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致富能手演讲稿 致富能手发言
稿(模板5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
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致富能手演讲稿篇一

“我失去了双腿的活力，但我还有双手，同样可以和别人一
样，创造美好的生活，为社会贡献力量！”这是一位农村养
殖户的信念，只不过，他是一位的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但
正是这样一位人们眼中的弱者，以超人的意志创造出了令人
称赞的事业。

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官厅村一座颇具规模的养殖基
地里，猪叫声此起彼伏，原来是户主马超正在卖猪，看着一
头头猪被赶上了车，马超帅气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马超，1987年出生，是枣阳市杨垱镇官厅村人，从小患有小
儿麻痹症，双腿萎缩无法行走，属于二级残疾。但他并没有
就此消沉，反而激发了他强烈的好胜欲望，从小上学成绩就
一直名列前茅。为了证明自己也能自理，他从小就坚持自己
拄拐行走，练就了超强的上肢力量。

成年后，马超一直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快递、
马路歌手、小型家庭作坊……但均未能如愿。2007年，他在
亲戚、朋友的强烈反对下，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养殖的行业。
困难确实是太大的，资金问题、场地协调、基地建设等一系
列问题摆在了他面前，但他深信，自己的肩头能抗千斤重担。
他去了村委会，申请帮助协调村民调换土地；他去了残联，



去了政府，申请协助办理贷款；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养
殖场终于建成了，看着猪舍里的一只只小猪，马超信心满满
的上路了。他虽然做足了理论功课，但现实的残酷性还是让
他有点手足无措。初期的基地只有马超和父母在运作，日常
的卫生保养、猪食加工、疫苗注射、母猪生产等工序虽不复
杂，但由于自身行动不便，这些活基本上都落到父母的身上，
这时候马超才感觉到了自己的失算，他没想到自己的选择给
父母增加了如此大的压力，多少次，看着父母疲累的身躯，
他提出了放弃，可父母一句句“不累”让他更加内疚，他自
己主动承担基地的部分体力工作，慢、累，可有父母的陪伴
和坚持，他内心对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他发誓一定要成功，
要让父母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老天似乎并不想让马超很快如愿。自身的困难可以靠强大
的意志力去战胜，可猪群里的疾病确实无法用拳头解决
了。2013年前后，在马超养殖基地步步好转的时候，一场突
如其来的猪瘟几乎摧毁了他所有，看着壮硕的猪一头头倒下，
他却只能无奈的看着，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希望一个个破灭。

已充分掌握了养殖的技术，积累了丰富的养殖经验，并且引
进了品种优良的黑猪，基地在他的经营下，越来越平稳，基
地的效益也愈发的好转。马超的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

近年来，市残联的领导很关心马超的养殖基地，得知他有心
扩大规模，按照国家政策，积极帮他联系了土地管理局和政
府部门，帮他协调基地选址和贷款事宜，极大的解决了马超
的难题。扩建后的基地更加现代化了，此时的马超已经成了
当地远近闻名的养猪行家。随着他养殖基地规模的不断扩大，
自己家人力量已经无法保证基地的运作，加上父母年事已高，
马超早就萌生了聘用辅工的念头，2018年来，马超先后联系
了多名和自己一样身体有缺陷的朋友，希望能给他们创造就
业的机会，目前和马超养殖基地有务工协议的人有13人居多。
而且随着养殖市场行情的好转，马超的养殖基地的效益也越
来愈好，他也适时的给工人们涨些工资，每每谈到这些，他



总是感慨的说：“我能有今天，要感谢国家对于残疾人群体
的关怀，要感谢政策对于残疾人群体的帮扶，我现在有能力
了也应该更多的帮助残疾人群体，回报对社会，希望越来越
多的残疾人都能在社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行业。”

2020年已经是马超从事养殖行业的第13个年头了，这段时间
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市残联和土地管理局，他又开始为他的
养殖基地扩展事宜奔波了。

致富能手演讲稿篇二

刘惠南，男，汉族，1973年5月生，现年46岁，翁源县坝仔镇
饶村村村民，肢体三级残疾。

刘惠南1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他及弟弟（13岁）妹妹
（5岁）四人相依为命。当年，他上山砍柴不小心弄伤膝盖，
因无钱治疗，最终落下终生残疾。家庭的一次次变故使他母
亲萌生改嫁念头，刘惠南16岁那年母亲在兄妹3人跪地苦苦挽
留下仍然选择了改嫁。那一刻，他心都碎了，感到天快要塌
下来。弟弟妹妹还小，自己又残疾，以后如何生活下
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面对残酷的现实，他痛定思痛，
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弟妹抚养长大。

为了这个家，他每天起早摸黑，80年代末，那时种地都是靠
人力，他一人单造就种植了4亩水稻，1亩花生，农闲时到山
上采草药、挖冬笋拿去市集卖以补贴家用、缴交弟妹的学费。
年复一年，用他坚强的心，勤劳的双手撑起这个家。由于家
境清贫，一直没有成家，直到经邻居牵线与邻村的钟秀莲结
为夫妻。钟秀莲15岁那年不幸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她的父
母为治疗她的病四处求医，但治疗效果一直都不理想且负债
累累，后经医生鉴定为肢体一级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成家
的喜悦却无法减轻家庭劳动力压力，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
一年后随着女儿的出生，生活增添了新希望，人生有了奋斗
目标，但身上的担子却更加重了，一方面要下地种田，另一



方面要照顾妻子、女儿。他咬紧牙关，每天不知疲惫地耕种。
在他的悉心照顾及服药治疗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妻子由从
前的长期卧床到现在可以生活自理，这也许就是爱的力量。

他家里的情况村干部看在眼里，一个身残志坚的家庭，党和
政府有必要帮助他家庭渡过难关，随后村支部书记亲自为他
的家庭申请纳入最底生活保障（即低保户）。人生最困难的
时侯政府拉一把，真是雪中送炭。第二个女儿降临世间，家
庭又多了一份喜悦，虽然有国家的最低生活保障补贴，但仅
仅种植水稻是难以脱贫致富的。在小女儿三岁那年正值蔬菜
生产基地规模化、蔬菜专业合作社发展时期，各地掀起“无
公害”蔬菜种植的热潮，仅有小学文化的他也加入了种植蔬
菜的热潮中，由于没技术、无经验，第一年收成不好，他认
真总结，决定第二年一边种植一边请教种植能手、专业农技
人员，经过三年的摸索由种植单一品种变为多品种种植，收
入一年比一年增高。通过几年不懈努力，把以前治疗妻子的1
万多元欠债还请，日子慢慢好起来了。

时间来到，新时期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全面发动、实施，按照
纳入程序，刘惠南一家被确定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
驻村工作队进村入户、结对帮扶，因户施策。刘惠南一家4口
仍然居住在80年代初期建的泥砖房，急需进行改造，驻村工
作队发动他的亲朋好友先垫资，积极联系施工队把楼房建起
来，当年底他一家就告别泥砖房住上了崭新的楼房。一家人
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村民都说党的政策好！扶贫工
作队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工作队了解到他家的田地比较分散不好连片种植，通过沟通
协调村小组长和当地村民成功让他与邻居置换和租赁优质土
地用于规模种植，方便集中连片管理，~刘惠南共种植蔬菜12
亩，花生3亩，淮山1亩。刘惠南三级肢残，身体单薄，面对
成倍增加的工作量，他没有畏惧，农忙时节起早贪黑，分秒
必争，把自己的休息时间缩减到极限，决不落下如何一个关
键种植管理环节。苍天不负有心人，刘惠南三年种植的蔬菜、



花生等均获得了很好的收成。为解决农产品销售的后顾之忧，
驻村工作队队员兼帮扶“第一家长”邱粤平同志积极主动为
他联系到本镇万家兴蔬菜专业合作社，双方签订了以合作社
先提供种子、农药、肥料等生产资料并回收产出的蔬菜模式
的合作协议。辛勤的付出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收获，经过努力，
刘惠南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的3495元增加到206030
元，207533元，630元，收入逐年大幅度提高。

如果贫困群众的思想不脱贫，再多的帮扶也扶不起。如果他
们真心想脱贫，有想法、有干劲，就一定能实现脱贫致富。
政府要做的，只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指导和服务。不认命、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拼搏在身残志坚的刘惠南身上得到
完美的诠释，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在党的精准扶贫政策的
支持下叩开了致富门，更是用自己的独特魅力感染着村、镇
的其他人。

作为一名残疾人，刘惠南有一颗上进的心，他积极响应党的
号召，不仅经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致富路，还带动10多户村
民种植蔬菜，并积极与村民分享自己掌握的种植技术，他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残疾虽不幸，但并不可怕”，用一
双勤劳的手撑起一片蓝天。

致富能手演讲稿篇三

“黄光辉可是村里的能人，这几年通过养牛，务工夫妻两个
把日子过的有声有色，现在可是我们村里的致富能人！”小
溪镇香庙村的村民说起黄光辉这个人无不竖起大拇指。

黄光辉是小溪镇香庙村的脱贫户，早年因为自身患有肢体残
疾，腿脚行动不便无法外出务工，生活的重担都压在妻子刁
秀玲身上，随着两个孩子逐渐长大，生活、孩子上学的开支
一度压得黄光辉喘不过气来。

黄光辉被纳入香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



黄光辉通过扶贫小额贷款5万元养起了牛，为了解决他养殖技
术上的顾虑，小溪镇畜牧水产站的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养殖技
术，解答养殖难题，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实现了脱贫，现在
在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在党的政策太好了，没有党的政策我们一家不可能过上
这么好的生活！”说起自身，黄光辉腼腆的笑了，言语中多
是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不但贷款给我养殖，还给我在村里
安排了公益岗位，为了方便照顾孩子，村里帮助我家属在牟
庄工业园区找到了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我有信心把日
子越过越好！”

20黄光辉贷款了5万元用于扩大生产，目前养殖规模已达到10
头，价值20万元，养殖空闲时间黄光辉还参加村里的公益岗
位，每月增收1000元，年黄光辉养殖收入达到了5万元，妻子
的在牟庄工业园区的年务工收入也有2万多元，去除开支，家
庭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了1万多元彻底摆脱了贫困的帽子。

2021年香庙村村集体经济达到了25.73万元，发动能人大户、
龙头企业带动周边52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2022年香庙村将
继续落实各项政策，完善致贫返贫监督机制，发动能人大户、
龙头企业的力量，帮助脱贫户过上更好的生活。

致富能手演讲稿篇四

刘满生，常宁市板桥镇太坵村五组，贫困户，患有先天性脊
柱畸形，肢体四级残疾人。家里有4口人，妻子侯建英、女儿
刘仕贞是精神残疾人，儿子刘仕杰在校读书。全家4口人生活
来源仅靠刘满生骑电动三轮车载客挣点微薄收入艰难维持。1
月，刘满生携妻带子回到了家乡太坵村，想在家乡做一份养
家糊口的事。这几年，在党和国家脱贫攻坚大好政策下，他
从一个贫困残疾户到养蜂脱贫致富的“领头雁”，刘满生把
这份辛苦的事业演驿出了别样的甜蜜。几年里多次获得荣誉：
被常宁市委、市政府授予“自力更生脱贫群众”荣誉称号；



被常宁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脱贫之星”荣誉称号；评
为衡阳市“脱贫路上我最美”脱贫先进典型；度获得常宁
市“脱贫示范户”荣誉称号。

刘满生，面对着一家4口人中就有3个是残疾人的困难处境，
家庭生活举步维艰，他内心饱受煎熬，但从没有向困难低头。
他坚信，只有靠自己顽强拼搏才能让家里日子过得好起来。
他知道靠骑电动三轮车载客是挣不到几个钱，而且还有危险
苗头。正当创业无望时，此时本村有个村民在家搞蜜蜂养殖，
问他想不想养蜂，一句短短的问话激起了他养蜂的念头，刘
满生考虑到养蜂低投入、高产出、周期短、成本低，劳动强
度偏小，虽身患残疾，打理蜜蜂养殖的事还能得身应手。经
过一番思索后，他暗自下定决心，毅然选择了在本村搞蜜蜂
养殖。

太坵村虽地处偏僻，但土壤较肥，连绵起伏的山岭上，树木
苍绿、植被茂盛、花草资源丰富，是个适合养蜂的好地
方。204月，他东拼西凑，凑齐5000余元作为第一次养蜂的启
动资金，从本村蜜蜂养殖户购买了4箱蜂种大胆尝试养殖，由
于没有接触过蜜蜂养殖，加上缺乏技术、经验等原故，养蜂
遇到了很多困难，不久，养殖的蜜蜂有的出逃、有的遭到马
蜂攻击，蜂场经常出现“蜂去箱空”的状况，让他感到很是
焦虑，前期投入打了水漂，蜜蜂养殖几度限入困境。正当一
愁莫展、进退两难时，镇、村干部了解到其创业资金短缺等
困难时，206月，利用扶贫政策给他申请了扶贫小额信贷4万
元，助力其继续创业。刘满生想定的行业是不会轻意改变的，
他不服输、敢拼敢闯，拿上这笔贷款，再一次购买了30箱蜂
种和养蜂材料。考虑到缺乏专业养蜂技术，镇扶贫办推荐其
参加了常宁市电子商务师专业（工种）电子商务培训班，通
过在培训班的扎实学习，收获不少，平时多向养蜂专业人士
请教，掌握了更加全面的养蜂技术。这样一来，创业干事更
加有信心，蜜蜂养殖大胆有底气，利用学到的养蜂技术，他
带着一家4口人，扎根老家深山丛林，用心经营着蜜蜂养殖，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养蜂纯收入2万余元，并顺利实现脱贫。



刘满生家庭脱贫致富没有忘记本村贫困乡亲，12月，创办了
常宁市刘氏蜂蜜自营蜂场。有了自营蜂场，蜜蜂养殖才会向
规模发展，他吸纳3户养蜂户（有2户贫困养蜂户），帮助贫
困户就业7人，共有养蜂场地3处，养蜂200余箱，遍布大坵村
各个山岭上。作为养蜂领头人，让其他贫困户一起来养蜂致
富是他的追求目标，养蜂是个细心活，他耐心地向养蜂户传
授养蜂技术和经验，用心经营好蜂场。创办养蜂场以来，20
合计产蜂蜜6000余斤，蜂王浆50余斤，蜂花粉100余斤，蜂槽
蜜300余斤，产值约35万元。分开计产后，他的蜜蜂养殖场产
蜂蜜1800余斤，蜂王浆20余斤，蜂槽蜜50余斤，全年产值
约13万元。成了贫困户中脱贫致富的“领头雁”，并带动周
边贫困村民共同脱贫致富。

大坵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蜜蜂养殖效益有了，
蜂蜜滞销问题来了，为有效解决蜂蜜滞销问题，常宁市扶贫
办将其蜂蜜产品列入《常宁市消费扶贫产品目录》中来，搭
上消费扶贫平台为其销售蜂蜜3000余斤。他创办的养蜂场，
目前运行良好、产业兴旺，既解决了些许贫困户就业，又带
动了少数贫困户脱贫致富，是常宁市脱贫攻坚“脱贫示范
户”，更是常宁市残疾人脱贫攻坚中的优秀典范。

刘满生作为脱贫致富的“领头雁”，残疾人脱贫攻坚中的优
秀典范。他深知，每一步成长都搭帮党和国家脱贫攻坚大好
政策，离不开常宁市委、市政府等各相关部门的精准扶持。
他家脱贫致富了，生活幸福了，却没有忘记党的恩情，他用
实际行动来报答党恩。继续扎根深山，更加自强不息、顽强
拼搏，在蜜蜂养殖的道路上不断成长状大，带领更多的贫困
乡亲共同致富奔小康。

致富能手演讲稿篇五

徐发青，山东省莘县古云镇徐庄村村民，现年52岁，被当地
群众评为“养鸭致富能手”。莲~山课件工作中，他务实创新，
坚持不懈，奋斗不息，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生活中，他乐于助人，热爱集体，无私奉献;是新时代里精神
文明建设的先进典型。

勤学苦干，成就致富梦

梦想，如何启程?一个农民的梦想，又如何实现?徐发青同志
给了我们一个最生动、最完美的回答。

过去，徐发青依靠传统种地方式种植小麦和玉米，不少投资
也不少流汗，增产不增收，难以发家致富。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聊城日报》上看到了一条致富信息：养鸭投资少、成
本低、设备简单、鸭舍要求不如鸡舍高、加之生长发育快、
见效快，收益大。说干就干，筹建资金建设养鸭场，自此开
启了他的养鸭事业和致富梦想。

刚开始的时候，他四处筹措资金，购买了只雏鸭，准备大干
一番。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饲养技术，一场鸭瘟使雏鸭一
下死去一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徐发青并没打退堂鼓，
而是通过冷静的反思，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失败是吃了不懂科
技的亏。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此后，徐发青主动
地参加了农民科技培训养鸭培训班，系统地学习并掌握到稻
田养鸭、饲料配方、快速育肥、提高雏鸭防疫，成鸭防病等
实用技术。他严格按照所学的养鸭技术喂养，定期为雏鸭进
行疾病防疫。在不断地实践中徐发青总结出了科学养殖的五
大原则：优良的品种、合理的防疫、完善的管理、全面的营
养和整洁的环境。同时徐发青抓住机会，与朝城天天食品公
司和莘县立信食品有限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所有
的雏鸭有这两家公司提供，养殖40天就销售至市场，第一年
养鸭净赚2万余元。先如今他又扩大了养殖规模，建设80米长
的养鸭棚2个，养鸭数量高达6500只，一年平均养鸭六茬，年
收入高达10万元。

同业合作，成就致富带头人



徐发青同志严格按照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秉
承“带头致富，带领集体共同致富”的理念，带领村民共同
致富。在自己养殖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徐发青看到其他
养鸭户因为养鸭观念落后、设施条件不好、市场信息不灵、
盲目跟风饲养等导致养鸭效益不高。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主动聘请养殖专业解救这些人在养殖技术上的难题，还专门
去外地学习先进的养殖经验，以此来提高全村养殖户的水平。
在他的带领下，村内的养鸭户也逐渐多了起来，目前村内养
殖专业户有8家，向社会提供无公害肉食鸭3万余只，创利100
万余元，户均收益5万余元，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提高了村
民的生活水平。

每当提起徐发青这个人时，村民都会数起大拇指，夸口称赞。
他在农民中树起一面致富带头旗，创先锋争优秀，莲~山课件
是当地村民学习的好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