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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声（柳德利）：我养的猪，整天
在山里溜达，吃核桃、榛子、野梨、山里
红什么的，是吃山货长大的，喝的是山泉
水。也吃粮食，这是豆饼。不愁销路，已
经卖3年了。

记者：今年赚了多少？
柳德利：十来万。来年能挣20来万吧。
旁白：说这话的，是盖州市卧龙泉镇

钱家河村村民柳德利，今年 54 岁。3 年
前，他家还是村里的贫困户，现在已经成
了致富名人。说起他为啥要在山里养溜达
猪，这里还真有故事。

记者：在山里养溜达猪，是你自己的
想法，还是……

柳德利：是张书记帮我想的。
张大宇：他原来是小规模的庭院圈

养，十来头，没有啥喂的。
记者：哦，当时没有啥喂的，只是吃

山货？
柳德利：对对。
记者：后来张书记发现这是个商机，

是个卖点？
柳德利：对对。张书记发现了，说你

这溜达猪吃的是绿色食品，这么养好卖。
人家在城里，知道什么好卖。咱不知道怎
么好卖怎么不好卖，咱主要是合计，在山
上放，能省点儿粮食。

记者：现在尝到了甜头，再不是没啥
喂的了。

柳德利：是，我苞米就买了两万多斤。
旁白：柳德利口中的张书记，是盖

州市卧龙泉镇钱家河村第一书记、工作
队长张大宇。当年在与村两委班子走访
村民时，他了解到了柳德利家因学致贫
的情况。

柳德利：咱家是村里最贫困的，5口
人，老两口子，3个孩子上学。拿生活费
算吧，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得用多
少钱？咱就这3亩来地，根本没有其它收
入。咱家孩子那衣服，都是比咱家条件好
的别人家的孩子穿剩的。

旁白：正是看到当时家里的难处，10
年前，在丹东一所本科大学读大一的老大
柳娟，不得不选择了辍学，到社会上打工
补贴家用。

柳娟：我爸跟别人借钱，大学学费
就 4000 多。我上大学，我小妹上高中，
高中也花钱。我爸能给我凑，但我心里
不好受。

旁白：老柳一家的故事，深深触动了
驻村书记张大宇。国家扶贫政策这么好，
柳德利家的山里溜达猪这么有特色，怎么
才能让他们找到致富的好门路，摆脱贫困
过上好日子呢？

和钱家河村的其他贫困户一样，柳德
利家享受到了国家所有的扶贫政策。危房
D级改造异地搬迁，2019年他们举家搬迁
到国家安置的 50 平房子里，获得了帮扶
五小项目养牛资金 15000 多元。2019 年 7
月，享受到了国家金融扶贫政策，争取到
营口沿海银行金融扶贫贴息贷款 5 万元，
在山上盖了可存栏百头的猪舍，养了 60
多头猪。

记者：贷款利息是多少？
柳德利：没有多少。贷 1 万利息 100

多块钱。头一年抓了 30 多个猪崽，出栏
的时候就赚了十多万。

记者：第一年就把贷款还上了？
柳德利：对，第一年就还上了。去年

张书记说，你再养点儿，今年行情还能
行。所以我又贷了 5 万块钱回来。今年，
我又扩大了规模。

张大宇：一个猪崽买来时500元，现
在是 1800 元，猪崽就赚了。猪圈盖起来
了，猪也进来了，一年时间就卖了 60
头，一下子打了翻身仗。他现在由原来的
国家“输血”变成了“造血”。

记者：都放山里，担不担心哪头不
回来？

柳德利：不担心，我这儿还设立了监
控呢。

张大宇：中国电信营口分公司打造了
盖州唯一一家100户以上视频监控家庭安
防，既能看家护院，又能看护老人，带监
控识音器的，声音和图像同步传输。

柳德利：猪下崽子时什么情况，在家
用手机就看到了，都不用到猪场来，可方
便了，以前根本想不到。一般这线吧，整

不上来，这大山沟里远。张书记多方联系
给整上来了。这条线，加上这个手机，借
老劲了！

张大宇：通过信息扶贫政策，扯了宽
带，推到网上去卖，打通营销最后 1 公
里。他家大闺女把咱钱家河的东西放到营
口市，开了个农副产品店，整了个卧龙泉
镇的直营店。

记者：买家都知道，这猪就是这么在
山上放养的？

张大宇：是，通过监控，他们都能看

到。现在咱主推柳娟的目的是，通过市里
有店、网上有信息、买主能真正看到，把
咱农村的好东西都卖出去。通过一个点，
把全村带起来。

旁白：柳娟在市里开的农副产品店生
意咋样？大伙儿认可她家的山里溜达猪
吗？当记者来到位于渤海大街与新华路北
路口的柳娟农副产品店时，就被早早在这
里排队买肉的回头客吸引了。

同期声（顾客）：听他们说好，我才
来买的。我家离这儿老远了。

记者：那你是特意上这儿买的？
顾客：特意来的，这肉确实好吃。给

钱了啊，孩子。
柳娟：排骨没了，前槽没了，别急

别急……
旁白：忙乎了3个多小时，一头猪卖

完了。趁这会儿，记者和柳娟聊了起来。
记者：早上去屠宰场的话，一般几点

去啊？
柳娟：两点开始往那边走，两点半到

3点之间就到了。屠宰场全都是四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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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爸那个年龄的大叔，就我自己一个小
姑娘。头一次去屠宰场看见杀猪，晚上睡
觉都在做噩梦，后来一点点习惯了。我第
一次卸猪肉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得先把
板油撕下来。我不会撕，就拿小刀一点点
片下来。人家说，撕，赶紧撕。我说：

“咋撕啊？”“放这儿，我给你弄。咔咔，
两下子就给我撕下来了。”卸前蹄儿、肘
子啥的，我找不着骨缝儿，人家上去咔咔
的，告诉我就这么卸。教我一次两次，我
一点点就会了。现在我也不专业，但比以
前强多了。以前五花肉、瘦肉啥的，我都
给片到排骨上了。

记者：最开始在这儿卖肉的时候，大
家认吗？

柳娟：头一次两次不太好，后来有很
多人就开始预定了。加我微信，杀猪就通
知一声，都过来。也有代养的，有吃这猪
肉感觉香的就要求代养。我就负责收拾好
了拉回来，送到家门口。开了这个店，也
有奔头儿了，希望给更多人带来舌尖上的
健康。

旁白：柳娟对市场越来越有信心，对
未来也有了打算。家里这边儿，张书记也
和柳德利开始盘算新的规划。

张大宇：把这块儿清理出来，猪就在
这块儿溜达。监控就安在上面，一个摄像
头就够了。把这块儿整好了，让它好看点
儿。打造山沟里自己的家庭农场，画面感
和生态感要强。

记者：订单来了。刚才有人发了个抖
音，要买猪。来，我给你电话啊，我把驻
村书记的电话发给你。

现在看，柳德利大哥的养猪场得上规
模了，而且是科学的。

张大宇：我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
建一个大点儿的、50平以上的活动区域，
让猪在里面玩儿。甚至有个球，让猪踢踢
球，用这种方式。

记者：大哥，你接不接受这个理念？
柳德利：接受，接受。原来不接受，

猪还能玩儿？总活动的话那还能长肉吗？
我寻思让猪活动它掉膘，没合计这里有商
机，猪能好卖。

张大宇：用这种方式办猪场，让大伙
儿看到，就会认养了。认养之后就可以订
购。到时候，猪就不愁卖了。

柳德利：过年准备跟张书记说，弄个
小锅炉，喂稀料，好吸收。现在说有那种
电的锅……

张大宇：太阳能。包括咱再想点儿
办法，从朝阳找来辽宁省畜牧基地的技
术员，用现代化的方式养猪。一键式
的，连到猪食厂，再输送过来。也不太
贵，花 1 万多块钱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人工也省了。

记者：柳大哥，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
什么？

柳德利：老大现在开店卖猪肉，老二
也在市里上班了，老三在盖州读高中。我
要把老三供上大学，再好好把猪厂建大一
点儿。

记者：下一个目标是多少？
柳德利：过年最低得养200头吧。
记者：柳大哥，你心中的小康标准

是啥？
柳德利：小康就是房子干干净净、

立立整整，自来水什么的都有——现在已
经实现了。收入一年十来万也够了。还得
有个小汽车，农村一般有条件的都有小汽
车，过年我准备买台小汽车。

记者：张书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
老乡。接下来你们是咋规划的？

张大宇：我们要通过电信扶贫，把
摄像头连到网络上，把电话连接上。通
过搭建可视化代养网站这个助农平台，
把村里的蘑菇、木耳、大公鸡、猪等所
有信息都登上，一打电话就能直接呼叫
到农户，便于他们相互沟通、自行买
卖。将来村民可以形成自己的商业圈，
自己建立起供销网络。

同时，村民的生意，包括你所有的产
品，要更加品牌化。

最后，咱卖的是品质。咱们得到了国
家所有的好政策，通过社会力量咱富起来
了，咱得再回报社会，让你的正能量能够
传递下去。这些都上来了，你的生活会越
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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