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本报记者曹国宏曹怡然
通讯员封德王玉贵

从民警到驻村第一书记，西峡县公安

局一级警长李长坤2019年10月完成了角

色转变。两年多来，奔走在西峡县重阳镇

上街村14平方公里、15个村民小组的农家

院落内、村组公路上和田园沟渠旁，他倾心

描绘的种植、养殖业发展画卷宛如春日的

美景映入眼帘。

“嘚儿，嘚儿……”4月6日早饭后，上

街村74岁的脱贫户王振生甩着鞭子，吆喝

着羊群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67岁的妻子

刘春华拾掇好青草喂鸡。“李书记及时协调

产业发展资金，帮俺家养羊、养鸡，日子越

过越好喽！”王振生感念着党的好政策。

王振生一家三口人，妻子体弱多病，儿

子49岁，双目失明。自2016年开始，在西

峡县公安局驻村工作队队员的接力帮扶下，

王振生一家在 2020 年顺利实现脱贫。

2021年年初，李长坤结合他家房前屋后山

坡面积大、青草茂盛的实际，与他促膝交谈。

“老王哥，你手脚灵便，但年龄大，种香

菇需要人力，你家没有帮手，养羊、养鸡成本

小，很适合你家。”李长坤的建议得到了王振

生的认同。一年过去了，目前王振生的羊已

经繁育到了10只、蛋鸡已发展到了30多

只。“到了年底，羊和蛋鸡卖了，净收入能有

一万多元。”他和妻子高兴得合不拢嘴。

“对于农村来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向乡村振兴迈进，发展产业是关键，这也

是我这个第一书记的职责。”李长坤说，为

此，他入户面对面搞好服务，因户制宜、因

人制宜指导群众发展产业，增加收入。

脱贫户杨玉强、余进香夫妇供养三个

孩子，孩子上学费用、家庭日常开支等沉重

的负担压得夫妻二人喘不过气来。前年顺

利脱贫后，李长坤通过走访和座谈，鼓励他

们利用产业奖补资金，扩大香菇种植规模。

“今年俺们种了将近2万袋香菇，要不

是李书记的鼓励，俺都没信心。”杨玉强的

话里透着感激。“现在是养菌期，严格控制

棚内温湿度，保证不生杂菌、袋子不出现霉

变现象，秋季出菇品质才好！”李长坤每周

都要到杨玉强的香菇大棚里查看菌菇生长

情况，并及时提醒夫妻二人科学种植。

“在长坤书记的带动下，上街村建立了

防返贫动态管理机制，村组党员干部定期入

户走访，摸清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

严重困难户的实际情况，因户施策，全面巩

固拓展了脱贫成果。”上街村党支部书记黄

太生说，“去年，全村举办了三期香菇和猕猴

桃种植技能培训班，组织种植、养殖大户开

展技术帮带活动，发放到户增收补贴资金近

9万元，让33户群众受益，种植、养殖业初具

规模，为产业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风采新农人

因户施策 不落一个
西峡县公安局驻村第一书记李长坤因人制宜指导群众发展产业

许二霞 种大棚番茄效益高

谭胜衍 瞄准乡村休闲游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我村‘绿红火’种植专业合作社建于

2017年，经过发展，合作社已建有温棚300

多座，蔬菜种植已成规模，不仅带动周边群

众走上致富路，还吸引了城里人来种菜。”4

月5日，汝南县板店乡魏岭村党支部书记

魏永红向记者介绍道。

走进一座温棚，满棚的番茄幼苗长势

旺盛，生机勃勃，几名妇女正忙着蘸花、打

理秧苗。魏永红指着一位打扮时尚的年轻

妇女说：“这位就是‘老板娘’，她原来可是

城里的‘俏媳妇’，现在成了我们魏岭村的

‘种菜女’。”

这位年轻妇女叫许二霞，原来和丈夫

范国强在汝南县城批发蔬菜，去年来到魏

岭村种菜。“在县城卖菜的时候，国强经常

到这儿收购蔬菜，是这里的常客。”许二霞

说，“2020年年底，国强来拉菜的时候，听

合作社负责人魏永波说，合作社年后准备

扩大规模，回去后我们两口子一商量，就来

这里种菜了。”

2021年春节过后，范国强夫妇与合作

社签订了合同，承包了合作社的20多亩

地，在魏永波的帮助下，投资30多万元建

了13座温棚，2021年7月份全部种上了晚

番茄。许二霞说，去年番茄成熟时，正遇上

好行情，客商直接把车开到大棚前，番茄一

出大棚就过磅，收购价每斤3元，13座温棚

一季收入30多万元，当年就收回了成本。

“温棚建好后，国强负责外出采购和销

售，我负责种植管理。合作社有专人负责

技术指导，需要用工的时候也是合作社负

责联系。”许二霞说，“现在棚里的番茄是春

节后移栽的，目前已经开花，预计‘五一’后

就能上市，可以一直供应到七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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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里，每斤鱼按照12元的售价

对外垂钓，也可以包天垂钓。人多的时候，

每天就有100多根竿子钓鱼，有的市民不

仅来垂钓，还带着家人来赏花、爬山，吃地

锅饭。”4月7日，谈起游人数量，蛇园山庄

负责人谭胜衍笑着说。

谭胜衍是信阳市浉河区东双河镇周庙

村有口皆碑的能人，他率先发起了特种养

殖，成为省内、市内的翘楚。

2014年，谭胜衍从老家广东省江门市

来到东双河镇，投资500万元办起了肉蛇

养殖场。高峰时期，蛇场存栏量10000余

条，年收益30万元。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全面禁食野生

动物。谭胜衍毅然关闭了蛇场，大力发展

休闲垂钓、园林苗木种植等产业。谭胜衍

流转了近300亩土地，建起了12个鱼塘和

苗木基地。

谭胜衍在鱼塘里投放了罗非鱼、叉尾

鱼等生长周期短、见效快的南方鱼种。

这种超前的经营理念让谭胜衍的鱼塘成

为广大市民钓友的垂钓胜地。“来这儿的

客人，我会严格按照村里要求，让他们扫

码登记，查看健康码，不能给镇里和村里

增添麻烦。”谭胜衍说。

周庙村党支部书记朱德敏说，谭胜衍

认准了特色养殖向乡村旅游转变的道路

是正确的，谭胜衍种植苗木，不仅提高了

周边农户的“绿色经济”意识，同时，周庙

村也成为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一处亮

点。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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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腾飞

“金蝉会根据不同地温随时变换在地

下的深度，再过3个多月，它们就会爬出地

面，成为餐桌上的美食。”4月6日，在宝丰

县闹店镇户口村鸣鑫金蝉养殖基地，驻村

第一书记郭培娟说。

郭培娟今年32岁，是一名90后，2019

年9月被选派到户口村工作。上任后，郭

培娟发现户口村地处丘陵，土地贫瘠，靠土

地促进农民增收难度很大。但在平郏 快

速通道、石香路两侧有1000多亩的林业生

态廊道，郭培娟想，如果利用这些林下资

源，找到一个投资少、风险低、效益高的项

目，就能尽快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2021年，郭培娟从朋友处得知金蝉高蛋

白、低脂肪，市场需求量大，前景广阔。为了

学到金蝉养殖技术，郭培娟带领村“两委”到

江苏宿迁多家公司进行考察学习。郭培娟在

考察中发现，金蝉养殖技术容易掌握，效益可

观，这更增强了她养殖金蝉的信心。“一般情

况下每亩林地的金蝉产量会逐年递增，第三

年便可产出60斤金蝉，按市场价每斤60元

计算，每亩可以收益3000多元。”郭培娟说。

考察结束后，郭培娟组织村“两委”召开

会议，商议租用平郏快速通道西侧160亩林

地用于金蝉养殖。会上，村干部共同出资，筹

集资金10万元。会后，村委委员彭亚伟购买

了拖拉机、旋耕耙等农用机械，专门用于林地

杂草清理。在做好土地平整、灌溉、围网、播

种等工作后，2021年5月，户口村鸣鑫金蝉

养殖基地正式挂牌成立。当年，受洪水灾害

影响，共产出金蝉400斤，主要销往农家院、

食品加工厂，收益2万多元。

“今年，每亩林地金蝉的产量会达到20

斤，预期总收益近20万元。下一步，我们

会免费教群众养殖技术，签订回收合同，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谈起金蝉养殖，郭培娟

信心满满。

申巨东 出门有车市区有房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巨东这孩子真中，从过去的贫困户到

现在买车、买房，给咱村的年轻人树立了典

范。”4月4日，在汝南县常兴镇大申庄村，提

起申巨东，乡亲们连连称赞。

申巨东今年26岁，8岁时他的父亲患上二

级精神病，经常打骂家人，母亲一气之下去了

在武汉生活的姨妈家，申巨东和妹妹跟着爷爷

一起生活。2017年，申巨东家被确定为贫困

户。申巨东外出务工，上海、北京、深圳等都去

过，由于工作不稳定，挣不到钱，成为“月光族”。

“巨东啊，你是家里的顶梁柱，自己不努

力，猴年马月能脱贫？”在村干部的帮扶下，

申巨东重拾生活的信心。2018年春，申巨

东来到确山县龙凤山养殖场务工，月薪

4500元，虽然钱不多，但总比在外漂泊

强。2019年7月，申巨东跳槽到汝南天康

宏展养殖场当电工，月薪6500元。

光干活挣钱不行，还要掌握技术，为

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当年12月，申巨东

来到安徽明康汇养殖场务工，月薪9500

元。工资高了，干劲更足。白天，申巨东

跟着技术员边干边学，夜里写心得体会，

逐渐掌握了肉牛、生猪、鸡鸭的选种、配种、

繁育和疾病防治等技术，同时还掌握了企

业的经营模式、管理经验。凭着吃苦耐劳精

神，从2018年到2020年，申巨东3年挣了

20多万元，一举摘掉了穷帽子。

今年春，申巨东花20多万元购买了一

辆小轿车，还在驻马店市买了一套100多平

方米的新房。“现在，我又有了新的目标、新

的志向，不仅要做脱贫模范，更要做乡村振

兴示范。”申巨东说。

农村是创业的舞台，申巨东和朋友计划

投资200万元，在家乡发展水果种植和肉

牛、白山羊养殖业，用技术和产业带动乡亲

们一起发家致富。“今年8月份就能实现生态

种养既定目标了。”申巨东满怀信心地说。

元
一
斤
的
草
莓

元
一
斤
的
草
莓

在在
哪哪

—
—
探
秘
西
禾
草

探
秘
西
禾
草
莓
教
科
书
级
别

莓
教
科
书
级
别
的
精
细
化
生
产
模
式

的
精
细
化
生
产
模
式

6868

贵贵

乡村振兴 2022年4月12日 星期二
责编 / 代珍珍 版式 / 李哲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8
农村版

游客在园内摘草莓游客在园内摘草莓

郭培娟 帮村里找到“金项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魏静敏魏静敏文文//图图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莓香四溢莓香四溢。。

44月月22日日，，郑州郊外黄河滩区郑州郊外黄河滩区，，仙客来坊园区仙客来坊园区11号号

园内园内，，慕名而来的游客兴致勃勃地采摘着香野草莓慕名而来的游客兴致勃勃地采摘着香野草莓。。

仙客来坊园区的仙客来坊园区的11号园是西禾农场最早的采号园是西禾农场最早的采

摘园摘园。。这里种植的香野又叫这里种植的香野又叫““隋珠隋珠”，”，是草莓品种中是草莓品种中

的的““贵族贵族”，”，果皮橙红色果皮橙红色，，肉质脆嫩爽口肉质脆嫩爽口，，香味浓郁香味浓郁，，

是香味最独特的草莓品种是香味最独特的草莓品种。。目前目前，，采摘价格采摘价格6868元元

一斤一斤，，冬季更是高达冬季更是高达7878元一斤元一斤。。让人出奇的是让人出奇的是，，这这

么高的价格竟然不愁卖么高的价格竟然不愁卖。。

在河南草莓种植圈里在河南草莓种植圈里，，西禾俨西禾俨然成了“明星”。

春日踏青之际，记者走进西禾农场，领略了被业内

人士誉为教科书级别的精细化生产模式。

西禾农场创建于2015年，廖伟、赵顺康、任瑞

彬三名年轻人，怀揣着农业创业梦想，开启了草莓

种植生涯。廖伟负责生产技术，赵顺康、任瑞彬负

责营销推广和后勤管理。一开始，三人就定位高端

市场，尝试种植各种优秀的品种。

越好吃的品种越难种，这是瓜果种植行业的共

识。而黄河滩地有机质含量低，pH值、盐分都高，

经专家认定，并不适宜种植草莓。“但开弓没有回头

箭，我们只能迎难而上。”廖伟说。

为了改良土壤，西禾在草莓季结束后施用大量

羊粪，还种植玉米倒茬、吸盐。西禾技术团队专程去日本考察学习先进技

术，还聘请郑州果树研究所草莓栽培专家进行指导，从品种选择到育苗，

从栽培管理到采摘，逐渐摸索出一套完善的标准化、精细化栽培模式。

这几年，西禾农场一共试种了40多个草莓品种，最终选定了香野、

红颜、白雪公主3个口感很好的“明星”品种。

有了好的品种，还得有好的苗子。西禾农场对草莓苗有着特别的

要求，生产苗的直径不能低于8mm，而业内一般都是6mm左右。“看

似微小的差异，其实对果实口感影响很大，壮苗结出的果实更加美味，

品质更高。”廖伟解释说。

要想让草莓健壮生长，底肥要足，既不能缺营养，也不能“偏食”。

在施肥方面，西禾农场的草莓大棚，大量施用各种农家肥以及饼

肥等，还有多种菌肥和氨基酸肥，每亩底肥投入超过3000元，是一般

种植户的5倍。“目前，我们一亩地要施10立方米的羊粪、1吨的豆粕，

这是西禾草莓又大又甜的秘诀之一。”廖伟说。

生产高品质草莓，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草莓在不同生长阶段，

所需要的温度、水分、养分都不一样，只有提供恰到好处的管理，才能

产出好口味的果子。和普通大棚不同，为了让每棵草莓的根系有足够

生长空间，西禾的草莓垄很宽，垄间距不小于1米，每条垄上布两根滴

灌带，以保证水肥均匀。在大棚里，还安装了温度湿度传感器，根据生

长需要随时掌控温度湿度。

在西禾农场，为了增加一点点透光率，草莓大棚的棚膜一年一换，

冬季还要定期清洗。“只要对草莓的品质有一丁点的改善，我们就会去

做。”廖伟说。为让草莓更加香甜，一些费工费时的农事操作，西禾一

项也不少，及时松土、疏花疏果，及时去除消耗养分的老叶、匍匐茎，保

证养分充分满足给果子生长需求。

“西禾草莓的安全性，是值得信赖的！”廖伟说。

在栽培中，西禾的草莓从不用使用膨大剂（激素）。对于最难防治的

红蜘蛛，西禾采用的是“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办法，定期投入捕食螨，虽

然成本高，但是效果好。灰霉病和白粉病是草莓挂果时最主要的两种病

害，通过降低棚内湿度和硫黄熏蒸器进行预防。在大棚内铺稻壳和地

毯，可以有效降低棚内湿度，而硫黄熏蒸器则是有机栽培中解决白粉病

的必备工具。正是有了这两个“法宝”，西禾的草莓才做到了既美味又安

全。每年的采摘季，西禾都会送样给权威检测机构SGS进行检测，按照

国家对草莓的农残检测最高标准，全部285项都达标。

“在不考虑灰尘的情况下，我们的草莓采摘下来可以直接吃，不用

洗。”廖伟说。

除了生产环节严格把关外除了生产环节严格把关外，，对于草莓的采摘对于草莓的采摘、、包装包装、、运输等一系列运输等一系列

流程流程，，西禾都有着严苛的标准西禾都有着严苛的标准。。采摘采摘、、包装过程全程佩戴口罩包装过程全程佩戴口罩、、帽子帽子、、

手套手套，，不合格的草莓坚决挑出来扔掉不合格的草莓坚决挑出来扔掉。。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流程、、精细化的管理精细化的管理

加上严格的品控加上严格的品控，，西禾为我省的草莓精细化生产树起了标杆西禾为我省的草莓精细化生产树起了标杆，，得到了得到了

消费者的青睐消费者的青睐，，打响了河南草莓品牌打响了河南草莓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