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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季玮 鲁彦甫）

12月 1日，90家企业负责人纷纷加入濮阳市华

龙区正在开展的“百企赋能乡村振兴”行动，其中

有 18家企业负责人成为该区岳村镇 18个村的

“名誉村长”。

“让企业与村庄结对子，是体现企业社会价

值的重要举措。”濮阳市崛起家居有限公司负责

人、石佛店村“名誉村长”罗振宇表示，将结合自

身企业特点与村庄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从而实现

农民富裕、企业增值、村企双赢的局面。

近日，华龙区立足乡村发展需求，启动了“百

企赋能乡村振兴”行动，鼓励企业负责人当“名誉

村长”，促进村企的优势资源深度融合，助力乡村

振兴驶入“快车道”。

同时，华龙区通过举办村企对接会、政企座

谈会等，让企业及时了解乡村产业发展的需求；

组织“名誉村长”到村庄实地考察，充分发挥各个

企业在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和村庄在产业、

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采取投资合作、产销融合、股

份合作等形式，结成利益共同体。

目前，“百企赋能乡村振兴”行动正在有序推

进，海王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开展了“兴村活

动”，百姓量贩有限公司捐建7家爱心超市、与村

民签订种植协议并兜底收购……在“名誉村长”

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到乡村振兴的事

业中。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张中坡 李善
喜 董加成）“入冬正是梨树修剪的好时机，想夺

取 黄 金 梨 丰 产 丰 收 ，冬 剪 时 必 须 做 到‘ 七

看’……”12月1日，方城县博望镇果农们打开手

机，就能看到毛保旭朋友圈更新的梨树冬剪技术

要点。

毛保旭是该镇出名的种梨能手，也是一名农

业经理人。除在朋友圈发布视频外，他还经常直

播演示梨树栽培管理技术，和果农们在直播间互

动，为他们答疑解惑。

“博望镇有2万多亩黄金梨，但不是家家都

能种好管好。我要利用朋友圈和直播平台，把栽

培管理技术传授给大家，争取来年家家都有好收

成。”毛保旭说。

为了掌握科学、先进的梨树栽培管理技术，

毛保旭先后参加了多所院校的职业技能培训，拿

到了“农业经理人”“高素质农民”等培训证书。

同时，他很注重把新技术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发

现新问题、探索新方法。时间一长，博望镇的果

农都知道毛保旭有高招，他的微信朋友、直播平

台粉丝也越来越多。

“今年，镇政府将在普及栽培管理技术上下

功夫，充分发挥毛保旭等农业经理人、种梨能手

的技术传导作用，促进黄金梨产业向高质量、高

效益迈进。”博望镇镇长马菁翼说。

爷孙接力让“山货”种得好卖得俏

2011年，张银垒从郑州牧

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子

承父业，回乡搞养殖。后来，他

还做过秸秆饲料、粮食购销等

生意。

随着生活阅历不断丰富，

张银垒深深体会到农民的艰

辛。怎样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

解放出来呢？

思索之后，张银垒说干就

干。2015年，他成立天硕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从事土地托

管、粮食购销等业务。2019年

5 月，他成立叶县金丰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2020年 5月注册

了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限公

司，开始大力推广土地托管服

务。

“ 农 村 是 充 满希望的田

野。”张银垒坦言，乡村要强农

业必须强，乡村要富农民必须

富，他就想把在各地学到的好

经验好做法带回来，为家乡农

业发展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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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苗”书记曹家旋
发展产业 带富一方

濮阳市华龙区
“名誉村长”到岗助增收

方城县博望镇
农业经理人直播教冬剪

□本报记者 吴向辉
通讯员 王雨晴 孙舒雨

人物档案人物档案：：
张银垒，叶县人，1991年出

生，大专学历，2011 年返乡创
业，现为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被评为“叶县2022
年十佳乡村振兴带头人”。

“这几天，寒潮来袭，降

温幅度大，我来地里看看。”

11月 30日，叶县仙台镇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张银垒正

带领植保人员查看小麦生

长情况。

今年 31岁的张银垒，

是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负责人，该公司主要从

事土地托管、农资套餐及农

产品销售等业务。别看张

银垒年纪不大，却是当地有

名的“大地主”，他与30余

人的团队“种”了近5万亩

地，涉及11个乡镇，服务群

众5300多户，粮食购销能

力达5万吨。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上，张银垒一直在思考，如何建

链、补链、强链。他认为，要把

粮食产业做大做强，就必须打

通从种植、收购，到仓储、物流、

分销等环节的全产业链条。

张银垒介绍说，天硕公司

已经成立了面粉加工、花生深

加工等多个下游产业子公司，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其生产的

绿色富硒小麦、绿色富硒面粉

等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

“我们还与县里的食品加

工企业合作，用好粮做优质产

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张银

垒说，今年天硕公司与邓李乡

魏王村集体经济合作，创办花

生加工厂，预计建成后年消耗

花生4500吨，可带动附近村民

25人就业。

同时，天硕公司还不断内

引外联，与省内外上下游粮食

加工、销售企业建立长期良好

的合作关系，拓展业务范围，打

造粮食全产业链，保证粮食产、

加、销各环节收益。去年，与河

南中原资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合作粮食贸易1.3万吨；通过

发展订单农业，与贵州一酒厂

签订了15万亩优质小麦订单，

并以每斤高出市场价 0.1元的

价格收购，保证了好粮好价，进

一步增加了农民收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带

头人’，我将不忘初心使命，端

好粮食安全的饭碗，做推动农

业全产业链发展的实践者，为

推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张银垒更加坚定了做现

代“田保姆”的信念。

（本栏目由郑州大学企业
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

“我们就是‘田保姆’，地是

农户的，粮食也归农户，活儿都

由我们来干。”张银垒介绍说，

天硕公司聘用专业技术人员

130人，拥有飞防植保机50架、

联合收割机等大型农机200余

台（套），提供耕、种、管、收、销

全程托管。

为了把事业做大，张银垒

探索出了“农户+村集体（种植

大户）+公司+金融+保险+互联

网”的全程土地托管模式。

该模式由村集体将农户土

地集中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整合出连片成方、旱能浇涝能

排的大块耕地，交给天硕公司

托管。引入金融、担保、保险等

服务组织，为村集体经济提供

贷款、保险。土地收益归村集

体所有，天硕公司收取低于市

价的托管服务费。

“有了土地托管，农户成了

‘甩手掌柜’，挣得还比以前多

了。”仙台镇大李庄村党支部书

记徐中明说，村集体流转的

700 亩地交给天硕公司托管，

一年能给村集体带来超过 20

万元的收入。

今年，天硕公司又推出了

联村共建的“土地流转式托管”

模式，除流转土地支付租金外，

还对部分农户进行培训，把流

转土地交由他们管理并支付服

务费。收获后，纯利润的 20%

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使得农

户、公司、村集体都有钱赚。

农产品销售插上“云翅膀”

““头雁头雁””简介简介：：
荆育程，郑州大学“河南

省2022年乡村产业振兴培育
‘头雁’项目”第一期培训班学
员。1990年出生，鲁山县土
门办事处构树庄村人。2016
年返乡创业，成立河南中敏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爷孙
俩”商标，通过电商渠道将家
乡的优质农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被授予“鲁山县返乡创业
优秀青年”称号，参加市、县创
业创新大赛并获奖。

对话专家对话专家：：
郑州大学二级教授
郑州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孙学敏

孙学敏：作为一名“90后”大学毕业

生，为什么选择返乡创业带领家乡人民发

展特色产业？

荆育程：我老家在鲁山县土门办事

处构树庄村。村子处于丘陵地带，土地

贫瘠。我爷爷曾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带

领村民平田筑堰，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好

日子。

当时，为带领村民致富，爷爷率先试

种了夏桃、秋桃等，但是结果都不理想。

为了种好桃树，爷爷还把家搬到了村里的

最高处，靠着一把铁镢头，将几十亩荒山

变成了梯田。

后来，爷爷到山东、辽宁、山西、安徽

等地考察，选择了中秋王、宝田雪桃和映

霜红等冬桃品种试种，获得了成功。

为了让乡亲们种桃致富，爷爷牵头成

立了种植合作社，免费给村民提供树苗、

传授技术。就这样，在爷爷30多年的辛

勤耕耘和不懈努力下，我们村由穷山沟变

成了花果山。

后来又遇到了新问题，因为种植面积

不断扩大，但销售渠道却相对缺乏，村里

的桃子出现了滞销的现象。

看到这种情况，已在郑州工作的我，

便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一方面，爷

爷已经年迈，不想让他再操劳了；另一方

面，我打小受到乡亲们不少关照，就想

为乡亲们办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

就这样，2016 年我辞职回到家乡开始

创业。

孙学敏：一位是年逾八旬的老支书，

带领村民将荒山变成了花果山；一位是返

乡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利用电商渠道将桃

子送出了大山。爷孙俩一起奋力筑梦，为

乡亲们孕育希望。

孙学敏：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中，你

有哪些收获？

荆育程：不管做什么，只要用心去做，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抱着这样的想

法，我从小山村来到大城市，又从大城市

回到小山村，不但自己过上了幸福生活，

也让乡亲们有了自己的事业。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网络专业，毕业

后的工作也与电商相关。辞职回乡后，我

经过思考，决定做社区团购平台，就是通

过微信群给社区居民配送生鲜及生活用

品，用优质产品“引流”。

做生意诚信最重要，不但商品要好，价

位也得合适。于是我开始联系货源、寻找销

路，靠着诚信、努力和坚持，很快取得不少客

户的信任，微信群也迅速发展到了40多个。

此时，我通过社区团购平台销售家乡

特产冬桃，因其品质高、口感好受到社区

居民一致好评，销量不断增长。家乡的冬

桃名气也越来越大，经常供不应求。

良好的销售渠道，激发了家乡人民增

收致富的信心，不仅我们村种冬桃的多

了，整个土门办事处也开始大力发展冬桃

种植。目前，土门办事处发展冬桃种植

3000多亩，已成为当地一大产业。

为进一步提高冬桃品质，我依托农民

专业合作社，从病虫害防治到施肥、剪枝

等，为种植户提供“一条龙”帮扶服务。在

销售方面，我注册了“爷孙俩”商标，统一

定制包装箱，举办了电商直播冬桃采摘

节，冬桃订单逐年增加。

受土门办事处委托，我还经常为种植

户讲课，除了讲解种植技术，还讲电商运

营。如今，不仅种桃的村民多了，而且很

多种植户还学会了在网上销售。

孙学敏：农产品不仅要种好，更要卖

好。荆育程在农产品电商领域颇有心得，

他注重打造产品品牌，为乡村产业发展注

入了动力、增添了活力。

品牌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孙学敏：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头

雁”，在带领家乡人民发展乡村产业方面

有什么打算？

荆育程：作为“头雁”，要怀着建设家

乡的情怀，融入乡村振兴的洪流

中，带领乡亲们发展产

业 ，共 同 致

富。

通过“头雁”培训，我对乡村产业振

兴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农产品要想卖

得出、价钱好，就必须打造品牌。下一

步，我将联合优质农产品生产者抱团发

展，走规模化、现代化的路子，打造农产

品区域品牌，让更多家乡优质农产品走

出去。

此外，我的家乡位于伏牛山东麓，是

沙河发源地，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95%

以上，我打算利用这些生态资源，建设土

门办事处第一家民宿，带领乡亲们发展乡

村旅游产业，让乡亲们端起“生态碗”，吃

上“旅游饭”。

孙学敏：希望像荆育程这样投身乡村

产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为乡村振兴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青春力量！

子承父业投身乡村

联村共建地生金

打造全产业链助推农业现代化

爷孙接力共建“桃花源”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王利生 臧佳佳

12月 3日，天气晴好，临颍县皇帝庙乡商桥

村时尚年华田园综合体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高大展厅的玻璃外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们这里有以温室花世界为主的休闲农

业，有以高标准农田为主的标准农业，这个项

目最根本的目的是要通过旅游来助力农业发

展。”时尚年华田园综合体游客服务中心经理

花丽坦言，项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曹书记的

努力。

花丽所说的“曹书记”，是省生态环境厅“墩

苗”干部曹家旋。2021年 10月，曹家旋从省生

态环境厅到临颍县工作，担任临颍县委常委、皇

帝庙乡党委书记。

从省城来到县乡，曹家旋充分发扬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环保铁军精神，勇

担使命，扎根基层，带领群众建设美丽乡村。时

尚年华田园综合体项目从开工到投用，曹家旋全

程参与服务和保障工作。

“到皇帝庙乡工作后，通过调查了解，看到乡

里产业不强、定位不明晰、集体经济薄弱的状况，

就决心做出改变。”曹家旋说，他利用一个月的时

间，走遍了全乡53个自然村，摸清了发展状况，

结合实际谋划了“一体两园五区”的发展思路。

目标确定了，曹家旋带领乡党委班子，把群

众增收的重点放在高效农业和就近务工上。

如今，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研学体验于一

体的时尚年华田园综合体项目，为当地提供了

2000多个就业岗位。

不仅如此，在曹家旋的带领下，皇帝庙乡还

规划建设了沿107国道观光产业带和大蒜产业

基地，招引3个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有力促进

了全乡产业发展。

“这一年多，我们这里变化太大了，旅游的人

越来越多，产业经济园也在村子这边，解决了村

里老少爷们儿的就业问题。”皇帝庙乡商桥村村

民程稳颇为感慨。

一年多来，曹家旋坚持吃住在乡里，把精力

都放在工作一线，对于全乡新型城镇化建设、文

旅文创融合等方面的发展，他信心十足。

“作为一名干部，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稳得

住、沉下来，听取意见和诉求，主动融入群众、服

务群众，不仅拓宽了视野，锤炼了作风，而且提高

了工作能力。”曹家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