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5月 16日，在鲁山县磙子营乡杨

北村，一处占地面积约 6亩的田地上

平整了 5米宽的土垄，上边铺设有浇

水管道，两边开挖深0.4米的排水沟。

“这种5米宽的土垄，业内行话叫

作‘蚯蚓床’，因为蚯蚓既怕水淹又怕

干旱，所以养蚯蚓的地方既要排水顺

畅，又要能够随时补充水分。”要在这

处田地上养殖蚯蚓的杨北村党支部书

记王延伟说。

蚯蚓又叫地龙，是我国重要的中

药材之一。王延伟介绍说，他有个同

学，在外地开办了一个蚯蚓晾晒烘干

厂，把鲜蚯蚓自然风干或烘干后，卖给

安徽省亳州市一家中药材收购商，生

意做得很是红火。

“这几年，中药材市场行情不错，

特别是蚯蚓的价格一路上扬，国家又

明文禁止在农田里捕捉蚯蚓，所以市

场缺口很大，同学就劝我养殖蚯蚓，并

答应以不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包销。”王

延伟说。

去年秋收后，王延伟流转了这处

田地，入冬后开始在地里起垄挖沟。

今年春节过后，他从湖北省孝感市购

入 3000斤蚯蚓种苗。“这个蚯蚓品种

和咱们当地的品种比起来，皮更厚、产

量更高，抗病能力也更强，农历二月开

始养殖，到八月就能收获，每亩产量在

2000斤左右，按现在的市场行情，毛

收入不下2万元。”王延伟说。

王延伟养殖蚯蚓的技术，一部分

是从朋友那里学到的，另一部分是从

网上学了后自己实践的。他介绍说，

养蚯蚓的田地不能打农药，但要想办

法消除田地里的害虫和化肥残留；蚯

蚓一般白天待在地下，晚上才钻出地

面觅食；经过晒干、发酵的牛粪，最适

合喂养蚯蚓，每亩大概需要14吨的牛

粪。

“目前，在王延伟带动下，杨北村

和杨南村已有群众开始养殖蚯蚓了，

总面积有15亩。另外，磙子营乡林地

面积不小，下一步要鼓励群众林下养

殖蚯蚓，增加收入。”磙子营乡乡长华

润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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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尉氏县邢庄乡尚村村民在村口杏园采摘杏子。小满时节，尉氏县的杏子进入成熟期，金黄的杏子
挂满枝头。近年来，尉氏县积极引导村民发展庭院经济，种植樱桃、杏子、葡萄等经济林木，打造精品田园和美丽庭
院，既增加了家庭收入，又美化了人居环境。 李新义摄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晓磊 白东亮

老夫妻是从事十多年养殖业的

“老羊倌”，小夫妻是从事市场营销多

年而后进入养殖业的“大学生羊倌”，

两代人在养殖理念上有什么不同？

5月 12日，记者在舞钢市尹集镇

张庄社区采访时了解到，“大学生羊

倌”袁昌杰、赵淑芳夫妇靠营销思维

养殖、销售种羊，颠覆了“老羊倌”赵

富钢、王桂仙夫妇的传统养殖模式，

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

今年 35 岁的袁昌杰是周口人，

33岁的赵淑芳是舞钢人，两人在大学

期间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毕业后，

在郑州从事市场营销工作，2016年结

了婚、买了房。

同为 57 岁的赵富钢、王桂仙夫

妻，是赵淑芳的父母。老夫妻从事养

殖业十多年，是当地有名的致富能

手，他们的养羊场每年创收四五十万

元。

看到年近花甲的父母，每天辛苦

地准备草料、放羊喂羊、清理羊粪。

2020年9月，袁昌杰、赵淑芳夫妻俩决

定留在父母身边，帮父母养羊卖羊。

小夫妻用自己的学识和理念，改

变了父母的传统养殖方式：

为了免费收集花生秧，他们花 3

万多元购买了花生摘果机，免费为农

户收获花生；为了方便装卸草料、清理

羊圈、出售羊粪，他们花6万元购买了

装卸铲车，同时还购买了青贮粉碎机、

搅拌机，并投资 7万元扩建了羊舍。

自此，养羊场的养殖工序，由原来的全

部人工操作，变成了大部分工序机械

化操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为了增加养殖效益，小夫妻决定

不养肉羊，改养种羊，购买波尔山羊

母本种羊 80 只、湖羊母本种羊 150

只，与父母原先喂养的肉羊实行“同

场分养”。在销售环节，小夫妻利用

直播平台，向全国销售适龄商品种

羊。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两年的

精心养殖，到2022年年底，小夫妻卖

出湖羊种羊300多只、波尔山羊种羊

200多只，纯收入70多万元。

“通过直播平台，大部分种羊都

卖到了驻马店、南阳、郑州等地，最远

的卖到了重庆，一次就拉走了100多

只。”赵淑芳说。

从都市白领到“大学生羊倌”，袁

昌杰、赵淑芳追求别样人生，有苦有

甜。“现在，种羊的养殖规模已达千

只，我们计划两年内将养殖区扩大一

倍，争取把种羊养殖规模扩大到2000

只，实现年出栏种羊千只以上。”袁昌

杰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马雨蒙

5月10日，蓝天白云下，汝州市蟒

川镇孙岭村一处养蜂基地内，一排排

蜂箱整齐摆放在树林下，蜜蜂围绕着

蜂箱“嗡嗡嗡”地飞舞，养蜂人闫文佩

正忙着检查蜂箱。

“文佩，再来 20斤蜂王浆！”收到

一条来自外地顾客的信息，闫文佩脸

上洋溢着笑容。

今年35岁的闫文佩，是蟒川镇戴

湾村的一个养蜂大户。他的父亲曾经

养蜂多年，所以他从小就对蜜蜂有一

种亲切感。大学毕业后，他也曾到外

地闯荡，但是兜兜转转，还是回乡干起

了父亲的老本行。

“2017年，我开始养蜂，刚开始是

父亲手把手教我，把技术传给了我。

这些年，我自己也摸索出了一些养蜂

的小窍门。”闫文佩说。

为了养好蜜蜂，闫文佩一刻也不

敢放松。他阅读了大量养蜂书籍，定

期检查蜂箱、蜜蜂。到了酿蜜的时节，

他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一干就是

几天，却甘之如饴。

“蟒川镇生态环境好，花的品种

多，基地对面就是蟒川镇打造的花海，

花期长、花蜜多。”闫文佩说，由于养殖

过程全生态、蜂蜜质量较高，他的蜂蜜

远近闻名、供不应求。

这两年，看到养蜂收益不错，越来

越多的当地农民加入养蜂队伍。闫文

佩不仅把自己摸索出来的养蜂秘诀，

分享给其他养蜂户，还免费送出大量

蜂王台，给不会人工育王的养蜂户使

用，带领大家共同增收致富。

“一般年景，一箱蜜蜂年产蜂产品

30公斤左右，含蜂蜜、蜂王浆、蜂蜡、

蜂花粉、蜂胶等，收益一千多元。要是

年景好，生产出来的蜂产品就更多

了！”闫文佩介绍说。

随着养蜂技术不断成熟，闫文佩

的“甜蜜事业”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了

“规模养蜂+大棚授粉+蜂蜜销售”的

发展模式。几年时间，闫文佩养殖的

蜜蜂，从最初的 40箱发展到 500箱，

年产销蜂产品 15吨，年收益 30万元

以上，带动周边100多户养蜂人致富。

“7月份，荆花就到盛花期了，那

时也是蜂蜜的丰产期。到那时，你们

来体验一下摇蜜，体验一下我这份‘甜

蜜事业’！”闫文佩看着蜂箱认真地说。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张丽娟

“马园村有个叶县女婿叫李进园，

不但自己养兔子挣了钱，还带动 1000

多户村民同奔富路。”5月16日，一见到

驻马店市驿城区古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俊领，他就给记者讲起了李进园的故

事。

今年 42岁的李进园，大学毕业后

进入昆山一家公司做工程师。结婚生

子后，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人，他于2008

年辞去高薪工作，决定回乡创业。和家

人商议后，李进园把家安在了妻子尹秀

芳的老家古城街道马园村。

“马园村离市区较近，加上地处平

原，比我在山区的老家更适合创业。”李

进园说。

“兔子繁殖能力强、饲养周期短、增

收见效快，兔肉高蛋白、低脂肪、少胆固

醇，符合人们对健康的要求。饲料也不

成问题，我们本地每年产出的大量秸秆

可加工成饲料。”查阅大量资料后，李进

园决定把‘宝’押在养兔子上。

2008年年底，李进园引进 300只

兔子，尝试着搞养殖。

让李进园没想到的是：“养兔子比

当工程师都难。看着种兔下了一窝窝

的幼崽怪喜欢人，可是养着养着就莫名

其妙地出现群体死亡。”

为了找到问题的症结，李进园北上

郑州、南下上海，找专家、寻良方，最后

得出结论：问题出在饲料上。

找到原因后，李进园开始琢磨自己

配制饲料。根据兔子喜欢吃草本植物

的特性，他将饲料中秸秆的占比提高，

同时改进秸秆加工设备的除尘技术。

经过不断改良饲料，2013年，李进

园发现食用自己配制的饲料，断奶仔兔

的成活率不断提高。

掌握饲料配制技术的李进园，在古

城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的帮助支持下，

养兔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他投入

资金100多万元，建成了一条自动化兔

饲料生产线，每天生产成品颗粒饲料

80吨以上。

“在脱贫攻坚中，李进园功不可

没。”李俊领说，“他通过提供种兔和技

术、包销成品兔的方法，带动贫困户养

兔致富，在他的帮扶下，10多名贫困户

人均增收2000多元，全都如期脱贫。”

采访当天，室外温度已达30多℃，

但是在降温水帘的控制下，李进园的养

兔大棚里却凉爽如春。上下两层的兔

舍内，一只只雪白的兔子或在闭目小憩

或在嬉戏玩耍，待产区内，一只只硕大

的母兔，安静地躺在产房内，等待着兔

宝宝的降临。

“我这四个大棚，年出栏4.7万只种

兔和 11 万只商品兔，纯利润近百万

元。”李进园说。

随着李进园在养兔行业的名气越

来越大，不少外地的养殖大户纷纷慕名

前来学习。

为了让更多人养兔致富，李进园通

过“种兔和技术入股+回收商品兔”的

模式，先后与尉氏县、西华县、社旗县、

息县、虞城县、正阳县、汝南县、泌阳县

及驻马店市驿城区等9个县区20多个

乡镇1000多个养殖户，联合成立了养

殖基地。李进园的公司，用于饲料生产

的秸秆每年就需要5700多吨，不但解

决了当地秸秆处理的难题，还使当地农

民通过卖秸秆每亩增收近300元。

“让更多农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抱团养兔，同奔富路，是我给自己定

的下一个目标。”李进园说。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董武威 马玉娟

5月 14日一大早，长葛市坡胡镇西

杨村的陈淑玲麻利地走向屋顶，打开养

殖房的门，只见一排排养殖笼里挤满了

鹌鹑，叽叽喳喳的叫声不绝于耳。

在这个仅 50平方米的养殖房里，

陈淑玲养了近 6000只鹌鹑，每天她都

要捡鹌鹑蛋、添饲料、清粪便。

陈淑玲的儿子杨孟超，患有脆骨

症，属于二级残疾。2016年，这个两口

之家被认定为贫困户。为了让陈淑玲

尽快脱贫，又考虑到她不适合外出打工

的情况，西杨村党支部和扶贫小组想到

了利用庭院养殖鹌鹑。多方考察后，他

们帮陈淑玲在自家屋顶上，搭建起了

50平方米的养殖房。刚开始时，资金、

技术和销售渠道，都成了陈淑玲养殖路

上的拦路虎。

“起步时候，真是特别难。没钱，买

不来鹌鹑苗。”陈淑玲说。

为了养好鹌鹑，陈淑玲省吃俭用，

并在村党支部和扶贫小组的帮助下贷

了款。养殖过程中，她勤于向同行、向

专家请教，认真学习养殖技术。就这

样，陈淑玲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仅用了

一年时间就脱了贫。

如今，陈淑玲养殖的鹌鹑，从最初的

2000只，发展到6000只，日产蛋35公

斤。产量多的时候，她就把鹌鹑蛋做成

变蛋，延长存放时间、增加销售种类，月

收入达3000多元。除零售外，陈淑玲还

往周边超市、乡村饭店送鹌鹑蛋。

为了扩大销量，陈淑玲跟着会修手

机、懂网络的儿子学起了拍视频，通过

网络推介销售鹌鹑蛋。这也给她平淡

的生活，增加了色彩。

养殖鹌鹑让陈淑玲的日子越过越

好，她的笑容也越来越甜。在她心里，

最重要的除了儿子，还有帮助她的村干

部和帮扶人员。她用自己的行动回报

他们——主动加入村里的巾帼志愿队，

帮助其他困难家庭。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儿子开个

手机修理店，让儿子成个家，俺娘俩齐

心协力，多挣点儿钱，把日子过得越来

越好。”陈淑玲说。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张华

田园果蔬香，林下鸡鸭肥，满塘鱼

儿游，游人观光忙……5月15日，正阳

县永兴镇赵庙村鑫源家庭农场里，景

色宜人，热闹非凡。“俺的农场，免费对

外开放，来观光的人越来越多，有点忙

不过来。”农场主人魏乃荣笑着说。

今年57岁的魏乃荣，早年卖过干

鲜、开过超市，凭着勤劳与智慧有了一

些积蓄。2018年，魏乃荣开始从事生

态观光农业。

在镇村干部的支持下，魏乃荣筹

资 80万元，流转土地 200余亩，按照

“种植+养殖+休闲观光”的发展模式，

创办了鑫源家庭农场。

“农场分为三个大块。一块是60

多亩的林果、花卉，里面放养了 1000

多只鸡、鸭、鸵鸟等；一块是 8个大池

塘，占地20余亩，主要养殖甲鱼、中华

鲟、草鱼等；另一块是 120亩的农田，

主要种植优质小麦、花生。”魏乃荣介

绍说。

在一个池塘边，游客们围在四周，

正欣赏着鱼儿嬉戏的场景。“这些都是

生态养殖的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

魏乃荣笑着说，为了让乡亲们吃上生

态养殖的鸡、鸭、鱼，2019年他开办了

“老魏餐饮大酒店”，还组织了10余名

餐饮人员常年开办“流动宴”，把农场

的生态农产品搬上了餐桌，每年创收

17万余元。

沿着农场里的花带，向南走 200

多米，便是连片种植的优质小麦，看上

去长势十分喜人。“去年，俺种的小麦

和花生，除去留的种子，还卖了 20多

万元，今年小麦又是丰收在望。”魏乃

荣说。

不卖肉羊卖种羊 从人工到机械化 开通直播拓销路

工程师返乡养兔
年出栏4.7万只种兔、11万只商品兔，纯利润近百万元

脱贫户陈淑玲
屋顶养鹌鹑
月入3000元

□于涛 文/图

5月19日中午，在息县东岳镇金泰

家庭农场，一排排梨树枝繁叶茂，形如

满月的果实套着纸袋，密密匝匝挂满枝

头，农场负责人黄明富套完一棵梨树的

最后一个果实，准备回家吃饭。

“人家都说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而我要说，我是‘第一个吃梨的

人’。”黄明富说。

黄明富家在东岳镇乌庙村，是典型

的平原地区，作物一年两季，一季小麦，

一季玉米。黄明富是当地第一个尝试

种植梨树的人。

2019年开始决定种梨后，49岁的

黄明富毅然放弃建筑工地承包工作，投

入 150多万元，流转土地 230余亩，走

上了转型之路。

黄明富说：“我时不时看些新闻，觉

得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正是一个机会，

就决定做点什么，考察到最后还是决定

种梨。”

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做第一

个意味着突破。站在梨园内，黄明富无

限感慨，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摸索，

从种到管再到收，每一步都进行改善，

才迎来了如今的枝繁叶茂。

“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品种问题，种

什么品种直接决定了后面的收益。现在

你看到的秋月梨，是后来才种的。”黄明

富说，“最开始的梨树品种，因为不符合

市场需求，就全部砍了，造成损失。”

与一般的梨不同，秋月梨长得更像

苹果，个头却比其他梨更大，一个通常

在400克以上。这种梨，外皮金黄，果

肉乳白色，形同满月，且成熟时间与中

秋节相近而得名秋月梨。

黄明富说：“与一般的梨相比，秋月

梨更为特殊的还是它的口感。肉质细

腻，果核小，可食率95%以上，甜度16，

与市面上大部分梨 71%的含水量相

比，它的汁水更为丰富，含水量达85%

以上。”

品种方面解决了，下一步要解决

的，就是在梨园管理上的问题。引进滴

灌技术、打造Y字形新树种植模式园，

黄明富种梨越来越有科技含量。

“使用滴灌后，可充分利用边际土

地，节地效益达5%；滴灌通过局部湿润

灌溉，田间土壤疏松，通透性良好，可减

少施肥、喷药、锄草等作业次数和劳动

力投入，节省人力物力。”黄明富说。

河南省梨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

团长、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

员杨健曾去过黄明富的梨园指导，看着

最新的“Y”字形种植模式，他说：“这种

模式管理起来特别省力，还能减少支

出，而且更安全，老黄在这方面已经是

专家了。”

管好，更要卖好，有销路才能做大

做强。“我以前没去过南方，后来第一次

出去找市场，慢慢找到出路，每年梨成

熟，他们派车就拉走了，让我没有后顾

之忧。”黄明富说。

如今，黄明富的梨园，每天都有上

百名村民来工作，用工高峰时达600余

名。每天一百多元的工钱，让村民在农

闲时节也能挣笔钱。

乌庙村党支部书记徐锋说：“老黄

干事情永远冲在一线，给了我们很多鼓

励，我们也将继续支持像老黄这样的

人，给他们服务好，帮他们解决问题，献

上一份我们的力量。”

现在，黄明富时不时会跑到全国各

地学习梨树的种植管理技术，在一次会

议上，听到了林下养鹅的内容，他决定

再做一次“第一个养鹅的人”。

“我已经联系好新蔡那边一个养鹅

的了，准备下午就去看看。”他说。

黄明富 做第一个“吃梨”的人 王延伟致富不走寻常路

流转土地“种”蚯蚓

袁昌杰夫妇营销“三变”

闫文佩返乡继承父业

“甜蜜事业”造福乡邻

魏乃荣打造特色生态产品产业链

田间种养直供餐桌

黄明富家在息县东岳镇乌庙
村，是典型的平原地区，一直种植
的是传统作物。他是当地第一个
尝试种植梨树的人。

黄明富说，人家都说我是“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我要说，我
是“第一个吃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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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林州市五龙镇西蒋村红薯苗繁育基地，农家妇女程美荣把刚刚采收的
“商薯19”幼苗递给丈夫牛爱增装车，黝黑的脸庞写满了喜悦。去年，夫妻二人承包了
20亩日光温棚，引进洛薯13、商薯19等红薯品种分别繁育。自4月初以来，已销售
400多万株，收入30万元。 毕兴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