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张群生

“陈叔叔，你的养殖场正处于投资

阶段，你欠着几十万元的贷款，还资助

俺上学，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好好报

答你。”8月14日，正阳县油坊店乡刚

考上大学的张倩倩，接过退役军人陈

毫毫送来的6000元学费，激动地流下

了眼泪。

17岁的张倩倩和患病的爷爷一

起靠低保金生活。今年参加高考，张

倩倩被郑州某学院录取，面对6000多

元的学费，祖孙俩一筹莫展，平时她

和爷爷依靠低保金仅能维持正常生

活。就在这时，油坊店乡陈寨村委干

部、正阳县最美退役军人陈毫毫得知

情况后，主动送来了学费，解了她的燃

眉之急。

今年 35岁的陈毫毫，2006年 12

月应征入伍，在部队服役6年，立过三

等功，先后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士官、

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2011年

11月，他转业回到家乡，毅然放弃安

排的工作，抱着学会一技之长、带动乡

亲致富的梦想到外地打拼。

陈毫毫不怕吃苦，敢拼敢闯，先

后在广州、长沙等地承包宾馆、安装

监控设备等。凭着聪明智慧和吃苦

精神，在外地奔波 9 年后，小有成

就的陈毫毫于 2020 年在战友的建

议下，决定回到家乡创业，搞山鸡

养殖。

勤劳能干、刻苦好学的陈毫毫，很

快掌握了山鸡孵化、养殖技术，并建起

了养殖场。由于当时正遇疫情，饲料

供应不上，山鸡销售困难，不到两年时

间，他赔进去20多万元。

暂时的失败丝毫没有动摇陈毫毫

做公益的决心，他发动身边退役军人

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爱心团队，先后

资助孤寡老人、困境儿童 50人（次），

供应4名大学生完成学业，还有3名在

读。

眼下，陈毫毫的山鸡养殖场生意

红火，刚孵化出壳的山鸡苗就供不应

求，订单不断。为扩大规模，他先后贷

款 70 万元，扩建了 300 平方米养殖

场地，并打算流转土地创建一个分场，

安排当地15人就业。

“我要把公益事业做到底，每年至

少拿出10万元以上救助困难群众，帮

助困难群众渡过难关。”陈毫毫说。

退役军人陈毫毫

把公益事业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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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新农人“玩转”阳荷姜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为峰 孔卉卉

“使用这种新型植保无人机，效率

是人力的几十倍，成本只有人力的十分

之一，除草、打药、施肥……一袋烟的工

夫就完成了，方便着呢！”8月 10日，在

台前县黄河滩区广袤的田野上，沿河农

机合作社社员姬长伟遥控着新型植保

无人机高兴地说。

姬长伟遥控的新型植保无人机，

是沿河农机合作社刚从台前县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金园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购

买的。

“我们围绕客户需求，与多所知名

院校合作，研发出了新型植保无人机，

不仅功能多、载重量大，而且飞行时间

长，年产量1000台。目前已进入批量

生产阶段，慕名而来考察、订货的各地

客商络绎不绝，首批下线的 100 台新

型植保无人机已被抢购一空。”站在全

自动化新型植保无人机生产线前，金

园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方业信介

绍说。

方业信曾是台前县农机修造厂的

一名技术工人。凭着对农业机械的兴

趣爱好，方业信这个“土专家”在台前县

农机修造厂破产后，在县城的背街小巷

租赁了两间门面房，依靠一台电焊机、

两台车床，设计加工小型播种机、中型

播种机，由于使用了真材实料，加上设

计合理，产品供不应求。

随着技术不断精进，方业信的客户

越来越多、产品订单不断，仅靠两间门

面房进行生产加工，远远满足不了客户

需求。同时，20多年的农机加工生涯，

也让他积累了不少资金。

2010年，方业信创办的金园农业

机械有限公司，第一批入驻台前县产业

集聚区（即后来的“台前县先进制造业

开发区”）。

生产规模扩大了，产品质量更加

过硬、设计更加合理，大客户纷纷找上

门谈业务、签合同。金园农业机械有

限公司及时收购了山东阳谷、郓城等

周边县的 16家小公司，并与江苏、山

东、河北等地的农机生产厂家建立了

长期合作关系，规模进一步扩大，总资

产突破亿元，产品扩展到八大系列、36

个种类。

企业发展，科技、人才是支撑。为

提升产品品质，方业信引进先进的喷

塑、组装生产流水线和抛丸喷砂外处理

工艺，购进一批国内先进的数控剪板、

激光切割和机器人焊接等高端设备，实

现了从人工操作到“电子+数控”全自

动生产模式的转变。在人才方面，方业

信从河南理工大学引入研发人员，从农

机合作社引入“土专家”，不断提升技术

含量、提升工艺水平，如今他的公司共

有 60多名员工，其中专技人员占半数

以上，人均年薪10万余元。

凭借先进的研发技术，金园农业机

械有限公司先后获得玉米播种机、大蒜

播种机等 11项国家新型实用专利，以

及旋转播种装置、自动检测施肥多功能

装置、农业播种机悬挂装置等3项发明

专利。公司生产的3个产品系列12个

种类进入国家农业机械支持推广补贴

目录，年生产销售各种农业机械 5万

台。公司也因此被评为全国科技创新

企业、河南省“专精特新”企业。

“企业有发展前景、有亲和力，为我

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在这里工作

很有归属感。”从河南理工大学电气自

动化专业毕业后，一直在金园农业机械

有限公司工作的研发小组组长方宁，经

常为公司出谋划策，对公司的今后发展

信心满满，“一是根据客户的反馈和需

求，结合当地实际，不断研发新产品；二

是把物联网运用到新型农机上，全面提

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三是做强做优售后

服务网点，让‘台前造’新型农机走出国

门、进军国际市场。”

8月8日，清丰县纸房乡岳庄村养殖户王晓芳正在装箱“七彩山鸡”鸡蛋。王晓芳
是名“90后”，她依靠惠农政策，在林下生态养殖“七彩山鸡”近1000只，成为远近闻
名的“七彩山鸡”养殖户。她养殖的“七彩山鸡”，一只能卖75元，一枚鸡蛋能卖1.5
元，每年收入20万元左右。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世冰 纪全举 摄

□王都君 刘政云 郭晓婧

“多亏了牛书记，帮村里建起了冷

藏库，让我们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

收，每天能挣100块钱呢。”8月1日，在

林州市五龙镇栗家洼村冷库前，村民宋

姣云忙着和大家伙儿一起，将一袋袋蔬

菜称重分装后送入冷藏库储存。

宋姣云口中的牛书记，是栗家洼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爱增。

2019年，35岁的牛爱增成了栗家

洼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五年来，他带

领村民修路、种植林果、建成冷藏库

和育苗基地，让村里群众人均每年增

收 5000 元，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产业

书记”。

栗家洼村有 5 个村民小组，人口

1048人，耕地856亩，林地4350亩，主

要种植粮食和林果，基础设施薄弱。

望着村里的泥泞小路，牛爱增有了

想法：要想富先修路，修路是带领村民

致富的第一步。2019年 6月，牛爱增

在村里的党员大会上提出了修路的想

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2019 年 8月，牛爱增在五龙镇党

委、镇政府的支持下，争取上级资金38

万元，两个月后修通了栗家洼村直通省

道227的村级道路，使村民们告别了出

行难。

路修好了，爱琢磨事儿的牛爱增又

动起了脑子。

栗家洼村是一个典型的浅山丘陵

村，适合发展林果产业，但村里果树种

植种类多且面积小，没有形成产业规

模，村民收入一直不高。牛爱增想，要

想让村民致富，就必须谋划产业发展。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前，牛爱增在陕

西省周至县做建筑工程，其间他了解

到，周至县以种植猕猴桃为主，且收益

较好。牛爱增多方咨询后得知，周至县

的气候条件与栗家洼村十分相似，于是

决定在栗家洼村种植耐旱性强、病虫害

少、易于管理的猕猴桃。

2020年，牛爱增与村“两委”在本

村流转土地 20 余亩，争取上级资金

23万元，个人投资 35万元，在栗家洼

村西北部种植猕猴桃。由于种植猕

猴桃投入大、见效慢，牛爱增在猕猴

桃枝藤下套种了金银花和红薯。今年，

猕猴桃初次挂果，金银花和红薯也有了

稳定收入。

当前，栗家洼村共发展林果种植

180亩，主要品种有李子、杏、苹果、猕

猴桃，其中李子年产量50万余斤，杏年

产量 10 万余斤，苹果年产量 15 万余

斤，猕猴桃初次挂果，年产量预计 2万

余斤。林果种植安置了 36 人灵活就

业，让群众有了一份“家门口”的工作。

林果生产出来，还要能贮存、卖得

出。为解决果蔬贮存、销售等问题，

2020年 5月，牛爱增召开村民大会，与

村“两委”干部和党员群众共同探索“冷

藏+销售”一体化发展模式。

在五龙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

下，栗家洼村向上级争取到 183 万元

的投资，栗家洼村合作社投入 118 万

元，修建了占地 2000 余平方米、仓储

能力 400 吨的农产品冷藏库。目前，

冷藏库项目已带动五龙镇 432 户脱

贫户增收。

今年2月，牛爱增在五龙镇西蒋村

建了一个育苗基地，占地20亩，培育红

薯苗、番茄苗和草莓苗。基地常年用工

26人，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赚。

“下一步，我们准备成立合作社，为

农户提供种苗、技术、管理、定价、销售、

深加工等‘六统一’服务，带动产业增

效、村民增收，奋力谱写栗家洼村发展

的新篇章。”说起未来打算，牛爱增信心

十足。

□尹小剑 李振阳 蒋仑 王丽君

“再过一星期，我们的阳荷姜就可

以采摘了。”8月 10日，在新县周河乡

阳荷姜产业园，负责人匡建新正忙着

查看阳荷姜的长势。

阳荷姜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含有

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和丰富的纤维素，

可入药，也可用于做菜。

“很多人喜欢吃阳荷姜，但很少人

去大规模种植，我觉得市场很大，所以

决定种植。”发现商机后，2020 年 5

月，匡建新在周河乡流转1500亩土地

种植阳荷姜，次年就获得了丰收。同

时，他还注册了“红源地”商标，以阳荷

姜为原料生产下饭菜，产品畅销长沙、

郑州等地，受到消费者欢迎。

“要想做大做强，必须开拓创新，

建立自己的生产线。”阳荷姜的畅销，

让匡建新信心倍增。

说干就干。去年年底，匡建新投

资 1200万元在周河乡集镇区规划建

设了阳荷姜产业园，同时尝试种植阳

荷笋。今年年初，匡建新就一边忙着

选址、测量、建厂房，一边组织工人搭

棚、覆膜、种植阳荷笋。

今年 4月，匡建新种植的 120亩

阳荷笋刚一上市，就被湖北武汉的商

家订购了；7月，阳荷姜产业园完工，

生产线总装完成，进入调试阶段……

“生产线建成后，阳荷姜清洗、风

干、制作将实现一体化，产品包括下饭

菜、茶饮、保健食品等。”匡建新兴奋地

说，“我们这儿现在算得上是全省最大

的阳荷姜种植加工基地了。”

小小阳荷姜，致富大产业。阳荷

姜产业园依托“农场+工厂”的发展模

式，可年产阳荷姜系列产品 900万瓶

（袋），实现年销售额3000万元，提供

固定工作岗位30余个，每年为村集体

经济带来30万元的收入，带动137户

农户致富增收，实现了农户、村集体和

企业多方受益。

“前一阵儿，信阳市乡村振兴示范

区观摩团到我们园区观摩，给我们提

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相信在好

政策的支持下，我们的产业一定会越

做越强。”匡建新信心满满。

“产业书记”带富记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乔连军

“今天来考察的是云南的老客户，

他们这次购买了15万元的蔬菜种子。”

8月9日，立秋刚过，在商水县大武乡许

尧村农业科技示范园，河南优美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运星接待了又一

拨客商。

王运星今年 45岁，是大武乡王金

楼村人。从小他就勤学好问，梦想着长

大当一名农业科学家。

为实现梦想，王运星努力学习，考

上了河南科技大学。大学毕业后，王

运星进入郑州一家兽药厂从事销售工

作，一干就是 13 年。2014 年，他成立

了自己的兽药公司，凭借多年的市场

营销和管理经验，把公司业务做得红

红火火。

2017 年，王运星将公司总部搬到

了许尧村，开始在家乡创业。

在创业过程中，王运星发现家乡群

众种瓜菜的很多，可是有不少人买到了

假冒伪劣种子，因此遭受了不小的经济

损失，大家最盼望的就是能买到好的瓜

菜种子。于是，王运星萌发了培育瓜菜

种子的念头。

育种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仅要

有科研团队、科研经费，还要有设施齐全

的育种基地。为了筹备育种公司、调研

市场行情，王运星多次到河南省农科院、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

校向专家教授请教，并深入各地瓜菜种

子市场调研。

得出行业前景看好的结论后，经过

紧张的筹备，王运星投资 800万元，在

许尧村流转土地600亩，创建了河南优

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设有科研室、实

验室、包装车间、冷库及数十座标准化

温室大棚。他还从河南省农科院和河

南农业大学聘请12名研究员和2名博

士，成立了瓜菜育种科研团队，致力于

瓜菜种子的研发、繁育、推广，研发和繁

育出适应不同气候、温度、季节生长的

瓜菜种子。

王运星的公司先后研发和繁育出

豆角、辣椒、西瓜、西葫芦、番茄等瓜菜

新品种并在全国各地推广使用，由于

这些品种产量高、抗性强、产值高，生

产出的瓜菜品质好，赢得了全国各地

瓜菜种子经销商和种植户的称赞。

方业信 科技创新点亮“台前造”

“瞧，这是我刚挖出来的红薯。”8月11日，在汝阳县“红薯开挖公益助农活动”现场，一名刚挖出红薯的学生向老师分享劳动
的快乐和收获的喜悦。 康红军 摄

她，林下养殖“七彩山鸡”

8月13日，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许家滩村细石沟自然村村后的山坡上，村民刘林
的正在采摘大红袍花椒，丰收的喜悦写在他的脸上。今年65岁的刘林的，是当地有
名的花椒种植能手，他为都里镇的大红袍花椒注册了“漳河人家”商标。毕兴世 摄

王运星返乡创业

组建科研团队
培育瓜菜良种

他，为都里花椒注册商标

从种植、销售到深加工、树品牌
图片新闻
PHOTO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8月6日，在鲁山县马楼乡山岔口

村，养蝎大户陈聚京正在向客户介绍

他生产的“蝎汤零嘴”——蝎汤花生、

蝎汤蚕蛹、蝎汤金蝉、蝎汤木花（天牛

幼虫）、蝎汤大麦虫等。

“这些蝎汤产品都可以当作休闲

食品直接食用，一经上市就受到了消

费者的欢迎，我一年能卖出去上百万

元的货呢。”今年 53岁的陈聚京自豪

地说。

山岔口村地处浅山丘陵区，山上

野生蝎子很多，陈聚京小时候经常扒

蝎子卖钱。1995年，陈聚京在自家院

子里垒了几个池子，从村外山坡上扒

回一些蝎子，开始了他的养蝎生涯。

最初几年，由于不懂技术，陈聚京走过

不少弯路，后来慢慢掌握蝎子的生活

习性。

2000年，陈聚京建起了蝎子养殖

场，发明了蝎子蜂巢式蜕皮器，极大地

提高了蝎子集中养殖时的成活率。陈

聚京的养蝎基地采取“公司+农户”的

经营管理模式，带动了周边10多个养

殖户通过养蝎走上致富路，他也被当

地群众誉为“养蝎大王”。

“入药的蝎子，其实就是盐水煮熟

后晾干的蝎子，而煮蝎子的汤常常废

弃不用，很是可惜。人们常说‘营养都

在汤里’，我就想到了除了卖全蝎外，

能不能使用煮过蝎子的汤水，用慢火

熬煮一些花生、大麦虫啥的，让它们把

蝎子汤汁吸收后再烘干，作为休闲食

品销售。”陈聚京说。

从2008年开始，陈聚京制作的蝎

汤花生、蝎汤大麦虫等，先是在朋友圈

被认可、点赞，后来一传十、十传百，这

些“蝎汤零嘴”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

可，纷纷求购。

“近年来，我又开发了鲁山本地产

的蚕蛹、金蝉、木花、蚂蚱等小包装蝎

汤产品，推向市场后也很受欢迎，目前

已销往全国各地。”陈聚京说。

“养蝎大王”陈聚京

年销“蝎汤零嘴”百万元

瞧，这是我刚挖的红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