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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海浪 实习生 刘欣

隆回县三阁司镇资江村 4
组 有 一 位 出 了 名 的“ 独 臂 将
军 ”。他 因 意 外 事 故 失 去 右 手
后，几经沉浮，最终在党委政府
以及相关部门的帮扶下，实现
脱贫致富；他致富不忘乡邻，传
授技术，劳务用工，与周边 10 多
名贫困户尤其是残疾人携手共
筑脱贫致富路。

他，便是58岁的钱书柏，靠养
殖业实现脱贫致富。目前，他和合
作伙伴的养殖基地，牛存栏达400
多头。

创业艰难创业艰难 重回原点重回原点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

化”。上世纪80年代初，钱书柏怀
揣大部分积蓄买了一台拖拉机，成
为当时村里最年轻的拖拉机手。此
后，他跑运输运农资，辛苦几年便
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万元户”。

1987年，一场意外，无情地夺去
了钱书柏的右手。为了疗伤，他花光
了所有积蓄，拖拉机也只好变卖了。

起初，肢体残疾的钱书柏万
念俱灰，一度沉沦，家庭境况陷入
窘境。直到2012年，隆回县残联负
责人的一席话，让他重新燃起了
创业的激情：“书柏，现在国家对
残疾人的政策一年比一年多、一

次比一次好，你过去是发家致富
的典型，如今只要你有自强自立
的心，县残联愿意扶持你，让你过
上跟正常人一样的好日子。”

深思熟虑后，钱书柏最后决
定发展养殖业。当年，他在银行顺
利贷款10万元，承包了村里一口
面积12亩的鱼塘养鱼。县残联给
他送去 1.5 万元创业扶持资金和
9600 元的贷款贴息，同时送他到
长沙、邵阳、安江等地的残疾人创
业技能培训班学习养殖技术。

学习归来，钱书柏根据自身
现有条件，在县残联的协助下，搞
起了立体养殖项目，科学利用鱼
塘，水下养鱼，结合水面养鸭鹅，
年底便获纯利8万多元。

2013 年，钱书柏在养鱼的同
时，养了200多头猪。然而，天有不
测风云。当年，这些生猪全部被疾
病夺走，无一幸存。

这一劫难，几乎将钱书柏打回
原点：以前的积蓄和收成，全部补
了养猪的亏空，家庭条件又回到窘
境。

2014 年，钱书柏一家被评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调整思路调整思路 致富圆梦致富圆梦
虽然没有右手，但钱书柏从

不安分。“既然自己的创业激情已
被点燃，那我就不应该轻易放弃。
一时的挫折，根本不算什么。”他
这样激励自己。同时，思维敏锐的
他在思索：“养猪，可能与我无缘。
我当时注意到，养猪场有污染，国
家环保政策要求越来越严。看样
子，我只有暂时放弃养猪业才行。”

2015 年，钱书柏将致富梦想

寄托在另一项相对稳妥的项目上
——养牛。说干就干，他立即筹
款，拉人入伙，建设牛棚。在隆回
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钱书柏积极参加实用技术技
能培训，主攻养牛技术。

2016年，万事俱备后，钱书柏
引进优质牛种，开始精心养殖。
2017 年，他与合作伙伴，在本村

“牛背岭”上再建了一个规模化养
牛基地，谋划更大的发展。2018
年，他们的两个基地已有奶牛40
头、肉牛存栏158头，年产值达40
万元。当年，钱书柏顺利脱贫，直
接奔上小康路。

谈及创业艰难，钱书柏讲了
一个小故事：2017 年，养牛基地
起步不久，他到长沙一家饲料公
司去买饲料。公司老板看到他是

“独臂人”，投来怀疑的目光，不
愿意赊饲料。钱书柏好说歹说，
硬是拉着老板来到隆回的基地。
实地考察后，老板被钱书柏的创
业精神感动，最后赊了一半饲料
给钱书柏，解了基地资金短缺的
燃眉之急。

钱书柏深知，残疾人脱贫致
富，难上加难。于是，在他主导的
养牛基地，吸纳了4名残疾人入股
分红。不仅如此，几年来，钱书柏
通过传授养殖技术和劳务用工，
帮助周边100多户贫困户靠养殖、
务工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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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书柏在喂牛钱书柏在喂牛。。

▲在养牛场里忙碌的钱书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