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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輝在沈丘縣白集鎮
田營村經營了一個蔬

菜基地。春暖花開、彩蝶紛
飛的時節，雖然疫情還未平
息，田間卻早已恢復了農
耕。確切地說，整個春節和
疫情期間，沈丘縣的十餘個
大型蔬菜基地一直忙個不
停。
在自己的蔬菜基地裡，王

國輝回顧了三次支援武漢的
過程。「跟武漢的感情很
深，在那裡當了17年兵。」
此前，臨近除夕之時，封

城後的武漢物資緊缺。從老
戰友那裡得知這個消息後，
在除夕當天中午，王國輝召
集村民從自家基地裡緊急採摘5噸蔬菜，並在當
天夜裡裝車，緊急送往武漢火神山醫院。

在漢當兵十七載 除夕馳援火神山
白集鎮黨委書記于海濤回憶道，「在向鎮裡

面匯報之後，得到允許，他就一個人出發了，
我們叮囑他路上注意安全。」
蔬菜送到武漢火神山，卸車之後，王國輝直

接回了村裡，在他那間比貨櫃稍大一點的基地
宿舍裡開始了自我隔離。
雖然他的妻子和兒女都在武漢，但礙於疫情

下的管制和不便，王國輝三次去武漢都沒有去
探望他們。同行的司

機說：「他真是『三過家門而不入』。」
由於此次採收的蔬菜是免費捐贈，當天參與

工作的村民都沒有要工時費，甚至有些村民自
發前來幫忙。曾經參與採收的村民表示，「也
想為武漢的抗疫工作出一份力。」
談及支援武漢的初衷，王國輝說：「（我

在）武漢有很多親友，那裡算是我的第二故
鄉，地裡的小青菜在疫情爆發後滯銷，過幾天
就會長老，與其讓青菜爛在地裡，不如捐給急
需蔬菜的武漢人民。」王國輝說的小青菜，是
指上海青。這種青菜在大棚裡生長快、採摘期
短，晚幾天採收就會因為變老不能食用。

王國輝的這一次善舉，引起了沈丘兩個企
業的注意。得知王國輝的蔬菜滯銷，這

兩個企業就出資購買了王國輝和沈
丘縣其他基地裡的蔬菜共30
噸，委託王國輝帶人直接捐
給武漢。於是，2月24日
晚，王國輝帶領兩輛卡
車，滿載30噸蔬菜，
開啟了第二次「逆行
之旅」。
第二次從武漢回
來，王國輝已經是
為人所熟知的「逆
行老兵」。通過他
的講述，沈丘縣
委、縣政府了解
到，武漢的救援物
資依然緊缺，便出資
在全縣的十餘個蔬菜
基地採購130噸各類蔬
菜，並在3月1日由王國輝
帶領13輛大卡車運往武漢。
沈丘縣農業農村局質檢站長王
雲志說：「這些農產品包括小

青菜、大葱、蓮藕、胡蘿蔔
等110噸新鮮蔬菜和1,800件
鹹鴨蛋。」這一次，沈丘不
僅以全縣之力支援武漢，還
解決了全縣的蔬菜銷售問
題。
王國輝在田營村的蔬菜基

地，有十餘個大棚、數十名
勞工。「都是附近的村民，
每次蔬菜採摘就把他們叫過
來，按日結算工資，日工資
50元（人民幣，下同）。」
王國輝說。王國輝帶動的貧
困戶有80戶300人，貧困戶
還可優先在他的基地就業。
在此次疫情之前，王國輝已
經是沈丘縣知名的助力脫貧

先進人物。沈丘縣的蔬菜基地普遍採用三種方
式助村民脫貧——收納村民扶貧款、年底給村
民分紅；將個別大棚分包給村民、銷售額分
成；村民在基地打工領工資。

一縣十餘蔬菜基地 帶逾四千貧戶增收
像王國輝所經營的這種蔬菜基地，在沈丘縣

有十幾個。其中一個是由來自沈丘縣肖門村的
肖雲峰所經營。
肖雲峰於2004年畢業於河南理工大學後，他
在河南省焦作市的雲台山做了十年導遊。期
間，他接待上海遊客比較多。上海人到了焦作
會購買當地的山藥回去——這種山藥是養生佳
品。
「吃飯有三種境界，吃飽、吃好、吃健
康。」肖雲峰說，上海人的養生之道影響了
他，他明白天然農產品是個趨勢，土地裡可以
生出黃金。
2014年，肖雲峰回鄉流轉土地搞種植，分別

種蔬菜和藥材。他回憶說，自己的兒子上小學
時，老師讓每個學生寫文章介紹父親的職業，
兒子寫道「父親是種地的」。他告訴兒子，
「父親在和土地談戀愛，就像和你媽談戀愛一
樣，我在經營自己的『土地夢』。」
如今，肖雲峰所經營的土地總面積已經接近

2,000畝，帶動64個貧困戶，在他基地長期打工
的村民有20個左右，每年共支出的工資達30萬
元。此次沈丘縣委、縣政府全縣採購蔬菜，肖
雲峰的基地也是重要的供應方。
據沈丘縣委宣傳部介紹，在2018年實現脫貧

的沈丘縣，曾把帶貧增收作為脫貧的重要途
徑，採取「扶貧基地、村級集體經濟合作社、
貧困戶」三者結合的模式，共培育20家種植、
17家養殖扶貧基地，帶動貧困戶4,292戶，每戶
年增收500元以上；培育6家帶貧龍頭企業，帶
動貧困群眾2,505戶，每戶年增收840元以上。

因為在除夕之夜獨自拉着5噸蔬菜馳援武漢而被媒體稱作「逆行老兵」的王國輝，從武漢返回老家河

南省沈丘縣白集鎮以後，引發了一系列的「愛心連鎖反應」——先是有愛心企業購買沈丘的蔬菜直捐武

漢，隨後，沈丘縣委、縣政府出面，在全縣範圍內購買130噸蔬菜及其他農產援贈武漢兩次都由王國輝

帶隊。這一系列的「蔬菜抗疫」也使沈丘縣的「產業脫貧」經驗廣泛傳播。有人介紹，「在去武漢前，

村支書王國輝已經是縣裡的助力脫貧先進人物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河南沈丘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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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丘的霍樓村，也有兩個類似王國輝和肖雲
峰的人物——他們也都在異鄉闖出了一番名堂，
並返鄉投身於「蔬菜扶貧」。
霍樓村駐村第一書記邵俊永說：「我們的村支
書原本在上海經營自己的車隊，縣委組織部夏部
長出面游說他回村裡創業。」
邵俊永所說的村支書，名叫霍國軍，曾在上海
經營貨運車隊，有20多輛車。2017年，在沈丘
縣領導的勸說下，他回到村裡建了120畝地、
160個大棚的蔬菜基地，這個基地2018年投入使
用。
在基地投入使用前，霍國軍把在鄭州龍湖鎮研
究蔬菜種植的霍樓村村民霍九零請「回家」，負
責該村的「蔬菜扶貧」。

建垂釣池農家樂
在霍國軍回村之前，霍樓村是有名的貧困村，
貧困戶76個，如今，其中的74戶已經脫貧。在
霍樓村，除了百畝蔬菜基地，鄉村休閒旅遊場所
也在建設中，供遊客垂釣的人工池塘碧水汪汪、
初見雛形。據霍國軍介紹，他對這些項目的前景
很有信心；為建設蔬菜大棚和農家樂，他已經投
入了八十多萬元。

遊子返鄉創新業
「蔬菜扶貧」成氣候

王國輝2013年從部隊退役，在武漢和朋友合
夥成立食品公司，向部隊和各大高校供應蔬果，
每年營業額達五六百萬元（人民幣，下同）。
2015年，當王國輝在沈丘縣退伍軍人服務大廳
看到《再鑄榮光》一書中許多退伍軍人的創業事
跡，深受觸動，因而決定回鄉創業，帶動鄉民脫
貧致富。那時，田營村還是國家級貧困村。
「老婆孩子都不同意，好好的生意不做，回土
地裡刨食，辛苦又沒賺頭。」王國輝說。2015
年，王國輝承包了村裡土地315畝，建立無公害
大棚蔬菜100畝，吸納貧困戶80戶300人。當年
貧困戶人均增收2,000元，每人還領到了550元
分紅。
據白集鎮黨委書記于海濤講述，2018年，在

田營行政村換屆選舉前，王國輝主動要求當村支
書，帶領村民們致富。對於這種主動挑擔子的衝
勁，組織部門也比較讚賞，後經村民一致推舉、
組織部門批准，王國輝被任命為村黨支部書記兼
村主任。
2019年7月，王國輝曾被中共中央組織部、退
役軍人事務部、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等聯合表彰
為「全國模範退役軍人」。

領貧困村摘帽
獲任命村支書

講起運送蔬菜支援武漢的情
形，王國輝幾度熱淚盈眶。在
武漢的老戰友們聽說他送菜到
武漢，紛紛向他致謝。其中一
個老戰友給他送去了兩瓶保存
了十年的茅台，而王國輝則以
五袋青菜作為回禮。
令他記憶深刻的是那些來領
蔬菜的社區工作人員－由於第
二次和第三次送菜時裝青菜的

袋子是網袋，在卸車時，有些
菜從網孔裡掉了出來。社區工
作人員為了不浪費，把地上的
菜葉一片片撿了起來。
而在王國輝第一次送菜回到

田營村的當天夜裡，在他的隔
離點外，附近的村民紛紛送來
飯菜，一名沈丘的老戰友更是
步行幾公里，半夜給他送去了
滷肉、燒雞和白酒。

武漢社區惜菜如金
拾起片片散落菜葉

( (

王國輝是我的初中同學。在我

的記憶中，初中時期的王國輝，經常

騎一輛高高的橫樑單車，上學和放學都

行動迅速，往來匆匆。那時候王國輝言語

不多，見到同學後，腼腆地笑一笑露出兩個酒窩作為招

呼。他總是晚自習最後一個離開教室回寢室休息的，早

自習他是最早的一位，王國輝最先點起蠟燭開始學

習，同學們會去他那裡引燃蠟燭。有的同學遇到

數學難題，也會找王國輝，他很樂於解答。

那時候，他是我們同學心中的偶像。時

隔三十年，他是人民心目中的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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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三十年
他成了英雄

■王國輝在自己的蔬菜種植基地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 攝

■王國輝在裝載蔬菜的貨車前敬禮。 網上圖片

■馳援武漢的車隊由王國輝帶領。 網上圖片

■武漢的社區工作人員將蔬菜從貨車上卸下。 網上圖片

■■工人在為貨車工人在為貨車
裝菜裝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