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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沁阳市万金虎

“土专家”赶“秋忙”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张文博

“见过早上四五点钟的沁阳吗？

我经常见！搞农业就要勤快，稍微懒

散一点，这一年可能就白干了。”9月

13 日，在沁阳市惠丰种植专业合作

社，万金虎对记者说。

万金虎是当地有名的“土专家”，

当天他给客户送完一车薄皮冬瓜后，

又马不停蹄地开始调试玉米收获机，

为月底收获玉米提前做准备。虽然

万金虎种了很多年冬瓜和玉米，但把

它们播到同一块地里复合种植，今年

还是头一次。

2014年，万金虎看到村里年轻人

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老人无力耕

种，便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于当年9月

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惠丰种植专

业合作社，通过整合土地资源盘活低

效闲置土地。经过几年发展，社员由

最初的 5户发展到如今的 105户，逐

渐成为集农资供给、技术指导、农产

品销售于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

今年 9月，惠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成为沁阳市唯一一家省级农民合作

示范社。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了200多亩

冬瓜，产量高、价格好、不愁卖，每天

差不多能卖六七十吨，预计再有两三

天，就能全部卖完。”社员范爱国高兴

地说。

“一味盲干苦干，并不能换来丰

产丰收，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万金虎介绍，“起初，我们自己种，可

干得再好，小麦、玉米亩产也才千把

斤。这几年，经过市农业农村局专家

指导，亩产逐年递增，达到了 1300

斤。焦作市还把试验田放在我这儿，

这也是对我们的信任和肯定。”

“老万这个人特别爱学习，每次

培训会他都不缺席，回来后还把学到

的知识分享给其他的合作社，他种的

庄稼，亩产要比一般农户多百十斤。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合作社的

扶持力度，加强人才培养，帮助他们

更好地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沁

阳市农业农村局何亚军介绍。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李勤玲张红卫

“你看，这牡丹画得跟真的似的，

真神啊！没想到咱农民在家门口也能

欣赏到这么好看的画。”9月 14日，在

汝南县板店乡板店村“泥土香”农民文

化园内，前来参观的群众不禁感叹。

当天，以“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为主题的李新国回乡画展，在“泥土香”

农民文化园举行。此次展出的作品，均

是李新国近年来的精心之作，或取材于

动物花草，或选题于百姓生活，或寄情

于农耕文化，富含生活气息、时代气息，

雅俗共赏，体现了李新国“一手伸向生

活，一手伸向传统”的艺术风格和用画

笔“为家乡服务，为父老乡亲服务”的初

心，具有很强的艺术感召力。

李新国是一位从板店乡板店村走

出去的画家，曾因绘制百米牡丹长卷

在国内享有盛誉。他毕业于西安美术

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牡丹芍药协会职业画家、河南省花鸟

画研究会副会长、郑州大学特聘教授、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终身教授。李新

国是一位实力派画家，工笔、写意皆

精，人物、花鸟、山水兼擅，尤长于牡

丹，作品生动自然，朴厚豪放，微妙传

神，曾多次参加海内外展览并获奖。

树高千尺不忘根，李新国无论在什

么地方都一直关心支持家乡的文化振

兴。为报答家乡的养育之恩，李新国从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退休后，倾其多年

积蓄在家乡建成了河南省第一家农民

文化园。文化园以“泥土香”为主题，集

孝道园、乡愁记忆馆、农耕体验园、牡丹

园、美术展厅、艺术写生基地等于一体，

倡导“孝悌忠信礼义廉”，弘扬宣传传统

孝道文化、农耕文化、牡丹文化。该园

于2018年免费对外开放，截至目前已

接待社会各界人士1万余人次。

现年70岁的李新国，依然笔耕不

辍。据李新国介绍，他举办这次画展

的初衷，就是要让家乡父老在家门口

就能感受到艺术的芬芳，感悟到近年

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用画笔向父老乡亲汇报，向党

的二十大献礼。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刘淑改陈克丽

“岭上的地薄，多亏种了吴茱萸，

尽管今年天旱有所减产，收购价也不

高，一亩仍卖了2400元。”9月6日，宝

丰县杨庄镇朱庄村村民朱付德感激

地说。

朱庄村水浇地人均四分，其余都

是土层薄的坡岭地，早年撂荒得多。

“按今年的收购价，盛产期的吴

茱萸一亩能卖 4000元，盛产期的连

翘能卖1万元。药材商上门收购，根

本不愁销路。如今，‘孬地’能有好收

益，朱士伟得记头功。”该村党支部书

记朱汉刚称赞道。

朱士伟是朱庄村村民，今年 43

岁。2017年冬，经做中药材生意的

朋友指点，朱士伟在自家坡岭地上

试种了一亩吴茱萸。因为当时购

进的吴茱萸种苗苗龄大，第二年就

挂果了，一亩卖了 3000 多元，这让

朱士伟尝到了种植中药材的甜头。

当年，朱士伟就把吴茱萸的种植面

积扩大到了 4亩，又试种了 1.5 亩连

翘。

“吴茱萸一年种多年收，耐旱，好

管理。”朱士伟说，“吴茱萸、连翘药用

价值高，市场需求量很大，种植前景

广阔。”

为了种好中药材，朱士伟经常看

书、上网查找资料，还多次到嵩县等

地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学习，院里半分

空地成了他的试验田，试种有苍术、

黄精等，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使他成了

中药材种植方面的“土专家”。

见朱士伟种植中药材收益不错，

村上一些农户也前来“取经”。如何

定形修剪、何时采摘、套种……朱士

伟都毫无保留地免费传授。在他的

言传身教和带动下，朱庄村30余户村

民，共种植吴茱萸 50亩、连翘 12亩、

桔梗和黄精10余亩。

今年，朱士伟种植的 4亩吴茱萸

卖了近2万元，1.5亩连翘也开始挂果

了。朱士伟也多了一重身份，成为中

药材经纪人。

“有利无利常在行，贵了再种可

来不及。”朱士伟对中药材种植充满

信心。如今，他正谋划着明年带领群

众种植益母草，再在林下套种一些黄

精,誓把荒山变药谷。

□本报记者 刘亚鑫 通讯员 董瑜雪

9月 13日，走进延津县石婆固镇

小渭村一处无花果种植园，只见一排

排无花果树整齐排列，紫红相间的果

实如灯笼般悬挂枝头，阵阵果香扑鼻

而来，农户们则忙着采摘无花果。

杨明新是无花果种植园负责人，

今年是他种植无花果的第六个年

头。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明新在路上

见有人卖无花果，品尝后觉得味道不

错，他在了解无花果生长特性、种植

方式后，发现北方地区也适合种植，

于是便决定将这一产业带回家乡。

“我们正在采摘、包装的无花果，

是长垣市的几家超市订购的，一会儿

我得给人家送过去。”杨明新笑着表

示，他已和新乡市、长垣市的大小商

超、水果批发部成功对接，周末也有

不少游客前来采摘。目前，无花果种

植面积已扩大到20亩，成为一家人的

“致富果”。

据了解，杨明新种植的无花果品

种叫“波姬红”，营养丰富，含有18种

氨基酸，其中10种为人体所必需。此

外，无花果采摘期较长，从八月开始

持续到霜降前后，种植“钱”景十分可

观。

作为回乡创业的一员，杨明新不

断学习农村电子商务知识，对无花果

市场等各方面进行研究，从种植、管

理到销售都亲力亲为，希望更大程度

地发掘无花果的潜力。无花果的丰

收，不仅给杨明新一家带来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还为当地的百姓提供了就

业岗位。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岚莹陈亚飞

9月 14日上午，在位于叶县龚店

镇支刘村的上海杓云包装机械有限

公司厂房里，工人们正在各自岗位上

忙碌着。通过裁切、组装、调试等数

道工序，一台台包装机械依次成型。

厂房外，公司负责人梁聚涛正带着几

名工人忙着给几台机器装箱，准备发

往外地。

“正在打包的机器，是准备今天

发往广东的双面贴标机，属于综合式

包装机械。”梁聚涛介绍说。

这家公司由梁聚涛、梁聚伟兄弟

二人于2019年出资创办，主要专注于

食品、医药包装机械的研制、生产等。

公司创办以来，兄弟二人分工明

确、齐心协力，一人在家负责生产及

产品研发，一人常年在外跑销售。兄

弟俩凭着辛勤的努力和诚信为本的

经营理念，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

们不仅自己走上了致富之路，还带领

乡亲们一起致富奔小康，40余名工人

一年四季都有活干。

“我从建厂就到这里上班了，离

家近，能照顾家、接送孩子，活也挺轻

松的，每月拿三千块钱左右，比外出

打工强。”在公司务工的张建科说。

在产品畅销的同时，兄弟二人还

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对接一个个零

件供应商，确保根据自己的需要提供

零部件。自去年起，该公司开始面向

国际市场接单，随着客户逐渐增多，

公司的产值也逐年提升。目前，该公

司制造的包装机械已远销意大利、澳

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年产值超过500

万元。

□本报记者 尹小剑 通讯员 曾令菊

9月13日，走进商城县李集乡余围

孜村永丰农机专业合作社“稻鸭共作”

基地，只见水稻郁郁葱葱，鸭子在田沟

里畅游。商城县人大代表、合作社理事

长蒋仁山站在田埂上，满眼都是即将丰

收的喜悦：“11月水稻收割以后，今年

可收入200多万元。”

蒋仁山是土生土长的商城县人，他

紧跟时代步伐、牢牢抓住发展机遇，现

在已是当地新型职业农民的领军者。

2009年 2月，他率先成立了永丰农机

专业合作社。经过十三年的拼搏，合作

社已由当时的11名社员、300亩耕地，

发展成如今的注册资金300万元、社员

150名、水稻机械化插秧2000多亩、大

中型农业机械 35台（套）、库房 550平

方米、晒场3000平方米、年统一耕作能

力在万亩以上的综合性现代化农民专

业合作社。蒋仁山用自己的行动，践行

了共同致富的理念。

“今年合作社‘稻鸭共作’种植面积

1100多亩，养了 1万只鸭子。”蒋仁山

介绍说，“稻鸭共作”的生产模式优势明

显。鸭子可以消灭稻田里的害虫、杂

草，又能松土刺激水稻生长，排出的粪

便可为水稻提供营养丰富的有机肥料，

而稻田则为鸭子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

食物，保证鸭子成长。这样，既可保证

食品安全无污染，又提高了粮食附加

值，真正做到了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利

益共存。

蒋仁山说，合作社为社员提供优质

价廉的种子和肥料，降低生产成本。此

外，还积极为社员提供粮食烘干、代存、

运输和收储服务。目前，已带动余围孜

村 50户 150余人增收。其中，对有劳

动能力的脱贫户，采取基地引领和劳务

聘用的模式，使每户年均增收1.1万元

以上；对缺少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实行

入股分红的模式，使每户年均增收

3000元。

“我在这里干了十多年活儿了，每

年有两万多块钱的收入。”今年69岁的

刘万珍老人说，他主要是在农忙时节做

些下种、除草、晒稻等杂活，活儿不重收

入还不错，自家的事儿也一样也没落

下。

今年，蒋仁山还成立了伯仁生态家

庭农场，养殖了 300多头肉牛和 60多

头土猪。他用水稻秸秆喂牛，用牛粪

给田地做肥料，实现了循环利用。在

鹰嘴山下偌大的牛栏里，48岁的王必

金正在忙着除牛粪。“我是伏山乡人，

在这里主要负责调配饲料、喂牛、除粪

等工作，每月工资 5600 块钱，很满足

了！”

“下一步，我准备继续扩大‘稻鸭共

作’种植面积，养殖更多的猪、牛，带领

乡亲们更好地增收致富，过上更加美好

富裕的生活，不辜负自己作为一名基层

人大代表的职责和使命。”对于未来，蒋

仁山充满了信心。

商城县蒋仁山 稻鸭共作合作致富

画家李新国 画展办在村民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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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李新化

9月8日，在鲁山县瓦屋镇石门村一处养牛场内，数百头黑白

花公奶牛正在吃秸秆饲料。旁边的大棚内，一些公奶牛犊则享受

着喝牛奶、吃精饲料的待遇。

“目前，我们共有500余头荷斯坦奶牛，全部是公奶牛。”董国

飞介绍说。他是鲁山梦科农林牧有限公司负责人。

别的养牛场（户）都是养殖母奶牛，用于繁殖或是产奶以赚取

利润，董国飞为何“反弹琵琶”专门养殖公奶牛呢？

“这些公奶牛，准备育肥后当肉牛卖。购买公奶牛犊育肥，相比

而言，成本较低、产出比高、效益更好。”董国飞说，除了这100多亩的

养殖区外，公司还流转了附近200多亩荒山坡，栽种了梨、桃、柿子

等果树，牛粪全部用来给果园施肥，打造生态循环发展的模式。

董国飞今年42岁，年轻时下过煤窑，后来做过药品代理，事

业有成。2020年秋，他回到家乡创业，进军农业领域，从事公奶

牛育肥和果树种植。

原来，董国飞经过市场调研发现，奶牛场在繁育奶牛时，对母

牛犊“疼爱有加”，留下来精心饲养，而对于不能产奶的公奶牛犊

则“很是嫌弃”，往往以较低的价格卖掉。

“刚出生的公奶牛犊，价格比一般的肉牛犊低不少，买回来喂

上两三个月的牛犊专用奶粉，然后喂精饲料育肥，即便如此还是

比饲养肉牛犊成本低不少。”董国飞说。

养牛场建成之初，董国飞从奶牛场买回了100多头公奶牛犊精

心饲养，有了经验后逐渐扩大养殖规模。据董国飞介绍，公奶牛犊

育肥时间一般在一年半左右，长到1500斤左右出售，主要销售到我

省南阳和江西、湖南等地，这两年已陆续售出200多头，效益不错。

另外，养牛场安排了6名乡亲务工，月平均工资在3000元左右。

目前，公司新建的两个大型青贮池即将投入使用，一个700

立方米，另一个1120立方米，此外还有一个占地1530平方米的

养殖大棚也即将完工。

“公司的目标是，年存栏公奶牛1000头，年出栏公奶牛700

头。种植的果树，两年后进入盛果期，到时候也将有一笔不小的

收入。”董国飞说。

□李振阳吴芊芊陈铭

在信阳市平桥区王岗乡孙家寨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

养牛大户，他通过多年总结的养殖经验，探索出了一条种

养循环的致富路。

“这养牛跟养孩子是一个道理，牛儿也是需要精心照

顾的，夏怕雨水，冬怕风刮，一日三餐吃什么、吃多少，都

有讲究。”9月13日，说起自己的养牛历程，高立坤特别感

慨。

44岁的高立坤，曾在湖北开养殖场，规模做大以后，

萌生了回报家乡的想法。他了解到家乡有大片土地因为

人员外出务工无人管理而荒废时，便准备回乡创业搞养

殖，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2021年，在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养牛场的一期工程

正式投产，截至目前存栏量三百余头，二期工程将于2022

年9月下旬开工，总规模预计将达上千头。

“西门塔尔这个品种的牛，生长速度比其他品种的牛

更快、肉也更多，从幼牛买回来，喂养大概10个月，就可以

卖了。”高立坤说，在饲料选择上要精益求精，用金牧粮草

混合玉米粉制作成的青饲料，喂出来的肉牛品质和口感更

佳，深受消费者喜爱。

养牛场不仅实现了自繁自养，还以“公司+农户”的模

式，实行代养或寄养，公司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销售，以点

带面、以面带广，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致富，推进乡村经济建

设。

王岗乡坚持抓实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积极探索、主动作为，抢抓机遇，

把壮大肉牛养殖产业作为全乡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之一，按照“小户示范、大户抓点、分类动员、点面统筹”工

作思路，逐步发展壮大孙家寨养牛专业村，坚持以“散养

户+家庭牧场+规模养殖场”的主体布局，进一步加大对养

牛户的政策、技术支持，促使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共同将

养牛产业做大做强。

宝丰县朱士伟

誓把荒山变药谷

叶县梁氏兄弟

村产机械销海外

延津县杨明新

无花果成致富果

鲁山县 信阳市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李涛李岩

“今年风调雨顺，辣椒丰收已成定

局，纯利润 70万元不成问题。”9月 10

日，望着丰收在望的辣椒田，周口市淮

阳区四通镇孔北村村民孔刘良难掩内

心喜悦。很难想象，这位村民三年前还

是建档立卡户。

三年前，驻村书记张华到孔刘良家

走访，了解到孔刘良的妻子患有精神疾

病，长期看病花销很大，尽管孔刘良在

种地之余还搞养殖，但是一年到头还是

没啥结余。

孔刘良是个勤劳的村民，多少还有

点文化，搞点经营不成问题。根据孔刘

良家的实际情况，张华联系银行部门帮

孔刘良贷了五万元贴息贷款。

孔刘良考察市场后，流转 70亩土

地，套种白芍和辣椒。那一年，白芍和

辣椒长势都不错，行情也可以，加上经

营得当，当年纯收入40多万元，还清债

务后还有资金结余。

有了经验和资金，孔刘良的底气更

足了。第二年，孔刘良经过认真考虑，

决定大面积种植辣椒。这一年，他种植

了200亩辣椒，收入可观。腰包鼓起来

的孔刘良，当年盖起了三层小楼，过上

了幸福生活。

短短三年时间，曾经的建档立卡户

孔刘良“摇身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致

富榜样，也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张

华说：“孔刘良不但自己致了富，还带动

了其他农户致富，农忙时节，他还会雇

一些留守老人采摘辣椒。”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孔刘良脱贫

致富对全村人启发很大。目前，在孔刘

良的带领下，孔北村辣椒种植面积扩大

到了300多亩。

“今后，我要继续扎根土地，扩大

种植规模，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致

富。”提及未来发展，孔刘良信心满

满。这也许就是孔刘良致富后的“辣

椒梦”。

周口市孔刘良
种辣椒住上三层小楼

9月15日，商城县汪桥镇孔楼村农民罗光亮、陈时玉夫妇在收获板栗。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大力推广茶叶板栗套种技术，发
展种植板栗12000亩，春节卖茶叶、秋季收板栗，一年两收成，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杨绪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