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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记者董豪杰

杜焕永是谁？9月9日，

从滑县县城发往万古镇的公

交车上，一位老太太说：“杜

庄那个包地大户吧，咦，他包

可多地哩，挣着大钱啦。”

流转土地2048亩，年服

务农户土地近4万亩，以自

己名字命名农民专业合作

社，这些早已让杜焕永在滑

县家喻户晓。

合作社CEO、杜总、杜

老板、大户……杜焕永的称

呼多种多样，他最相中的还

是原来那个：“我就是个种地

的，就是农民。”

这个农民不简单！在万

古镇去往杜庄村的路上，两

边的玉米已一人多高，看起

来长势不错。杜焕永手把方

向盘，说：“你再仔细看看，下

面有不少黄叶，锈病上来

了。”走了没多远，他又放慢

车速笑着说：“这块儿明显不

一样吧，这是我的地。”

把地种好，是杜焕永能

赚钱、赚大钱的根本！

到今年，合作社成立已经

是第9个年头了。从以前“起

早贪黑‘照顾’庄稼”到如今

“很少到地里去”，农民杜焕永

倒越来越像个老板了，但他觉

得，自己只是变成新农民了。

每

年收麦种

秋、收秋种

麦前，杜焕永

总 得 忙 一 阵 子

——忙开会！合作

社所有队长聚齐，杜焕

永要安排生产。

现在，合作社流转的土

地以 300 亩左右为一个单

元，设立一个队长，队长负责

管理生产并做好田间生产笔

记，这是“分”；耕作、播种、收

获等需要机械作业的时候，

则由合作社统一调配机械、

人力，队长也会跨片区帮忙，

这叫“统”。

大田分区、统分结合，既

享受了规模化带来的低成

本、高效率，也避免了合作社

生产管理上的“一团麻”。社

员各司其职，管好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让杜焕永从一线

生产上“解放”出来，思考更

多东西。

“当然了，要是人手不

够，我还是要上的。这些机

械，哪个我都会用。”杜焕永

笑着说。

腾出时间的杜焕永，都思

考点啥？无非是省钱和挣钱。

再有一个月，就该收秋

种麦了。在合作社的后院，

机器早已备好了。80多台

（套）机械设备，除了小麦收

割机在车棚底下外，大多数

机械都在露天晒太阳，哪怕

是近两年购入的新机器。

“没办法，先撂这儿吧。”

杜焕永说得轻飘飘，可他对

农机却相当“痴迷”。在放置

机械的棚子旁，挂着“农业的

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条

幅，这应该是杜焕永不断购

买、更新机械的初心吧。

对机械的执着，确实让

杜焕永赚钱了。

他指着一台新购置的大

马力拖拉机说：“小麦播种的

时候，这上面加俩‘蘑菇头’，

麦苗一出，可排场。”

杜焕永说的“蘑菇头”，

是他给拖拉机加装的北斗导

航智能终端，能让拖拉机走

得横平竖直，在播种环节摆

脱人为经验，为后续管理带

来很大便利。

更多更好的机械，让多

年前上百人在田间劳作的场

景不见了，合作社种植成本

更低、质量更高。把机器派

出去给农户干活，还能挣不

少外快。

除了能省钱，机械赚得

也不少。这几年刚购置的秸

秆捡拾、打捆、打包的整套机

械，收益就相当可观。

今年麦收，合作社打捆

收集的秸秆堆成了三座小

山，经过发酵，出售时用打包

机“包装”好，就卖到养殖场

了。三堆秸秆大概有1000

吨，杜焕永估计能卖40万元

左右。

种粮、卖粮、开机器，一

直是杜焕永的重点。这两

年，在稳定主要收入的同时，

他也开始尝试新东西——划

出500亩地，种上了花生、辣

椒、谷子、红薯；合作社产品

上，增加了花生油、干辣椒、

小米、粉条等；销售渠道上，

杜焕永更是尝鲜，开始线上

销售，专门组建了电商团队。

1996年出生的大学毕业

生彭欢龙，就是杜焕永从郑州

“挖”回来的。拥有互联网传

播思维和电商运营经验的彭

欢龙，不光负责团队搭建、电

商运营、视频拍摄等，还要对

接农产品加工、包装设计等，

“全套，哪个都少不了。”

合作社自有种植基地，

加上优质绿色农产品，彭欢

龙觉得这事儿能成，“对于农

产品来说，就是通过网络渠

道，把手握好东西、卖不出去

的一方，和有钱消费、买不到

好东西的一方连接起来。”彭

欢龙说。

对此，杜焕永同样信心

满满。他在仓库里拿起一桶

花生油说：“托中国农科院的

专家给俺检测了，油酸含量

远超国家标准，连续检测了

十次，品质非常稳定。”

虽然对电商不是很了

解，但杜焕永常挂在嘴边的

话就是“你当家吧”。趁着中

秋、国庆“双节”，彭欢龙打算

抓住机会，好好“推一波”。

坚守着种粮、执着于机

械、尝鲜着电商，到底能挣多

少钱？聘请有专业会计的杜

焕永十分清楚，主要收入还

是种粮，这是根本。机械服

务也能挣钱，新产品开发、电

商运营这块是起步，“正常年

份，合作社纯利润200多万

元吧。”杜焕永说。

吃饭的时候，杜焕永接

到了一条指令：在抖音上做

一期直播。他还是那句话：

“叫年轻人、专业人当家吧。”

也许过不了多久，在杜

焕永的名头上，还会加上直

播达人、带货主播的称号。

杜焕永还会笑笑说，“我就是

个农民，不过是新农人”。

粮食大省的粮食大县，出了

一个种粮挣大钱的农民杜焕永。

种粮能挣钱，无论对夯实中原粮

仓、打好粮食生产这张“王牌”，还

是对调动种粮积极性、增加农民

收入，都是好事儿。

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明确提出“让农民种粮有钱赚”，

这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

“让种粮有合理收益”一脉相承。

农民自有一本经济账，愿不

愿意种粮、愿意种多少粮，关键看

能不能赚钱、赚多少钱。小农户

种粮收益往往低于外出务工，这

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让愿

意外出务工者安心挣钱，让愿意

在家种粮者有稳定收益，就成为

关键。

农村留守者多为妇女、儿童和

老人，愿意留下和返乡的年轻人，

成为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种植的

主力军。从某种意义上说，解决好

种粮者的“吃饭”问题，才能更好地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适度规模化经营，是“拉平”

外出务工收益和留村种粮收益的

重要途径。因为种粮收益稳定，

杜焕永选择留下来，在提高自己

收入的同时，让外出务工者脚不

沾泥也能获得土地收益，让留守

老人、妇女在家门口也能挣工

钱。田间地头人少了，但生产效

率更高了，粮仓也更丰实了，可谓

一举多得。

乡村要留得住人，政府相关部

门就要大力出实招，落实强农惠农

政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

技支撑。农业要留得住人，就必须

不断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

的高素质农民，让他们能够通过种

粮获取合理收益。

□本报记者尹小剑李振阳
通讯员叶楠

近日，信阳市浉河区阴雨连绵，

24岁的肖珺景忙着直播销售茶叶。

2019年，肖珺景从郑州大学毕

业，放弃了都市生活和“空姐梦”回到

村里。作为茶人世家的后代，她用先

进的理念担起了“直播销售信阳毛

尖”的重任。

如何提振信阳毛尖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她决定试水电商销售。

为了让传统技艺与互联网科技

比翼齐飞，她通过在社交媒体推送原

创文章、短视频传播、直播带货等方

式，讲解茶历史、推广茶文化、科普茶

功效，努力让信阳毛尖的销售渠道和

品质内涵取得新拓展。

肖珺景的作品受到了年轻消费

群体的高度认可，这一现象也引发了

多家媒体聚焦关注。

外国友人对她的茶叶品质也是

好评如潮。6月9日，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信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发

现丝路最美茶乡”活动在信阳市浉河

区启动。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参

赞品尝了肖珺景家的手工茶，对她的

茶艺表演赞不绝口，纷纷在抖音上网

购了茶叶伴手礼。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信阳市

昌东商贸有限公司（河南豫信茶产业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程继东同样搭

上了互联网快车。

程继东 2005 年创业。创业之

初，他考察过信阳市浉河区大大小小

的茶园，见过贫困茶农在大山深处卖

茶的艰难，更加坚定了带领贫困茶农

致富的信念。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模式，

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和大润发、丹

尼斯等大型商超建立了多渠道、深领域

的合作，共同开启了茶叶新零售模式。

另外，我们还与电商平台联手开启了线

上直播，通过网络订单把茶叶销售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下一步，我希望

通过线上直播充分发挥信阳毛尖的品

牌效应，让信阳毛尖卖出河南、卖到全

国、卖到世界。”程继东说。

据了解，为了打通信阳茶叶销售

的“最后一公里”，浉河区成立了电商

办并联合多家快递企业，从线上品牌

推广、线下物流保障等多种渠道开展

合作，还在采茶乡镇的茶叶市场设立

了快递直投站点。随着浉河区在线

企业活跃店铺数量以及线上营业额

的快速增长，该区还将加快打造电商

实训基地，开展电商现场培训、直播

及孵化等工作，为浉河区电商发展培

育人才、积蓄力量，实现大别山革命

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借机腾飞。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岚莹靳源源

9月10日，走进叶县邓李乡妆头村

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整齐的

藤蔓上，串串葡萄颗粒饱满、青翠欲滴，

散发着淡淡的玫瑰香气，随处可见果农

采摘、装箱、搬运的忙碌身影。

“妆头村的阳光玫瑰葡萄都是冷棚

种植，实行了标准化的管理技术，果子

的硬度、亮度、香味、甜度均符合我们收

购的标准。我们已打包收购，每天一车

发往全国各地。”河南志达云飞果业总

经理夏志存说。

妆头村位于邓李乡东北部沙河南

岸，有耕地面积2067亩。近年来，该村

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投资200余万

元建起34座大棚，采取“集体+农户”的

模式，引进种植阳光玫瑰葡萄，将其作

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的重要产业，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据了解，阳光玫瑰葡萄含有丰富的

钙、铁、镁、膳食纤维、维生素B2、胡萝卜

素等多种人体所需元素，因果大肉脆、

甜而不腻等特点深受市场青睐。今年，

该村60余亩阳光玫瑰葡萄开始挂果，采

摘期从8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0月初，预

计亩产量达4000斤左右，按照目前的

市场价，可为村集体经济带来15万余元

收入。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青俊

双手紧握方向盘，两眼直视前方，9

月6日一大早，宋振勇驾驶一辆货车从

杭州富阳翔宇运输公司出发前往南京

送货。

宋振勇是太康县逊母口镇逊北村

村民。搁在10年前，宋振勇可没有这么

痛快，当时他靠四处打零工维持一家人

的生活。“没有技术，一年到头累死累活

也挣不了几个钱。”回忆以往，宋振勇连

连摇头。

宋振勇的变化，源于同村村民张新

静的帮扶。

张新静今年45岁，由于家里穷，15

岁便外出打工。经过多年打拼，2005年

他在杭州创办了一家物流货物运输公

司。靠着诚信经营，公司生意红火。张

新静富了，他开始反哺社会和家乡。

2011年1月底，张新静从杭州回逊

北村过春节。在村里，他看到不少村民

闲在家里，挣钱少生活条件一般。于

是，他向村民说：“谁愿意跟着我务工，

我出钱让你们免费到驾校学习货车驾

驶技术，取得驾驶证后到我公司上班。

每月除工资外，另外再根据公司盈利情

况参加分红。”

听说有这好事，宋振勇第一个找到

张新静报名。学习货车驾驶技术，每人

需要1万多元。就这样，张新静出资，宋

振勇到驾校学习了驾驶技术。学成后，

张新静把他安排到公司当了一名货车

司机，月工资1.2万元。当月，宋振勇又

从公司领取了1万多元的分红。

“月工资1万多元，每月还有分红。

日子越过越好了。”宋振勇一边开车，一

边哼起小曲。

“看来，张新静是真心帮我们的啊。”

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村民们都动了

心。周雷、杨全伟、朱海涛、贾前进、刘文

冈等村民纷纷联系张新静报名。

只要报名，张新静都会拿出1万多

元，让村民到驾校学习，然后安排他们

到公司上班。据统计，10年来，张新静

已出资20多万元，帮助家乡20多名村

民通过学习驾驶技术，然后到公司上

班，过上了幸福生活。如今，有的还在

城市买了房和车。

□本报记者尹小剑李振阳
通讯员杨绪伟洪晓燕

金秋九月，果香弥漫。9月6

日，一迈进商城县双椿铺镇张畈村

的悦丰猕猴桃生态园，就能看见果

棚下一簇簇猕猴桃缀满枝头，煞是

喜人。时近傍晚，园内仍有三三两

两的游客忙着采摘。

“园里种植的有红心、黄心两

种猕猴桃，一共200亩。目前正值

采摘季的是红心猕猴桃，现摘现

卖每斤16元，黄心猕猴桃11月开

始采摘，每斤12元。初步估算，今

年挂果约5万斤，明年产量可达

20万斤，丰产期产量能达50万斤

以上。”生态园负责人张昌坤高兴

地介绍道。

2018年，在浙江等地打拼多

年的张昌坤决定回乡创业。经过

多方走访考察，他发现家乡丘陵上

的微酸性土壤十分适合猕猴桃生

长，于是流转张畈村荒山坡地开始

种植猕猴桃。2020年，园里猕猴

桃刚挂果时产量仅有1万余斤，今

年喜获丰收正式开园采摘。

“特别是一到周末，每天来园

里采摘的有200余人，最多时每天

能卖出上千斤。”说到近来红火的

生意，张昌坤乐开了花。张昌坤园

里的猕猴桃品质高、口感好，加之

当地猕猴桃采摘园较少，开园以后

爆红网络，慕名而来的顾客络绎不

绝。

园内果香，亦“香”及更多群

众。按照“公司+合作社+基地”的

发展模式，截至2020年年底，生态

园已发展果树400余亩，除猕猴桃

外还栽种桃、杏、梨、石榴、西梅等

果树200余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正逐步显现。

“我们以每亩100元的租金，

签订了30年的流转合同，不仅将

村里的闲置荒坡土地利用了起

来，还可以为周边群众增加收

入。”张昌坤介绍，生态园的设施

建设和维护、果木施肥和修枝等

工作，每年可向附近群众提供30

余个长期就业岗位，人均年增收

1.5万元以上。

“我们将进一步壮大产业规

模，注册自己的猕猴桃品牌，着力

走有机农业发展之路，积极与大

中城市商超对接，并借助电商渠

道拓宽销路。”张昌坤胸有成竹地

表示，要逐步将生态园打造成集

采摘体验、休闲垂钓、农家美食、

亲子游园、乡村旅游观光于一体

的新型农业综合体，让家乡土地

生出更多金子。

新农人杜焕永新农人杜焕永：：谁说种地不挣钱谁说种地不挣钱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洋鹏米可振宇

“西葫芦苗的品质好，生产出的种

子才会好。”9月7日，郏县薛店镇吴村的

一处蔬菜制种基地里，集中连片种植的

50余亩西葫芦苗长势良好，基地负责人

吴景亮正组织村民清除田间杂草。

吴景亮的蔬菜制种基地，有科研基

地20亩、科研大棚24个、制种生产大棚

30个，投入科研经费60余万元。基地

大棚春季和夏季制种（秋季种菜），亩产

优质西葫芦种子约50斤，经过精选、晒

干处理，装包销往山东、河北、陕西等

地，亩产值2万余元。

为引导村民转变传统种植观念，从

事效益更好的瓜菜制种，薛店镇吴村于

2018年引进平顶山优尼特种业有限公

司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村集

体+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积极发

展瓜菜制种，同时培养出许多掌握实用

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

“现在，市售的西葫芦种子，大部分

是在甘肃等地制种，本地制种的不到市

售份额的十分之一。”吴景亮希望带动当

地村民通过瓜菜制种增加收益。截至目

前，该公司已试验观察西葫芦品种400

余个，销售的西葫芦品种有8个，为我省

西葫芦产业发展奠定了品种基础。

“今年，村里有10多户群众发展了

二三十个瓜菜制种大棚，争取明年发展

到100多个，将吴村真正打造成蔬菜制

种专业村，探索出发展新思路，蹚出富

民新路子。”吴村党支部书记吴浩锋说。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刘珊张红卫

“以前农闲时无事可做，现在我一

有空就来温棚干活，一天下来能挣六七

十元呢。”9月7日，在汝南县板店乡魏岭

村绿红火种植专业合作社温棚种植基

地，一名正在为温棚西红柿拔草的村民

提及“棚主”王俊华很是感激。

面对村民的称赞，王俊华认为功劳

不在自己，“这要感谢永波，是他引进了

温棚蔬菜项目，成立合作社带领大家致

富，我也是沾了他的光。”

王俊华口中的永波，正是绿红火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魏永波。2017年，在

外经商的魏永波返乡创业，依托经商积累

和创业贷款，成立了绿红火种植专业合作

社，流转100余亩土地建起21座温棚，建

起该乡第一个绿色食品种植基地。

通过几年的发展，合作社温棚种植

基地已拥有占地面积200余亩的100余

座温棚，全部承包给周边村民进行蔬菜

种植。像王俊华一样，魏岭村及周边有

30余户村民通过承包温棚种植蔬菜走

上致富路，同时还有100余名村民通过

在基地务工获得更多收入。如今，温棚

蔬菜产业已经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的“绿色银行”。

“为保证温棚蔬菜品质，合作社在

种苗、技术、施肥、用药、销售等方面实

行‘五统一’。承包户只需负责管理，销

售收入扣除合作社投资后全部归承包

户所有。”魏永波介绍说，“在生产中，基

地全部使用生物菌肥和有机农药，生产

出的蔬菜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此外，

合作社还注册了‘绿好火’商标，并把绿

色蔬菜卖到了郑州、驻马店、周口、许昌

和安徽合肥等地，年创造经济效益600

多万元。”

既要留之
更应安之

茶香遇上电商

信阳新茶人“播”出好生意

□董豪杰

荒坡变成果园

商城新果农让家乡地生“金”

发工资有分红

太康张新静免费送村民学技术

种出“绿色银行”

汝南魏永波返乡创业带民富

未采摘已售空

叶县妆头村冷棚葡萄受青睐

变种菜为制种

郏县农企合作“蹚”出富民路

扫一扫 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