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张海军

听说今年以来，全国优质香菇伏

牛山集群核心区卢氏县香菇产量高、村民乐陶

陶，6月17日，记者来到卢氏县杜关、东明等乡

镇探访，实地查看这儿的香菇生产情况。

村头垒起大锅台村头垒起大锅台

天气预报当天卢氏县有中雨，最高温度

18℃。上午一早，记者就赶往卢氏县杜关镇民

湾村，沿着杜荆河逆流而上，白色的浓雾把山顶

裹得严严实实，溪流清澈，山林青翠，山路静寂。

刚到民湾村村头，“创建中国绿色食品原

料（香菇）基地”大牌子下的广场边，就看到两

个大锅台正燃着熊熊的灶火。厨师杨当玲、任

东梅正忙着准备香菇基地 300多名工人的午

饭。大锅馒头蒸熟出锅，需要个子高、力气大

的男人来揭笼盖，基地副主任王飞飞和一名男

工合力高高抬起笼盖，顿时热气升腾，雪白的

馒头麦香浓郁。

“基地共有 218个香菇大棚，上架 273.18

万个香菇棒。”王飞飞介绍说，“技术管理人员

有 30多人，还有采菇女工二百六七十人。就

这，人手还是不够，每天需发班车到文峪等周

边乡镇接人来采摘香菇。香菇出得太好，需要

加班加点，所有人员全部免费就餐。”

记者随机走进A区44号香菇大棚，大棚里

充满欢声笑语。这个大棚今年都是由孙雪梅、王

兰兰负责采菇，两人都住在杜关镇。“最近三四

年，我们天天来这当采菇工，一个月能挣两三千

元。要是晚上加个班，收入三千多元没问题。”孙

雪梅说，“你看这香菇长得多好，一个棒上长有

100多个香菇，说是采摘，其实是捋香菇。”

“可不是，就像捋洋槐花一样。”王兰兰笑

着说，“很多街坊邻居都在这儿干，集体吃大锅

饭，可热闹啦！”

王飞飞说，基地种的香菇品种德海6号、10

号和1号十分高产，一天产量在2万公斤左右。

乡村生产搞竞赛乡村生产搞竞赛

记者来到C区3号棚，这个大棚有一两亩大，上架香菇菌

棒 5.38万个。50岁的王艳艳、39岁的马丽静、35岁的杜园

园、51岁的何竹红4个女工正在比赛。棚内共有56架香菇，

每架980棒，她们每人一架，看谁采摘得又快又好。原来，劳

动也可以如此愉快。

临近午饭，基地冷库旁，一辆冷链物流车正在转运香菇，

10多个人忙着卸车。见记者拍照，一名员工说：“把李国辉拍

上，他是领导，还带头干。”李国辉是基地所属的卢氏县林海

兴华公司技术部主任，他说，今年香菇丰产，公司分布在15

个乡镇的31个基地分5个片区搞生产竞赛，比产量多、比质

量高、比周期短、比费用低。他联系的9个生产基地和去年

相比，增产都接近50%。“每月每超产1万公斤，基地主任奖

励100元。”李国辉说，“香菇产量高，菇农、工人的收入都高，

大家越干越高兴，越干越有劲儿。”

下午，记者专门赶往不属于李国辉联系的东明镇后河村

香菇生产基地，这个基地前一天在该公司生产竞赛中排名第

五。该基地上架香菇菌棒91.4万个，香菇单产排名靠前。基

地主任李向阳笑逐颜开：“关键是严格落实技术措施，我们加

班喷水，严格调控温度、湿度，及时上架、注水，加快生产周

期。下周，我们基地还要有产量高峰，排名还要提升。”

一天能挣500块钱

在三淅高速卢氏站下站后，通往沙河乡公路边上一个大

型香菇生产基地，100多个香菇大棚临河排开。记者临时停车

走进一个大棚，这个大棚养菌期满，今年31岁的常亚伟正在给

菌棒注水。记者看到，橡胶水管接有7个注水铁管喷头，每架

香菇刚好有7层，7个注水铁管依次插进香菇菌棒，拔掉、插

入，循环往复，身着防水衣的常亚伟操作起来十分娴熟。

“一个棚有1万个菌棒，注水一个棒工资5分钱，我一天

注水一个棚。”常亚伟说，“一个月干上20多天，一天能挣500

块钱。”说话期间，常亚伟把注过水的菌棒上称称重，“出过菇

的菌棒在1.9~2斤，注水后菌棒要达到 2.8斤到 3.2斤，注的

水要长成香菇呢！”

当记者夸他工资高时，常亚伟说，卢氏到处是香菇棚，有

8万多座，只要想干，到处都能挣钱，女的能采菇，男的能去生

产菌棒、当搬运工，工资还不低；他老家在潘河乡岗头岭村，

已在县城买了房。

当天晚上，记者电话和卢氏县香菇产业链“链主”企业林

海兴华公司董事长叶传林取得了联系。叶传林说，卢氏香菇

近几年来实现了四季出菇、天天上市，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

产量也越来越大，月月都是生产旺季，天天都是丰收季，让菇

农幸福劳动、美好生活正是企业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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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庄村位于长葛市东侧，紧邻双洎河，与尉氏县交

界。

马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相民说，马庄村应该算是个富

裕村吧！历史上村里有过三大产业，最早是做木杆秤，当

地叫“星秤”；之后是做电业上绝缘瓷瓶等系列电料；再后

来就兴起了与印刷业相关的PS版，就是一边从印刷厂收

购用过的PS版，一边生产新的PS版，现在村里还有九家

这样的企业。

“不过村里谁也没有想到，王亚科的诊室会做成村里

的‘第四大产业’！除了许昌周边的病号，吉林、辽宁、陕

西等省的人都慕名找他看病，差不多过几天，村民都会在

村里的停车场看到从没见过的小车牌照！”王相民说。

王亚科虽然没有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但全国很多地

方的人都知道河南有个马庄诊室，诊室里有个大学毕业

生，是个很有本事的乡村医生。

马庄，我的乡村大学
□本报记者 康巍 文/图

王亚科弟兄两个，弟弟在外做生意，一大家子总

共十一口人，没分家。

王亚科的母亲韩雪拿出自己的手机说，前几天

俩孩子分别给她手机上转了5000块钱，说是过啥母

亲节哩，她收下了；俩儿媳妇各自又转了2000块钱，

也是说过母亲节呢！这个钱她没收！

“我要钱弄啥哩！看着孩子媳妇有成色、孝顺，

我都可高兴了！”韩雪说。

韩雪又说，看着王亚科天天忙成这，她都想流

泪！天天坐着，腰都坐出病了，有时她劝王亚科歇

歇，王亚科总是说：“人家大老远跑来看病，不及时给

人家看，对不起人也对不起良心。”

韩雪在家照看着孙女，还养了鸡、鹅，看病的事

她搭不上手，每天就想法给孩子、儿媳做好吃的。

王亚科诊室的门诊量很好统计，查查微信收款

纪录就有了。

6月19日，最早一笔收款是60元，收款时间是7

时18分，最后一笔收款是21时31分，款额10元。

全天供收款15724元，总共348笔，最大的一笔

是武汉患者，一个月的药量213元，超过100元的有

六笔，多是在诊室治疗多天，正好在当日结账的；低

于10元的有20多笔。

当日患者人均购药花费是44元，平均是十天的

药量。

奇怪的是，20日凌晨 3时 39分，王亚科微信收

到了一笔15块钱。

“唉，没法！我正睡呢，电话响了，村里一乡亲肚

子疼，我赶紧去诊室给他打针、取药，钱不钱的不重

要，把我瞌睡吓跑了，我难受啊！”王亚科说。

去年疫情刚解封的时候，诊室很忙，每天都要忙

到晚上十一点。

有一天，王亚科和爱人本来准备下班后去长葛

好好洗个澡，结果一下班，谁都不想去开自己的宝马

车了，王亚科说：“算了，不洗澡了，回家睡觉吧！”

王亚科的微信好友多是患者，有 5000多个，他

交代所有的微信好友有什么事都打字说，不能用语

音，他实在没时间听语音。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 5000 个好友 2021 年

“7·20”特大暴雨灾害马庄遭灾的时候，让王亚科着

实感动了一次。

“我们村边的双洎河漫堤了，当时村干部有事没

在村里，作为一名党员，是我找来大卡车把全村人全

部撤离的。”村干部赶回村后，想让王亚科留在村子

里，他说：“可不敢，全村人都在外边，万一谁有个突

发病，咋办？”

随后，王亚科在他的朋友圈里发了马庄遭灾的

图片和视频，很快病友就开始组织支援，前前后后，

马庄接收的救援物资和食品总共有20卡车。

其中最先到达的是临颍县病友组织的救灾物

资：两车矿泉水、一车方便面。

“人都是有良心的，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不会对

你赖！”王亚科说。

即便像马庄这样富裕村，还是有困难户的。

76岁的裴秀英一家四口人，三人残疾，孙子正在

读高中。

“亚科好得很啊，我家人啥时候去看病取药，从

来没有要过钱！不要钱不说，每年春节，亚科都来给

我送钱，一次200块钱，给我十年都不止了！”裴秀英

说。

王亚科也很感谢裴秀英，她家院子里有棵杏树，

杏一熟，裴秀英摘下的第一兜杏子一定是送往诊室

的。

马庄有 9户脱贫户，其中一户还到镇上告过王

亚科。

“全村都知道脱贫户来看病取药我是不要钱

的，有个脱贫户来诊室要一瓶甘草片，后来才知道

他逞能，是给他邻居要的，按规定我只能给他 30

片，结果他告我说我没有按他的要求给他一整瓶

100片。”

甘草片中含有麻醉成分，容易依赖成瘾，这种药

是有数量限制、要实名购买。

王亚科说，上边来调查这事，他坚持认为，即便

脱贫户也不能要啥给啥，得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

病需要这种药。

理永远是直的，王亚科的坚持，获得了上级调查

部门的认可。

新冠疫情这几年，把王亚科倒腾得不轻。

“病号来诊室看病，动不动我就成了‘密接’，刚

刚隔离结束，没几天又要隔离了，真是闹得没一点脾

气！”王亚科说。

2022年，诊室总共有三个月停诊。

马庄诊室除了义务保洁员和王亚科夫妻二人

外，还有三个工作人员，都是卫校毕业的，也都是附

近村子里的。

1990年出生的岳晓杰已经在马庄诊室做了十

年的护理。

“我们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为了保证诊室长

时间应诊，我们三个人换班干。”岳晓杰说，去年诊

室停诊了三个月，年底发工资的时候，王医生还是

照工作了一年 12个月转的工资，总共给她转了 4.2

万块钱。

岳晓杰等三个人给王亚科说，少给两个月工资

吧，有仨月没上班呢！王亚科说：不行，一定要发全

年的。

岳晓杰翻出微信转账纪录：2023年 1月 13日，

王亚科给她转了4.2万元。

王亚科看病有自己的方法。

“鄢陵县有个小孩，一直咳嗽，家长带着孩子郑

州、北京看了好多大医院，就是没有明显的治疗效

果。”王亚科说。

后来孩子的家长给他打电话，问他能不能治好

孩子的咳嗽，王亚科说：“没见病号，神医也不敢打包

票。”

后来，这个家长把孩子带到了马庄诊室，王亚科

根据孩子家庭日常饮食、生活习惯以及当地气候和

脉象表现，判断这个孩子的咳嗽是由于消化系统不

良招致的。

病根找准了，下药就简单了：维生素B6、B1加上

乳酸菌素片，就这样司空见惯的三种药，加上“改变

饮食习惯”的“医嘱”，彻底治好了孩子的咳嗽病。

紫癜是一种较罕见的病。

东北有个紫癜患者，坐高铁到河南找王亚科治

病，车费花去了上千块钱，而他带回去治病的药仅仅

60元。

一般医生看病是“一病一方”，王亚科则是“一人

一方”。

王亚科回乡当乡村医生，是有缘由的。

他九岁那年，他的母亲韩雪得了脑囊虫病，父亲王松

岭为了治好母亲的病，跑了好多地方、找过好多医院、花

了不少钱。

“给母亲治病这个事，差点让我辍学，也真让我知道

了农民看病的艰辛！”王亚科说，他初中毕业报考了长葛

卫校，毕业后本来可以去长葛中医院就业的，但他还是选

择回到老家马庄村当上了一名村医。

父母也没有阻拦他，说,有手艺了，回来当个村医也

行，起码能让咱村这两千口子乡亲们看病方便、花钱少一

点！

王松岭今年67岁了，多年来一直是马庄诊室的“保洁

员”，并且是不领工资的“义工”，像每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

一样，他觉得能帮助儿子做点事，不领工资也满心欢喜。

王亚科的诊室做成了村里的“第四大
产业”

“给母亲治病这个事，差点让我辍学，
也真让我知道了农民看病的艰辛”

自2020年年底开始，她的一个客户单月邮寄量60余件，

到2022年年底邮寄量已经达260余件，至今每天仍有很多普

包要寄。这是滑县瓦岗寨邮政所营业员王晓荣通过精心服务

后，一个客户为企业带来的效益。

2020年 5月中旬，客户第一次来到该所，问营业员王晓

荣能否往新疆发货，王晓荣根据经验分析客户的亲朋在那里

经商或者是电商客户，就很热情地说：“邮政全国各地都能送

到。”当年11月，这位客户拿着一个汽车扶手箱过来，他权衡

多家快递公司后，来到瓦岗寨邮政所寄件。王晓荣把客户领

到接待室，倒上一杯热水，将邮政特快、快包、普通包裹等业

务的优势给客户清晰地讲了一番，为了能节约邮寄成本，还

叮嘱客户把物品尽量用规则的小包装来包。客户被王晓荣

的热情所打动，当即邮寄，表示要做邮政的长期邮寄客户，就

这样，王晓荣用真诚的服务打动了客户，实现了双赢。

每天到收寄时间，王晓荣提前跟客户沟通，并教会客户

在公众号里下单，捋顺收寄流程，提高了收寄效率，对此，该

客户十分认可。随着客户发货数量的增多，王晓荣的服务也

不断升级，每次客户发寄完毕，王晓荣都会再次核对收件人

信息，核对完之后信息发给客户，确定没问题后进行封发，几

年来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

王晓荣常说：“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客户才是你

的朋友。”简单的一句话，折射出了邮政职工践行“人民邮政为

人民”服务宗旨的决心。 （田陆峰）

滑县瓦岗寨邮政职工王晓荣

心系客户 精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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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医生看病是“一病一方”，王亚科则是“一人一方”44

岳晓杰说，去年诊室停诊了三个月，年底发工资还是照12个月发了4.2万块钱55
王亚科十年前买了一辆宝马轿车。

6月21日中午，他低头看了一下里程表，说：“到

这会儿，我的车总共跑了103520公里了！”

王亚科1983年生，他从长葛卫校毕业后回到了

老家长葛市董村镇马庄村当上了乡村医生，之后他

到河南中医药大学读了本科，毕业后依旧选择留在

马庄继续当乡村医生。

整整十八年了，他在马庄扎了根，凭借他的人

品、口碑和精湛的医术，还有点“封神”的意思。

但他的这辆宝马车从来没有出过河南地界。

“说出来让人笑话，省内我去过不少地方，唯一

一次出省，就是坐高铁去了一趟广东！”王亚科笑了

笑说，去广东路过湖北、湖南，算是游过三个省吧！

为什么？

忙！

忙到什么程度？

每周七天，最近几年实在受不住了，才宣布在周

六下午停诊半天！每年365天，只有春节一天停诊，

只在这一天和父母、兄弟、儿子吃一顿团圆饭！每天

24小时，他一般早上七点开门应诊，晚上九点也不一

定能关门回家，一天工作15个小时。

“每天看到坐在小凳子上排队看病的人，我坐下

就起不来了，最多是去厕所的间隙，出去走几步、吸

根烟！”王亚科说。

他每天都要看400来个病号，最多的一天看过

1200个病号。

王亚科现象证实：大学生到农村去就业、创业，

是有事干、能成事、受欢迎、被信赖的。

11

母女俩都感冒了，王亚科给她娘俩分
别开了三天的药，总价是25块钱

22

33

“亚科好得很啊，我家人啥时候去看病取药，从来没有要过钱！”66

马庄遭灾的时候，5000个微信好友让王亚科着实感动了一次77

6月19日，患者人均购药平均花费是44元，平均是十天的药量88

“人家大老远跑来看病，不及时给人家看，对不起人也对不起良心”99

王相民说，他当支书这么多年，就没有和王亚科吃过一顿囫囵饭1010
王亚科有个外号叫“王三块”。

这个绰号是村里人给起的：看一次病花三块

钱。王亚科说，2016年之后，药价涨了，顾不住了，

涨到了八块钱；疫情结束后，又不行了，现在大概看

一次病需要15元。

除了看病，王亚科还有个唱豫剧的爱好。

2016年，他去河南电视台梨园春唱戏打擂，得

了月度奖；2022 年，他再次去打擂，唱的是《清风

亭》，进入了年度总决赛。

“进入年度总决赛，保底有三万块钱奖金呢！”王

亚科说，但是他没有去挣这三万块钱。为什么？参

加总决赛需要整整一周时间。

他根本不敢一周不在诊室，他知道患者的需要

比自己挣这三万块钱更关紧、也更有价值。

王相民说，他当支书这么多年，就没有和王亚科

吃过一顿囫囵饭！

王亚科说：“这个真没有！”

有一天，王亚科几个同学来马庄诊室看望他，

同学们下午四点到的，他本来要请同学们吃个饭、

喝个酒，结果到了晚上八点，患者还在排队，他根

本起不了身，只能很遗憾地给同学们说：“咱再约

吧！”

少跑腿、看好病、少花钱，王亚科这个学有所成

的年轻人在他自己钟情的“乡村大学”里，用自己的

人生十八个年头，走出了一条用知识服务乡村、用能

力服务社会、用人品树立形象的金光大道。

知识大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年轻人，学成回村吧，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6月 20日中午，周口市商水县的王红霞开车带着他

80岁的父亲王化如来找王亚科看病，王化如心脏出了问

题，这是他第四次来马庄诊室。

王红霞说：“原来领着父亲去过几个大医院，效果一

般，后来有人介绍让我们来找王医生，结果王医生开的药

简单、不贵还有效；前几天父亲的药吃完了，催着让我们

拉他来让王医生号脉、调药呢！”

当天开的药多少钱？

150元！而这 150块钱开的药每天吃两次，是两个

月的用量！

王红霞说：“这种低价格很多人想都不敢想，我开车

过来的高速过路费和汽油钱都比这个药费多许多！”

本村有母女俩都感冒了，王亚科给她娘俩分别开了

三天的药，总价是25块钱。

王亚科为乡亲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