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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娥这娃有文化、有知识，干啥事肯动脑子、能吃苦，也
舍得出力，她可是我们这儿的名人……”夏末时节，笔者来到
丹凤县蔡川镇蔡川村，说起巾帼致富创业能人曹月娥，76 岁
的村民李福堂如是说。

曹月娥是一位平凡的农村妇女，却有着一股吃苦耐劳、
永不服输的精气神，靠勤劳的双手，在奋斗路上蹚出了一条
不平凡的道路，在农村广阔的“舞台”上闯出一片新天地，成
为当地的致富明星、创业能人，多次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
奖励，并获得“丹凤县优秀拔尖人才”“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追 求 梦 想

思路决定出路，信念引领发展。曹月娥从小热爱学习，
成绩优异，她初中毕业后成了一名代课教师。立志要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的曹月娥，后来又考入原县卫生学校学习医
疗卫生知识。

2005 年，曹月娥与爱人严春记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婚后，她由丹凤县最南边的鹘岭来到相隔百余里外的蟒岭。
初到婆家，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曹月娥心想既然改变不了
现状，那就改变自己。有了这个想法后，她就不断寻找发家
致富的路子。

2009 年春季的一天，曹月娥进县城办事，在搭乘出租车
时和司机交流的过程中，她滋生了考驾照开出租车的念头。
后来，征得家人支持后，她报名学习驾车技术。那段时间，她
勤学苦练，白天练技术，晚上反复记要领，很快就拿到了驾
照。拿到驾照后，她多方筹资 5万元买了一辆出租车跑出租，
生意还不错，但没干几个月，因种种原因，她放弃了这一行业。

曹月娥本想外出务工挣钱，但由于孩子小，丈夫要上班，
公公和婆婆身体又不好，带不了孩子，她想只能在家门口创
业，可放眼一看，居住环境被群山包围，交通条件又不好，到
镇上办一次事少说也要跑上五六公里路。

经过反复思考，曹月娥想到居住地青山绿水污染少，草
料资源也比较丰富，适宜发展绿色生态养殖业。她把这一想
法告诉了母亲，母亲只告诉她：“富不离书，穷不离猪。”

听了母亲的话，曹月娥经过对比认为：养牛，需要的资金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让她望而却步；种植中药材，周期
长、见效慢；养猪，相对来说投资小、见效快。经过对比，她最
终选择了投资小、成本低、周期短的养猪项目。

2011年 7月，曹月娥和弟弟曹永莉联合创办养猪场。为
了节约资金，她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她带头打井、
当小工、看守工地……能省一分就省一分。半年后，一个年
出栏千头的养猪场建成了。

猪场建成后，为节约资金，曹月娥没有去大型仔猪繁育

场选购仔猪，而是投资 3 万元从农村散
养户那里购回 80 头小猪饲养，但因防
疫措施不到位，加之交叉感染流感，不
到一个月这批小猪就死了 30 头。面对
挫折和损失，曹月娥没有选择退却，而是
去县城找畜牧技术人员请教，去书店买
专业书籍用心读，去养猪大户那里拜师学
艺，从网络上搜寻科学养猪资料认真看。
就这样，经过科学管理和精心饲养，5 个月
后，剩余的 50头猪顺利出栏。

曹月娥虽然没有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但 学 到 了 比 第 一 桶 金 更 值 钱 的 养 殖 技 术 。
2014 年 3 月，她注册成立了丹凤县源生态农牧业
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生猪、土鸡养殖和农副产品种
植。这年 7 月，为满足发展需要，她又多方筹资，扩大
养殖规模，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建起占地 13 亩的万头养猪
场，不断扩大养殖规模。

愈 挫 愈 勇

为了做大做强养殖事业，提升企业管理水平，2017 年，
37 岁的曹月娥克服年龄大、记忆力差、养殖场工作繁忙的困
难，积极报考了商洛电大。经过 3年的艰苦学习，2019年，她
顺利毕业。

曹月娥根据养猪市场行情的发展变化，预测养猪市场将
迎来一个光明前景。2019年，她筹资 85万元，去外地大型仔
猪繁育场购买仔猪 600 头，持续扩大养殖规模。眼看着养猪
市场行情一路向好，就要赚得盆满钵满时，一场突如其来的
非洲猪瘟疫情，导致 600 头生猪全部被扑杀。面对始料未及
的变故，曹月娥苦水、泪水只能往肚子里咽……

星光不问赶路者，岁月不负有心人。在停养一年后，曹
月娥又重整旗鼓，多方筹措资金，购回 300 头仔猪饲养。为
了让养猪事业行稳致远，她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对养殖场实施闭环管理，严密防疫，科学饲养，终于成功。

早在创业之初，曹月娥就受发展“无公害农业产品”理念
的影响，提出了“生态循环、种养结合”的发展思路。

2016 年 5 月，曹月娥将养猪场附近的 50 亩核桃林地流
转，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散养鸡年出栏达到 1 万只。为了减
少养殖业带来的面源污染，实现变废为宝，做到物尽其用，
2018 年 3 月，曹月娥又流转土地 200 亩，发展五味子种植基
地，实现种养结合，使养猪场的粪便得到了充分运用。

阳光总在风雨后。如今，曹月娥按照“公司+基地+农
户”的经营模式，经过近 7 年的发展，她的养殖场占地 23.5
亩，建成了标准化养猪场。为消除面源污染，她还建成了
800 立方米化粪池。目前，其公司年出栏生猪 5000 头以上、
生态鸡万只以上，还有 200 亩五味子基地，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集千头猪、万只鸡和百亩中药材种植为一体的新型循环农
牧企业。

反 哺 乡 亲

2020 年春天，为了增加乡亲们的收入，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曹月娥立足当地资源，在留仙
坪村创办了杂粮加工和香菇、木耳等农副产品销售点，成功
将这些农产品引入“832”采购平台，目前通过线上线下已销

售当地农副产品 100多万元，带动周边 3名农户就业，形成了
富有特色的“养殖+种植+加工”的新型生态循环产业链，开
启了“种养加”一条龙产业模式。

“说实话，我们家日子能过得这么滋润，越过越有奔头，
这全都是人家月娥帮助的结果，要不是人家当初送给我仔猪
和饲料，手把手教我学养猪技术，哪能有我现在的好日子过
呢！如今只要一年多养几头小猪，年底就能挣更多的钱
……”这是蔡川镇庵底村脱贫户周启亮的肺腑之言。

当丹凤县“人脱贫，县摘帽”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后，曹
月娥积极投身县工商联组织开展的“万企帮万村”活动，免费
为周启亮家送了 2 头仔猪和 5 袋饲料，并经常去他家传授科
学养猪技术，教他如何打疫苗、如何观察猪的健康状况，当年
年底，周启亮的两头猪顺利出栏，卖了 9500 元，周启亮用这
些钱把多年失修的老房子修缮一新。

曹月娥还指导蔡川村脱贫户齐留留发展林下散养鸡，并
将自己养殖基地提供给他使用，传授技术，分析市场，目前，
齐留留的养鸡场年出栏散养鸡 1万多只。2017年，曹月娥免
费为 16 户贫困户发放架子猪 32 头、饲料 320 公斤，户均年增
收 2000 元以上；还为蔡川镇庵底村 42户贫困户发放仔猪 84
头、饲料 210袋，户均年增收 1万元以上。

曹月娥先后在蔡川镇蔡川、庵底等 8 个村带动农户发
展核桃、中药材、玉米 3000 多亩，与 113 户农户签订了生
猪、中药材、玉米收购协议，年订单收购额达 80 万元。目
前，曹月娥的公司租赁周边群众土地 201 户 395 亩，每年付
土地租金 20 万元，平均每户增收 1000 元；企业在经营中雇
佣施肥、科管、收割、运输、加工等劳务人员 45 人，人均年收
入 2 万元以上。

曹月娥连续 3 年兑现 35 户村民土地流转费 3.5 万元，她
还把中药材基地分片包干到 37 户脱贫户名下，由他们除草、
剪枝、管理，挂果后享有 10%的效益分红，户均年增收管护费
1000 元以上。曹月娥与县职教中心共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基地，为周边 500 多名妇女举办实用技术培训 12 场次，每周
利用公司 LED 显示屏向群众发布 1 次农产品价格信息。她
积极承担“三变”改革重担，吸收村级“三变”改革资金 25 万
元为股金，每年为村集体分红 2万元。

“做给乡亲看，带着乡亲干，帮着乡亲赚。”这是曹月娥的
创业初衷，也是她追求的目标。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庄稼被烘烤得像抽了筋。镇安
县庙沟镇三联村种烟大户彭家安地里的烤烟眼看就要旱
死，抗旱保苗十万火急，可就差 400 米长的引水管，不远处
的山泉就是浇不到地里，他一时急在心头。

镇安县委督查办驻庙沟镇三联村工作队了解情况后，
赶紧联系水利部门，当天下午就解决了浇地用的 400 米引
水管。看着涓涓溪水流到烟田，解了燃眉之急的彭家安高
兴地说：“驻村工作队帮我解决了实际困难，今年烤烟可算
有救了，增收有望了！”

“三联村山大沟深、土地贫瘠，有农户 514 户 1705 人，
其中脱贫户 179 户 533 人。2021 年 10 月，镇安县委督查
办工作队驻村时，全村因‘8·20’洪水袭击造成村里没有一
条通畅的公路。一年来，驻村工作队扑下身子，逐一走访
群众，综合考虑后，确定蚕桑、烤烟、中药材为村上的主导
产业，目前这些产业发展初具规模……”说起一年来的变
化，驻村工作队队长陈鸿博如数家珍。

一年来，为统筹抓好三联村产业发展，镇安县委督查
办驻庙沟镇三联村工作队确定在高山区发展 150 亩烤烟、

在半山区发展 300 张蚕茧、在浅山区与企业联合发展循环
养猪 100 头，多措并举壮大中药材、板栗等产业规模，确保
村民收入稳定增长。

发展成效来自真心付出。2021年 7月，镇安全县集中
轮换单位驻村，镇安县委督查办共有 6人，其中有 2人已有
驻村经历，让谁驻村不让谁驻，这是摆在单位领导面前的
一道难题。看到领导为难的表情，县委督查办副主任陈鸿
博说：“我是党员，又是领导，我驻村！”

当时，陈鸿博的一个孩子上高三，另一个孩子上幼儿
园，其妻子在执法单位工作，孩子没人照看，可为了帮助群
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陈鸿博毅然选择驻村。2021 年 10
月，陈鸿博无怨无悔转战庙沟镇三联村。

三联村群众有长期养猪的传统，综合分析后，驻村工
作队联系企业，实行镇村引导、大户带动、企业收购模式，
企业统购仔猪，通过圈舍养猪、废水种莲藕，有 50 户村民
发展生态循环养猪 120 多头，增收 20 多万元。“今年我家
养猪 5 头，预计收入 1 万多元，收入提高了，门前屋后环境
变好了。”示范养殖户李云有高兴地说。

全村巩固脱贫攻坚任务重，驻村工作队先后 5 次调研
村里的经济发展，走访党员和群众 150 多人次，摸清全村
产业发展底子，制定乡村振兴计划，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驻村工作队推进三个组发展壮大烤烟产业，落实烤烟面积
150多亩，可实现收入 80多万元。为了增加群众可支配收
入，驻村工作队联系本地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带动 572 名
村民常年外出劳务，引导 234 人就近灵活就业，仅上半年
实现劳务收入 1100 多万元。驻村工作队落实养殖补助政
策，带动村民增加养猪 137 头、养牛 32 头，配送鸡仔 2620
只，可增收 200 多万元；引导群众结合实际发展中药材等
产业 46.5 亩，预计收入 30 多万元；对林果产业实行提质增
效，科管板栗 700亩、核桃 212亩。

“县委督查办驻村工作队是真心为民服务的，群众有
困难，他们总是冲锋在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三联
村党支部书记刘均琪如是说。

脱贫户王某的儿子就读于某职业技术学院，7 月初接
到县乡村振兴局申报“雨露计划”信息，由于其个人疏忽，
迟迟未能申报，得知消息后，陈鸿博赶紧联系县乡村振兴

局和庙沟镇，快速为其儿子办理了手续。一年来，工作队
代办和联系办理事项 50多项，获得了群众好评。

今年，三联村通过发展烤烟提高群众收入，由于天
气干旱，烟叶比往年长得小，为了减少损失，烤烟种植户
尽可能完成烟叶烘烤，可还有 5 个烘烤炉用照明电无法
满足烟叶烘烤用电需求。种植大户方某找到驻村工作
队，请求解决动力用电难题，工作队带领村干部找到县
供电公司，在供电单位的支持下，及时架设 800 米临时
电缆线路，确保了烟叶得到及时烘烤，为群众挽回经济
损失 10 多万元。

在驻村工作队的协助下，村上争取到相关部门资金 10
万元，加快灾后重建步伐，2 个月修通 10 条通组路。驻村
工作队还为村上争取投资 350 万元以上，完成 3 条通组水
泥路的硬化，有 2 条通组水泥路硬化已招标，年底前有望
完成硬化任务，将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出行条件。

目前，三联村创建“五美家庭”10户，落实门前“五包责
任”514 户，有条不紊加快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持续改善人
居环境，一幅秦岭山水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奔 走 乡 间 解 民 忧
本报通讯员 陈风军 李明灿

百折不挠创业 带动乡亲致富
本报通讯员 刘春荣

通过养猪通过养猪，，曹月娥逐渐踏上致富路曹月娥逐渐踏上致富路。。

曹月娥查看五味子长势曹月娥查看五味子长势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春苗）近年来，柞水县聚焦农村安
全饮水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综合施策，抓实措施，真正让群
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健康水。

柞水县水源类型主要为山泉、地表水、地下水，总体水源
水质较好。县上按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农村饮用水
水源两大类进行分类管理，划分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
实行严格生态保护措施。加大宣传教育，引导村民参与农村
饮用水水源保护；加大水源保护区硬件建设，确保村镇饮水
安全。全县累计安装净化消毒设施 500多套（台），并建成了
县级水质检测中心，主要承担全县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工

作任务，指导各镇办基层供水站自来水生产，有效预防水源
污染，实施从源头到水龙头全过程控制。

柞水县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饮用水安全知识宣传，推广使
用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指导水源地周边村民科学施肥、喷
洒农药，妥善处理好生产、生活污水和垃圾，对水库周边的露
天蓄粪池及早填平处理；杜绝或减少村民乱洗、乱倒、乱排等
污染水源行为；着力抓好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使用好地表
水，发展现代节水农业；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防止引进高污
染、高耗水项目，推进水资源循环利用；不断增强群众水源忧
患意识和环保意识，做到节约用水，保护水源。

柞水县全力保障农村供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