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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听我说，国家提出要完善发展养老事
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鼓励和引导企业等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进来，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
式。 大家瞧好吧，咱老百姓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近
日， 在项城市水寨街道西关社区颍河花园小区一座
亭子中， 数十名群众围坐在项城市委理论宣讲团成
员马华斌身边， 认真聆听他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的宣讲。

“小板凳搬到哪儿，‘讲习课堂’就开到哪儿。 如
今，小板凳上的‘讲习课堂’已成为独具项城特色的
理论宣讲品牌，成为全市收集民情民意、解决居民诉
求的重要阵地。 ”马华斌说，他们将传统宣讲变成小
板凳上的“讲习课堂”，以拉家常的方式与群众讲政
策、话发展，使宣讲工作变得更接地气、更有人气，真
正了打通基层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这样的宣讲课堂，改变了以往念讲稿、作报告
的形式，让现场的老百姓听得明白、记得牢靠，大家
都觉得走‘新’更走心。 ”项城市贾岭镇大刘行政村村
民王红斌说，如今，无论是在镇文明实践所、村群众
文化广场，还是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经常看到这样
的场景：乡亲们围坐在一起，宣讲员站在中间，以“小
板凳课堂” 的形式把理论宣讲同群众最关心、 最直
接、最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将枯燥的“说教”变成有
趣的“唠嗑”“谈心”，用“乡音”传递党的声音。

据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项城市委宣传部不断
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推出小板凳上的“讲
习课堂”，组织党校教师、道德模范、科技人员、新乡
贤、创业致富带头人组成宣讲队伍，把课堂设在乡村
文化广场、开在农家小院、搬到田间地头，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宣讲方式，从群众视角，用群众话语持续开
展理论宣讲活动，及时传递国家最新惠农方针、惠民
政策，真正让理论宣讲课堂“活起来”，让群众“学起
来”，使学习质效“实起来”。

据项城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 年以
来，小板凳上的“讲习课堂”走遍项城每一个角落，已
成为项城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强大阵地， 收获大批
粉丝。截至 2024年 10月，项城通过小板凳上的“讲习
课堂”，共开展各类理论宣讲活动 286场，受众人数达
10万人次。同时，小板凳上的“讲习课堂”还通过线上
直播、现场云直播等方式与群众互动，制作音视频、
海报等进行多元化传播，累计超 500万人次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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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牛儿愈发慵懒，而一旁的贾雨醒却怎么
也闲不住 ，一会儿给牛喂饲料 ，一会儿拿起水桶往水
槽里添水 。 “这不 ，天气转凉 ，得给牛多喂点饲料 ，增
加营养 ，不仅让牛吃得饱 ，还要吃得好……”贾雨醒
放下水桶 ，用手抹了抹额头上渗出的汗珠 ，憨笑着对
记者说 。

贾雨醒今年 36 岁，是太康县清集镇东贾村人。早些
年，贾雨醒在北京读大学，如今返乡创业，办起了养牛
场，并注册成立了太康县雨醒养殖专业合作社，成了名
副其实的“放牛娃”。

是什么原因让一名大学生甘愿当一名普通的 “放
牛娃”？ “农业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行业。 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以来，很多政策都往农村倾斜。 扎根农村这片沃
土，让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贾雨醒说。

2010 年，贾雨醒从北京人文大学（现北京人文研修
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
当置业顾问。 之后，贾雨醒来到西藏，从事物流和建筑
工程行业，这些工作经历，锻炼了他坚韧的意志。 2013
年，贾雨醒回到太康县清集镇开启了创业之路。 “当时，
由于父母的年纪大了， 家里还有一个养猪场需要人打
理。 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当了一名‘猪倌’。 ”贾雨醒
说， 养猪场对防疫要求十分严格， 一般不允许人员进
出，他经常在养猪场一呆就是半个月，为的就是尽快掌
握养猪技巧和防疫知识。 有时候，贾雨醒还会去外地学
习别人的养殖经验，渐渐地，他从一名大学生蜕变成为
一名养殖能手。

2018 年，贾雨醒把发展方向瞄准了养牛行业。 “跟
养猪相比，养牛的风险要小很多，市场前景也好……”于
是，贾雨醒购买了 5 头牛，一边进行小规模养殖，一边摸
索养牛经验。 等到牛出栏的时候，5 头牛一共卖了 13 万
余元，这让贾雨醒喜出望外。 第二年，贾雨醒引进 50 头
西门塔尔牛，进行规模化养殖，同样取得了成功。 之后，
贾雨醒的养殖规模逐年扩大，从 50 头牛，逐渐发展到最
多时的 1000 多头牛。

然而，养殖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年冬天，呼
啸的北风夹杂着雨雪，把人吹得浑身直打哆嗦。深夜，贾
雨醒穿着棉衣，拿着手电筒，在养牛场里来回巡查。“哞、
哞、哞……”当巡查到一个牛棚时，贾雨醒突然发现一头
待产的母牛站立不稳，还不时发出阵阵叫声。 贾雨醒意
识到这头母牛可能快临盆了，于是，他立即找来工作人
员帮忙，可是等了很长时间，这头母牛还是没有分娩成
功。“该不会是母牛难产了吧？”听工作人员这么一提醒，
贾雨醒顿时心中紧张起来。“要是母牛难产，那可就麻烦
了！ ”贾雨醒随即拨打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的电话请
求帮助。随后，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冒雪赶到养牛场，
现场指导大家帮助母牛进行科学分娩。 最终，母牛顺利
产下一头小牛。

像这样的突发状况， 贾雨醒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可
他从不气馁，在养牛的道路上执着前行。疫情期间，养牛
场出现了资金困难问题，贾雨醒向乡里和县里反映相关
情况后，县里帮助贾雨醒对接银行，最后成功贷款 100
万元，帮助他渡过了难关。养牛场里缺少技术员，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帮助贾雨醒招聘技术员，解决了贾雨
醒的人才引进难题。

如今，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贾雨醒也从当初的城
市打工仔变成了地里“刨金”的创业者，这些宝贵的经历
让他感受到创业艰辛的同时，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出
栏的肉牛全部卖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养牛场在不断
发展壮大，吸纳了众多周边村民来养牛场里打工，让更
多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一个人的成功不算什么，能够带动身边的人一起
致富，那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贾雨醒心里始终牢记着
创业的初衷，他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一体
化生产经营模式，向周边农户提供科学养殖技术、疫病
防治技术等产、供、销一体化服务，带动了周边村民共
同致富。

“下一步，我考虑对肉牛进行深加工，把养牛产业
做大做强，对牛肉食品进行细分，加入电商平台，让天
南海北的消费者都能吃到我们生产的牛肉食品。 ”贾雨
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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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雨醒：扎根乡村做大“牛产业”

马华斌：用“乡音”传递“党音”

贾雨醒为牛增添饲料。

马华斌（右）走进村群众文化广场宣讲党的好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