销售、钻井、固井
等工程。初涉钻井行业，因为技
术落后，管理欠缺，损失资产高
达 500多万元。然而，失败并没
有将这位敢闯敢干的陕北汉子
击垮，他在失败中汲取教训，不
断提高技术水平，完善管理模

式，一步步稳扎稳打，帮公司渡
过难关。

经过几年发展，他的业务逐
渐扩展到榆林、甘肃、宁夏一
带。目前，公司共有 5个井架，
固定资产增加到 4000 多万元，
纳税由原来的每年 30万元发展
到 120万元，历经风雨的李海平
终于迎来了创业路上的绚丽彩
虹。

“做生意就是要学会‘舍得’，
失败的经历让我明白，成功不会
一帆风顺，但也不会屡战屡败，一
定要有信心，有舍就有得。无论
大小事都要有一颗平常心，着急
也没用，心态很重要。”望着墙上
的“舍得”二字，李海平深有体会
说。

在创业的道路上李海平越走
越远、越做越大，但他始终没有忘
记家乡那些需要帮助的贫苦农
民。2013年，李海平投资 600万
元注册了甘泉兴农养殖有限公
司，在张家镇村流转土地 40亩，
建起 6400 平方米的养殖基地。
第一年，他一次性存栏东北绒山
羊 3000只，可年产幼崽 3000只，
出栏 1000只。公司建立三年多
来，基地运作正常，年利润能达到
200万元。他的养殖基地不但能
给在此打工的群众带来一份稳定
的收入，更有周围不少农民也开
始养殖山羊。

“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带动
更多乡亲致富，回报家乡，回报社
会。”李海平说。

从贩卖红小豆到创办企业，
从普通农民到全国先进——

看农民工李海平
如何闯出一片天
本报记者 班姣 实习生 高小娥

“创业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即
使你真的跌到低谷，也一定要咬牙
坚持。”

“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带动更
多乡亲致富，回报家乡，回报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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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开展的热潮中，吴起县金佛
坪村第一书记创新性制作的
200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宣
传年历，让人眼前一亮。一张
年历，内容却涵盖了“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开展的背景及时
间、总体要求、学习教育内容三
大板块11方面内容，并将年历
中每月的15日、30日分别用党
旗标注为党员活动日，简单明
了、易懂易学。这些年历不仅
贴进全村72名党员家中，也贴
在大街小巷、食堂超市、田间地
头、学校工厂等处，做到了时时
学、处处学。

本报记者 班姣 摄

“学”从年历来

本报讯（通讯员 康彦创 记
者 王垠山）每天早上8点，吴起
县五谷城镇桐寨村村民张彦富都
会准时到村合作社的小杂粮加工
厂上班。凭借着加工厂每年给他
的 3万元工资和家里种地的收
入，他在去年一举脱贫。桐寨村
村支部书记、小杂粮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张彦才对记者说，张
彦富现在已经是我们厂里的熟练
工人，与临时雇佣的工人不同，加
工厂每年固定付给他工资 3万
元，此外，他还有2个月假期来发
展自己的产业。依靠工资收入和
发展产业，他家每年的收入可达
5、6万元。

桐寨村是一个典型的半山半

川村，全村辖 8个村民小组，有
211户 866人，由于立地条件差，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以前农民收
入普遍偏低。2015年，精准扶贫
工作开始后，村上确定了28个贫
困户，54岁的村民张彦富就是其
中之一。

依靠该村广阔的土地资源，
搞特色种养业和农村劳务经济成
为该村实现整村脱贫目标的首
选。桐寨村小杂粮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村支部书记张彦才说，
合作以每市斤高于市场价 0.5元
的保护价收购，激励贫困户发展
杂粮产业，目前全村20户贫困户
人均种植小杂粮10亩以上，仅小
杂粮这一项可实现户均收入 1.1

万元。同时，小杂粮种植加工专
业合作社还建立了小杂粮种植基
地，按照每亩每年 100元的承包
费流转了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的
闲置土地，实现了这些贫困户闲
置土地也能增收的目的。

桐寨村还按照1名党员带动
3至 5名贫困群众发展养殖业的
包扶举措，依托养殖专业合作社
给养殖户提供优良幼崽品种、防
疫、技术、销售等“产前、产中、产
后”服务，鼓励带动贫困户脱贫致
富。目前这种“合作社帮扶、党员
带动”的扶贫模式初见成效，全村
25户贫困群众发展养殖业，户均
年收入突破6000元。

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

该村针对贫困户进行以电子商
务培训为模式的能力帮扶，使他
们开起网店、做起微商，从而把
该村的“肥土地”牌小杂粮销往全
国各地实现增收致富。同时，针
对有富裕劳动力的贫困户，各大
专业合作社的大型养殖场、种植
基地、加工厂优先雇佣贫困户参
与劳务，其中加工厂、种植基地、
养殖场长期雇佣的农户可实现人
均年增收2.4万元，临时雇佣的贫
困户可实现年增收4600元。

因为每年有 2 个月的时间
可自由支配，同时合作社能以保
护价收购，张彦富今年将自己的
20亩土地全部种上了谷子。他
说，如果今年收成好，这 20亩地

将至少带给他 2 万元的收入。
由于供两个儿子上大学和成家，
张彦富欠下了不少债。“但每年
加工厂的劳务和土地收入，让我
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信心。”张彦
富说。

如今的桐寨村，小杂粮种植
基地的层层梯田从山顶一直延伸
到半山腰间，一处处整齐有序的
养殖场舍座落在村子的庄前屋
后。该村特色小杂粮种植加工专
业合作社的“支部+合作社+基
地+农户（贫困户）”运营模式，不
但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加快
了脱贫步伐，也延伸了产业链条，
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助推精准
扶贫工作稳步开展。

吴起县桐寨村拓宽增收渠道

闲置土地巧利用 生产环节全服务

本报讯（记者 程浩楠） 6月 5日上午，宝塔区青
少年近视防控科普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暨“六·六”爱眼
日宣传普查活动启动。该基地也是我市首家公益性青
少年近视防控科普教育基地。

据统计，我市青少年近视发生率高达58%，近视配
镜率高达91.3%，而缺乏眼健康意识、找不到科学矫治
方法是导致青少年近视高发的根本原因。针对此问
题，该基地通过对全市青少年的视力健康状况进行跟
踪干预，建立规范化、持续性的视力发育档案，采取全
程体验式技术服务模式，开展丰富科普互动和视光体
验，彻底实现“让未近视的孩子远离近视，刚近视的孩
子告别近视，已近视的孩子高效控制近视”的目标。

基地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基地将积极实施“基
层科普行动计划”，组织动员眼科医务人员走进校园，
通过开展一次主题班会、一期主题板报、一次主题讲
座、一篇主题作文、一场眼保健操或正确坐姿评比的爱
眼护眼“五个一”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学生养成正确的
读写姿势和用眼卫生习惯。与此同时还将深入城市社
区、农村开展义诊、咨询活动，进一步提高群众爱眼护
眼健康知识水平。

科学矫治，
让孩子眼睛更明亮
我市首个公益性青少年近视防控
科普教育基地成立

画笔描绘
陕北独特魅力
李彦君绘画作品展暨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为迎接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日前，由首
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市文联、市文化艺术中心、市美
协主办，延安当代美术馆承办的李彦君绘画作品展暨
作品研讨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来自全市文化艺
术界2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李彦君是我市美协副主席。作为土生土长的延安
人，他的创作和写生一直以陕北风光为主，也涉及一些
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创作。近几年，他的油画作品多
次在全国比赛中获奖，2015年创作的《峥嵘岁月》在中
国美协举办的“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
品展”评选中获优秀奖；2016年作品《夕山》在中国油
画学会举办的“可见之诗——中国油画风景作品展”荣
获优秀奖。

本次画展共展出李彦君油画和纸本作品64幅，是
他 2012年延安首次个人展之后的新近作品。画展持
续展出十天。

6月 3日，在志丹县顺宁镇宋庄村，该村“第一书
记”郝文虎正在向前来办事的群众发放自己印制的便
民服务卡。

尽管自己出身农村，可是郝文虎发现自己与群众
还是有距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郝文虎主动设计、印
制了便民服务卡，将村支书、主任以及自己的姓名、电
话号码印制于卡上，并在日常驻村及走访中随身携带、
随时发放。于是，这一张张小小的卡片成了他与群众
的“见面礼”。

几天时间，已经有 20多位村民通过打电话、发信
息的方式在郝文虎这里咨询办理相关事项。

本报记者 王婷 摄

“有事联系我”

近日，黄龙县人民医院抽调各科相关人员深入范
家卓子社区 3个行政村开展了送医下乡巡回医疗活
动。活动中，工作人员携带B超、心电图、血、尿常规、
血糖分析仪等医疗设备，为农民送医送药到家，为 45
岁以上人员体检296人，义诊100多人次，受到了当地
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通讯员 窦可军 摄

精准扶贫到我家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DaZhongChuangYeWanZhongChangX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