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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涛

3月 13日到 3月 17日，从平顶山

郏县到南阳新野，再到驻马店泌阳，带

着提前制定的目标和任务，河南省科

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河南省农

业农村厅总畜牧师白跃宇下沉一线、

奔赴基层，一周三地问诊河南肉牛产

业发展。

“这三个地方，是河南肉牛资源最

丰富的地区，有郏县红牛、南阳黄牛和

泌阳夏南牛。通过实地调研，深入企

业和养牛场，才能找出存在的问题，及

时给予他们政策上和技术上的帮助。”

白跃宇说。

河南是畜牧大省，也是全国肉牛

生产大省，肉牛饲养数量、牛肉产量等

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国前列。2022

年 4月，《河南省肉牛奶牛产业发展行

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发布，为河

南肉牛奶牛产业发展明确了发展目标

和重点任务。

《计划》发布近一年，河南肉牛产

业发展现状如何，肉牛产业如何惠及

养牛户？如何在秸秆饲料化、现代种

业提质、规模养殖提升、养殖大县培

育、母牛扩群倍增、屠宰加工增效、龙

头企业培优等方面，助力河南肉牛产

业高质量发展，这些都是白跃宇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

在郏县李口镇凤凰岭村，平顶山

润浦牧业有限公司的肉牛养殖基地依

山坡地势而建。近万头红牛分散其

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郏县红牛因原产郏县、毛色呈红

色而得名，是全国八大优良黄牛品种

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以县名命名的地

方优良品种。”白跃宇说，“如今红牛养

殖规模有了，就应该充分发挥品牌优

势，延伸产业链，不断提高郏县红牛的

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如何让郏县红牛打出名堂？在平

顶山瑞宝红牛肉业有限公司举办的座

谈会上，白跃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们需要从郏县红牛出发，建立行业

标准。”

郏县红牛之所以名气大、评价好，

主要是因为可以产雪花牛肉。据测

算，郏县红牛的雪花牛肉出肉率可达

20%以上。郏县红牛肉的不饱和脂肪

酸占脂肪酸总量的58%以上，富含能

融化脂质、软化血管的共轭亚油酸，

被誉为“牛肉之王”。

在牛肉专业分割的部位命名上，

中国一直没有符合自己特色的命名

体系。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张松山博士说，

比如“三肋 s 腹”“撒撒米”“西冷”

这些牛肉部位名称，都是从国外翻

译来的。

“我们可以从风味和中国市场的

需要，来分析标准制定的方式，标准

和分割可以倾向于中餐，把肉牛上每

一个部位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白

跃宇说。

除了制定标准外，不同地区有其

各自的养殖特色和优势，白跃宇针

对当地产业发展情况给出了自己的

建议。

在新野县歪子镇，有肉牛养殖场

15家、养殖大户 151户、肉牛相关产

业加工企业 5家，肉牛存栏 8200 余

头。

歪子镇通过传承发展肉牛产业，

促进农牧业产业化、品牌化，以特色

产业带动农民稳定增收；依托科尔沁

肉牛产业园区优势，加快肉牛产业园

区向食品加工产业转型发展，实现了

全链条、全循环的发展模式。

“这个地区，规模养殖肉牛的优

势已经发展起来，那就需要在育好牛

上做更多的文章。”在新野县新犇牧

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场，白跃宇说，

“在新野县培育的皮南牛品种，已经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下一步，需要继续在

现代种业提质上下功夫。”

对于泌阳肉牛产业发展来说，我

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肉

牛新品种夏南牛，在这里开始培育，并

不断成长。

与进口肉牛品种相比，夏南牛的

特点就是生长快、适应性强、耐粗饲、

体重大，最大的体重达 1400公斤；夏

南牛日增重、屠宰率和眼肌面积，均高

于国内其他肉牛品种，其肉用性能达

到国外专业化肉牛品种水平。

白跃宇说，有了好牛，更应该有好

的屠宰分割和精深加工的方法，在屠

宰增效和后端开发上做文章。

在位于泌阳县的河南恒都食品有

限公司屠宰车间，一整套屠宰流程设

备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牛肉分级车

间的工人们正依照肉牛不同部位进行

分割并确定级别。

“从前段来看，种质资源比较重

要，而在与市场和产业的对接上，牛肉

品质好坏和等级定位更是影响肉牛产

业持续发展的因素。”白跃宇说，“这就

需要在屠宰工艺和技术手段上持续更

新，不断解决问题。”

从源头的种质资源提升，到肉牛

分割地方标准制定，再到末端的屠宰

加工增效，围绕实现河南肉牛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白跃宇一直在前进

的路上。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宋祖恒 任雨

倒草、撒料、搅拌……3月21

日上午9时，武陟县三阳乡李梧

槚村村北养牛场里30头牛吃得

津津有味，乔永胜喂完牛走出牛

棚，推上电闸，把麦秸打碎，准备

30头牛下顿的“干粮”。

今年45岁的乔永胜，在搞养

殖之前，一家人的生活仅靠种粮

收入，还要供3个在校学生。

乔永胜是怎样走上养殖之

路的？

原来在 2020 年，乔永胜在

参加乡里举办的养殖培训班时，

发现养殖很适合自己。之后的

一天，帮扶责任人在“1+1”对接

家访中，得知了乔永胜的想法，

随后联系让他参加了更加专业

的培训班。

有了养殖技能，乔永胜又有

了别的顾虑，买牛犊、买饲料都

需要钱，钱从哪里来。该乡扶贫

办在得知乔永胜的顾虑后，帮助

他与信用社对接，办理了5万元

的小额贴息贷款。

拿到启动资金后仅 10天，

首批的10头牛进了乔永胜的牛

棚。接着，三阳乡聘请科研院校

和畜牧部门的专家，免费为他进

行现场指导。

两个月后，这 10头牛个个

壮硕强健，把乔永胜喜欢得不得

了。他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又承

包了 30亩耕地，把牛粪施进土

壤增加地力，种的粮食也连年获

得大丰收。

搞养殖三年来，乔永胜的养

牛场存栏 30头，年出栏 30头，

年净收入6万余元。如今，乔永

胜盖了新房，家里电器齐全，村

里的老少爷们都说：“乔永胜真

‘牛’气！”

在三阳乡，像乔永胜这样利

用小额贴息贷款作为初始资金

搞养殖、种植的脱贫户还有不

少。

武陟县乔永胜

养牛致富犇幸福

□本报记者 张莹 通讯员 王超群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成为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就是要‘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

兴’。这让我们铆足了早日圆乡村振兴

梦的精气神！”3月 14日，记者见到沈丘

县北城街道腾营村村民李海泉时，他正

在槐山药粉条生产车间里和十几个村

民忙碌着。

46岁的李海泉原是腾营村一个普通

村民，凭着20多年来对槐山药种植的坚

守，让当地农民从土地里刨出了“金条

条”，走上了增收致富路，被乡亲们亲切

地称为“山药哥”。

2000年 5月，李海泉在一次出差时，

看到外地搞槐山药种植有钱赚，回来后就

迷上了种槐山药。李海泉试种后发现，一

亩槐山药的纯收入达4000多元。村里人

看他尝到了甜头，也纷纷种起了槐山药。

到了 2003 年，腾营村及邻近村庄种植槐

山药的农户已有400多户，种植面积1800

余亩。

为了提高槐山药的产量，李海泉赴江

苏、山东等地，向种植专家取经，与种植能

手交流，并结合本地土质、气候等条件，苦

心探索，积累经验。

“培育槐山药新品种要反复观察，哪

个品种长得好、产量高、抗性强，就选哪个

品种。”为了观察槐山药的生长特性，李海

泉常年吃住在地里，成了一个“山药迷”。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三四年的摸索，

李海泉推出了槐山药新品种——“槐三

宝”。在县工商部门和北城街道的支持

下，他于2013年创办了河南省海泉槐山

药种植专业合作社，并申请了“槐三宝”商

标。2014年 5月，“槐三宝”商标顺利通

过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获得无公害

农产品标识使用权，合作社种植基地获省

农业厅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山药哥”

李海泉一时名声大噪。

“乡亲们喊我‘山药哥’，既是一种肯

定，又是一种鞭策。”李海泉说。为了引

领乡亲们种植槐山药，李海泉大都是亲

自去现场指导，同时还通过电话、短信、

微信等方式提供服务。如今，在李海泉

的带动下，沈丘及其周边县市槐山药种

植面积已达 20多万亩，成了当地乡村振

兴的支柱产业。由于李海泉表现突出、

在群众中具有威信，2020年他当选为村

委会干部，2021年当选为沈丘县政协委

员。

“时下，乡村振兴风生水起，乡亲们

增收致富的愿望愈加强烈。我感到自己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李海泉告诉记者，

为做好槐山药深加工，他新成立了河南

省三槐堂食品有限公司，新建了槐山药

粉、槐山药粉皮、槐山药粉条、五香咸鸭

蛋4条生产线，可直接安排就业群众100

多人。

“乘着全国两会的春风，我要撸起袖

子加油干，让更多乡亲过上‘挣钱顾家两

不误’的惬意生活。”李海泉说。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赵永昌

“麦苗已有五六个分蘖，丰

产架子已经搭好，不出意外的

话 ，亩 产 600 公 斤 不 成 问 题

……”3月1日，在商水县平店乡

程岗村一望无垠的高标准农田

里，该村种植大户程文喜正蹲着

查看小麦苗情。

程文喜今年 47岁，他从 20

多岁开始外出“闯荡”，开过货车、

当过小工、做过电梯质监员、维修

员。2014年，他和弟弟联合成立

了河南金泉电梯有限公司，承揽

电梯安装、维修、保养等工程。

2021 年，在程岗村“两委”

换届选举时，程文喜当选村干

部，他把城里的生意全权交给弟

弟打理，怀着“报效家乡服务乡

亲”的一腔热血返乡任职。

“2022年，我带头流转 200

多亩土地，成立了商水县青禾家

庭农场，夏秋两季粮食总产量达

50多万斤。此外，还种了 20多

亩蔬菜，加工了600多件红薯粉

条。”程文喜说，他种的小麦和玉

米，都获得了丰收、卖上了好价

钱，诀窍就是“良种良法+错时

销售”。

问及今年有啥新打算？“我

想再流转几百亩土地，扩大种植

规模，发挥示范效应，带动周边

几个村上万亩耕地统一耕种、统

一收获。有条件了，再购买一套

烘干设备，保障粮食品质。程岗

村是手工红薯粉条加工大村，年

产红薯粉条 50万斤，我想在红

薯收获季，在地头支口大锅加工

粉条，搞一些现场品尝、展销活

动，把程岗红薯粉条的品牌打

响。”程文喜一口气说出了几个

方面的新打算。

“作为党员干部、村民的‘领

头雁’，程文喜带头规模流转土

地，借助高标准农田等优势扛稳

粮食稳产增收责任；适当发展红

薯、蔬菜等经济作物，不断完善、

延伸产业链条，拓宽了增收渠

道，这就是全乡发展现代农业的

方向。”平店乡党委书记段文海

表示。

商水县程文喜

不当老板当“头雁”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刘奕贤 张栋察

3月 17日，河南省第七届残疾人职业

技能大赛在郑州市落下帷幕，方城县聋哑

青年陈霆从370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剪

纸项目第一名的好成绩。

陈霆出生于1988年，方城县博望镇白

河村人，幼时因服用药物不当导致双耳失

聪。为更好地融入社会，他坚持学习唇

语。8岁起，他开始跟着奶奶学习剪纸，从

此剪纸成了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 年 9 月，陈霆考入中州大学特

殊教育学院，学习装潢艺术与设计。毕

业后，他在郑州聋艺画廊担任手工师、画

师、培训师等。后来，他到杭州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担任高级设计师兼董事长

助理。

多年来，陈霆在剪纸、压花、拼布、刺

绣、纸艺等领域均有涉猎，先后成为国际压

花协会会员、中国剪纸协会会员、河南省民

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当代书画家协会会员、

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专业委员。

凭着对绘画和手工的热爱，陈霆在剪

纸方面拥有较高的造诣，有多幅剪纸作品

参加国内国际大赛，甚至曾代表中国在联

合国世界青年峰会上展出。

方城县聋哑青年陈霆

巧手剪出新生活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腾飞

裁剪、拼接、包边、装扣……

3月21日，在宝丰县闹店镇靳李

村的车艺汽车脚垫加工厂，数名

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加工各式各

样的汽车脚垫。

“脚垫的误差不能超过一厘

米，否则就可能与客户的车型不

适配。”工厂负责人关许鹏说。

今年36岁的关许鹏是靳李

村村民，2017年在山东枣庄务

工时，开始接触汽车脚垫加工行

业。2019年 9月，他回到家乡，

购买了数控机床、缝纫机、高频

机等设备，利用家中的自建房创

办了全县第一家汽车脚垫加工

厂。

“创业初期，院子里、屋里都

堆满了机械、原材料和产品。”关

许鹏说，由于空间限制，不仅影

响生产效率，还导致产品类型不

齐全，造成订单流失。

2021年，闹店镇党委、镇政

府在了解到关许鹏的生产需求

后，向上级申请了 46万元的汽

车脚垫生产厂房建设项目，新建

占地面积 360平方米的厂房一

座，以每年3.68万元的费用，租

赁给关许鹏使用。

搬入新的生产厂房后，关许

鹏的汽车脚垫加工厂生产规模

迅速扩大，目前已经与160多家

洗车店、4S店、修车店达成了合

作意向，产品不但销售到郑州、

南阳等省内城市，还远销山东、

江苏等地，年销售额达130多万

元。

汽车脚垫加工厂还带动了

十几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在

这上班，一个月能拿 2000多元

工资，方便照顾老人小孩，还不

耽误干农活。”靳李村村民何锐

说。

“下一步，准备生产坐垫、头

枕、腰靠、方向盘套等，往整体车

居方向发展。”关许鹏说。

宝丰县关许鹏

生产脚垫销全国问诊河南问诊河南牛专家牛专家 牛产业牛产业

“山药哥”李海泉的振兴梦

从源头的种质
资源提升，到肉牛
分割地方标准制
定，再到末端的屠
宰加工增效，围绕
实现河南肉牛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白跃宇一直在
前进的路上。

“

3月24日，民权县人和镇高集村返乡青年杨猛（左二）在向新员工传授
粘钻技术。今年34岁的杨猛，2017年返乡创办了天成工艺品加工坊，生产
的手链、耳坠、项链等饰品全部用于出口，带动周边群众400余人从事饰品
加工。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李哲 摄

3月27日，宁陵县第五届明制汉服集体婚礼在石桥镇万亩梨园举行，12对新人喜结良缘。近年来，宁陵县以“移风易俗新时尚、
文明宁陵正能量”主题活动为载体，狠刹大操大办歪风，倡导向上向善民风，涵养文明和谐乡风。 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吕忠箱 摄

“

白跃宇 1968年生，河南

邓州人。省科技创新团队肉牛

遗传育种第一学术带头人，长

期致力于草食动物遗传育种和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的基础理论

研究与应用技术研发，培育出

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专用肉牛新品种——夏南

牛、第一个地方黄牛品系——

南阳牛肉用新品系。作为第一

完成人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1项、河南省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4项、省部级

二等奖2项。2021年，荣获河

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个人简介

白跃宇在采集肉牛血液样品，为育种收集基础生物材料 薄东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