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集乡有个老汉，大名叫罗德成，因
为脾气倔、爱“顶牛”，大伙儿私下都喊他
“老牛”。

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怪事”，“老牛”
不再“顶牛”了，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
是怎么回事呢——

政策利好带来“发展梦”

示范带动闯出“兴农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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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8月 29日，鲁山县南环路上的一个食品加工厂里，

身穿工作服、戴着头罩口罩和脚套的工人们，正在流水

线上不停地忙碌着。几道工序下来，通常在鲁山才能品

尝到的黄焖羊肉、牛羊肉胡辣汤等传统名吃，就变成了

可以线上销售的真空包装食品。

“我在县城西关大街卖牛羊肉冲汤和黄焖羊肉，不少

品尝过店内美食的外地食客和长期在外的老乡，经常和

我联系，说很想念老家的味道。”琴台街道友谊社区居民

买三民介绍说，“想到现在物流发达，我就开了个食品加

工厂，把鲁山传统名吃进行真空包装，再给大伙儿发货。”

今年57岁的买三民出身美食世家，其曾祖父买景隆

早在清朝时期，就创办过“鸿盛骡马店”，为南来北往的

客商提供餐饮和住宿服务，名扬一时。民国时期，其祖

父买宗福潜心研究、多次尝试，创制了“买记黄焖肉”等

系列菜品，成为鲁山名吃。20世纪80年代初期，买三民

开始涉足餐饮行业，其经营的“买记黄焖羊肉”“买记牛

羊肉冲汤”在鲁山很有名气。

今年5月，买三民租下这处7000平方米的场地，建

起了生产区、展示区、办公区、仓库，购置了自动化的真

空包装机、烤箱、消毒灭菌设备，并办齐了有关手续，食

品加工厂于6月30日开始生产。

食品加工厂采用买三民的家传秘方，严格秉承清真

食品的制作工艺，选用上乘的原材料，制作牛羊肉胡辣

汤、黄焖牛羊肉等真空包装食品和三宝炖锅、黄焖牛羊

肉炖锅、黄焖鸡炖锅等自加热食品。

“食品加工厂每天生产的数百包真空包装鲁山传统

名吃，都被亲朋好友和老食客买走了，他们反馈味道和

在店里吃的一模一样。”买三民介绍说，“满负荷生产时，

食品加工厂一天能生产1000多包真空包装鲁山传统名

吃，下一步我们将会进入超市销售，然后逐渐扩大生产

规模和对外销售，让更多的朋友品尝到鲁山传统美食。”

买三民推出的真空包装鲁山传统名吃，走的是“亲

民路线”，面向工薪阶层、大众消费，目前鲁山县已有多

家超市表示会上架他的产品。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郭文华

8月 31日，走进宝丰县商酒务镇武岗村艾制品加工

厂，阵阵艾草香气扑面而来，10余名工人正忙着切割、称

重、包装，现场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

“武岗村一直以来都是以种植传统农作物为主。回村

建这个厂，就是想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让大家不出村就有

稳定的收入。”谈起回村建艾制品加工厂的初衷，宝丰县艾

艾宝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石会亮介绍说。

今年42岁的石会亮，高中毕业后外出经商，凭着吃

苦耐劳的韧劲加上一点就通的头脑，事业取得了成功。

“决定从事艾制品加工销售，是受了朋友的启

发。”石会亮介绍说，他有一个朋友从事艾制品加工

销售 10多年了，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并且可以帮他解决

销路问题。

经过市场考察，石会亮发现艾制品有养生保健的功

效，市场需求巨大，于是决定返乡创业。石会亮自筹资金

100多万元，经过选厂址、买设备和原料、进行人员培训

等，300多平方米艾制品加工厂于今年6月建成投产。

谈起村里的艾制品加工厂，村民们纷纷称赞。“我在艾

草加工厂干活，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离家近，不耽误照看

老人和孩子。”村民李会敏笑着说。

由于艾制品加工厂生产的产品功效好、品种多，源源

不断地销往各大城市，预计年销售额可达300多万元，可

带动20多名群众增收。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岚莹 陈亚

8月 31日，位于叶县田庄乡宋庄村的河南清月兴牧

业有限公司，检验室、实验室等一应俱全，自动化生产流

水线全程可视，工人们正在有序地进行精品羊肉分割。

“我来分割车间一年多了，每月能拿 5000 多元工

资，钱不少拿，离家还近，比出去打工强多了。”分割车间

工人杨春丽高兴地说道。

河南清月兴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集

屠宰、分割、加工、冷链运输等于一体的肉羊加工企业，

由该县仙台镇东北拐村村民李峥洁创办。经过几年的

发展，该公司构建起了一条设备完善、技术领先的肉羊

产业链，并凭借高质量的产品，成为平顶山市肉羊产品

深加工龙头企业，产品销售到国内多个大中城市。

李峥洁采取“公司+养殖户”的模式，和县域内上千

家肉羊养殖户签订了购羊合同，使养殖户告别了成羊出

栏全靠“羊经纪”的局面。同时，该公司还为养殖户提供

技术服务，直接带动就业180余人，间接带动发展养殖场

13家、养殖户80多户。

目前，该公司年屠宰肉羊量达50万只，分割羊胴体

10万只；年消化县域内存栏肉羊25万只，占比叶县肉羊

存栏量的93.7%；实现年产值约4亿元。

“下一步，我们公司将大力推行规模化养殖、专业化

服务、品牌化经营，延长产业链条，完善精品分割、熟食

加工等环节，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引导肉牛、肉羊产

业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李峥洁表示。

构建起设备完善技术领先的产业链

李
峥
洁

年消化县域内
存栏肉羊25万只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赵永昌

一副瘦弱的身板，穿着黑色长袖

衫和深灰色裤子，赤脚蹲在地头，说起

话来面带笑容，他就是商水县平店乡

胡庙村的脱贫户刘应新。近年来，刘

应新大胆创新，发展特色种植，人送雅

号“刘大胆”。

今年58岁的刘应新，家在胡庙村

3组，他全家5口人、4.9亩责任田。18

年前，刘应新的妻子生了一场大病，花

光了家中积蓄。2015年，他又患上了

淋巴瘤，后来通过手术“捡回”一条

命。夫妻俩要看病，两个儿子要上学，

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窘迫。

“关键时候，多亏政府拉了俺一

把……”刘应新心怀感恩。2016年，

刘应新家被评定为贫困户，本来对生

活失去信心的他，对未来又充满了希

望。在一系列扶贫政策帮扶下，刘应

新家顺利脱贫摘帽。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

点。刘应新认为，只有自力更生才能

丰衣足食，他想通过发展特色种植打

个翻身仗。

2021 年，刘应新开始张罗着借

钱，想承包土地种金丝皇菊。当时，他

的妻子和亲戚们比较反对，生怕他赔

钱后“一蹶不振”。在刘应新的坚持

下，亲人们妥协了，他筹集了 10多万

元的启动资金。

种植金丝皇菊第一年，他投入 1

万余元种了10亩、1.7万株。收获时，

客商说鲜菊花每斤收购价 3元，烘干

后收购价每斤7元。由于没有烘干设

备，加上鲜菊花收购价较低，刘应新算

是白忙活了一季。

2022 年，刘应新吸取了经验教

训，认真分析市场行情后，种植了 20

亩优质红薯、20亩小麦和玉米。收获

后一算账，红薯加工了近2万斤粉条，

卖了20多万元，5万多斤小麦和玉米

卖了6万多元，纯收入15万多元。辛

勤的耕耘有了收获，刘应新看到了希

望，扩大了种植规模。

“今年，俺种了 80 亩西瓜，马上

就要罢园了，估计能收入 20多万元；

20多亩花生长势很好，预计收入3万

多元；100 多亩优质玉米，预计收入

近 20万元；还有近 50亩大豆玉米复

合种植……”刘应新掰着指头，对自己

承包的 260多亩耕地算了一笔账，算

着算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刘应新介绍说，村干部帮他办起

了“创新家庭农场”，在他家农场干“天

工”和“季节工”的村民有40多人，每

人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

“家里已经投入 30多万元，给大

儿子盖了一座‘小洋楼’，家庭小目标

是尽快给二儿子也盖一座。”问起今后

的打算，刘应新说，“下一步，我还要大

胆流转土地，把种植面积扩大到 500

亩以上，带领更多乡亲共同致富。”

关于罗老汉的三个关键词郏县种粮大户王利峰

种粮
大有可为

脱贫户“刘大胆”创业记

如今的老罗跟换了个人似的，要想见他，你就得跟上

他的脚步。

每天老罗都会起个大早，门前那条不长的水泥路，在

邻居们睁开眼之前，他就洒了水，扫了个干干净净。

路两侧的百日草、长春花、波斯菊，这些平日里被他认

为是“花里胡哨”的花花草草，他也看顺眼了，捉虫、除草、浇

水，老罗照顾这些花草像照顾孩子一样……

顺着那间老房子的外墙根儿，翻了土，还施了农家

肥，种上了秋萝卜和香菜，老罗说要把它打造成小菜园。

“等新房竣工了，院子里得好好规划规划，来年栽上

石榴和无花果！”老罗向牛乡长汇报他的计划时，满怀希

望地说。

“到那时候，有菜园、果园，还有花园，哪哪都好，家不

就真成了‘游园’了吗！”牛乡长笑意盈盈。

周口市淮阳区郑集乡有个老汉叫罗德成，脾气一向

倔强，在十里八村出了名，就连他的老伴儿，平日里也不

招惹他。大伙儿私下里都喊他“老牛”——老牛，老牛，撞

破南墙不回头。

8月24日这天，眼看着该做中午饭了，家里却突然断

电了，自来水也停了。老伴儿腰里系着围裙，手上还粘着

面糊，急得一头汗。

“老头子，快去村室看看，顺道儿打桶水来！”老罗耳

背，老伴儿冲着他只能喊，但语气中透露着的是商量。

村室就在家对面，几步远的事儿。可老罗正犯瞌睡

呢，一动不动，好像一个字也没听见。

见喊不动老罗，老伴儿嘟囔了一句：“真是个倔货。”

不知怎的，这句话却给老罗听到了。

老罗从躺椅上起来，拎起水桶，大步流星地朝着村室

走去。来来回回五六趟，家里凡是能盛水的他都不放过。

“早说改水电、改水电，就是不愿改，这不是自己跟自

己过不去吗？”罗大妈直叹气。

说来话长，不仅是水电不争气，罗老汉靠着路边儿的

房子也是年久失修，每逢下雨天屋子里就会灌满水。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全村的残垣断壁过了一遍筛

子，老罗的这间老房子经鉴定属于危房，不再适宜居住。

为了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乡长牛盈盈带着乡村干

部没少往老罗家里跑：“线路老化了，哪一节出点儿小毛

病，吃水用电就都不方便了，正好咱们这次水电管网统一

升级改造。老房子也不能再住人了，国家又有好政策，咱

们拆旧房盖新房，住着安全也舒坦。”

罗大娘心里一百个乐意，可白搭——

“改造，说得轻巧！改造不花钱？俺可出不起。咱不

能光讲政策、不讲实际，是不是。”老罗自有他的一套理

论。至于那间老房子，老罗说啥也不同意给扒了。他给

出的理由是“多年的老伙计了，有感情”。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韩功勋

“受台风影响，暴雨一下就是两天，院子里的水漫了

上来。当夜，是牛乡长带着乡村干部把咱两口子接到临

时安置点，也没顾上歇一歇，转身又赶到了下一家。”

“老房子确实不能再住了，晴天漏光、雨天漏水，牛乡

长把危房改造的手续都帮咱办齐了，随时都能动工，保不

齐八月十五就能住上新房。”

“玉米授粉的节骨眼儿，地里旱了个结结实实，大早

上叶子都卷着。又是牛乡长，带着人和机器浇了两天，玉

米才算喝了个饱。”

…… ……

一桩桩、一件件的事，罗大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人家牛乡长可比咱家姑娘还小呢，咱家的事儿哪一样她

少操心了？”

“她那是攻心战！”其实，老罗也就图个嘴上痛快，一把

年纪了，啥事他不清楚：水电管网和危房改造，牛乡长可没

少跑腿，还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塞给了老伴儿。

当天夜里，老罗没能把觉睡囫囵——乱麻似的线路，

他捋了个通顺；老房子里的大小物件，他搬了个精光。他

暗下决心：从今往后，再也不跟牛乡长“顶牛”，再也不做

老少爷们口中的“老牛”。

铁树开花

满怀希望

撞破南墙

关键词 之二

关键词 之三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张鸿雨 文/图

“开超市、做工程、养猪，啥活都干过。”谈及创业

经历，王利峰笑呵呵地说道。

2000年，27岁的王利峰和妻子一起怀揣积蓄，

到郑州从事针织品批发。2002年，他到苏州创业，开

过小超市，承接过工程，勤奋能干的他很快站稳了脚

跟。2008年，王利峰返乡创业，投资 100多万元养

猪，然而却一直赔钱。“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吧。”王利峰

心想，然而却没有技术，也没有方向。

正当王利峰迷茫时，平顶山市和郏县相继举办了

高素质农民培训班，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名参加。

专家讲解和现场观摩开阔了他的视野，创业的热情再

次被激发出来。

2015年，王利峰流转土地300余亩，注册成立了

郏县润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发展优质专

用小麦1100亩。由于是订单种植，小麦价格高于市

场价，王利峰当年获利10多万元。

“王利峰通过种地走上致富路，除了踏实肯干、善

于钻研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赶上了好时候。”

薛店镇镇长赵兵说，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不断释

放利好政策。

“你们看，这自走式喷灌机和无人机都是县里免

费发的，价值五六万元呢。每到小麦‘一喷三防’的时

期，还免费发农药，可以节省三四千元呢。”在郏县润

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王利峰介绍说，除

了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外，国家农机购置补贴力

度也不小，近年来，他相继购买了大型拖拉机、旋耕

耙、播种机等。

王利峰打开手机，操控无人机起飞。从手机屏幕

上可以看到，种植基地里玉米、大豆、辣椒等作物成方

连片，像一张绿色的地毯。

“这里是深达百米的机井，这种机井每隔百米就

有一眼，旁边还有地埋线，灌溉很便利。土地经过高

标准农田建设后，有坡度、有泄洪沟，涝时排水也方

便。”指着手机屏幕，王利峰开心地说，“县领导前几天

来调研，还说计划明年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

目，再埋些地埋管，到时候可以大面积推广滴灌，更节

水更高效。”

此外，王利峰还购进 8盘石磨，从事石磨面粉加

工。石磨转速低，属于低温加工，较好地保留了麦香，

面香浓郁再加上营养丰富、口感筋道，王利峰生产的

石磨面粉在北京、上海、郑州和合肥等地供不应求。

“之前都是单打独斗，也没想过学习新技术、引进

新品种，往往是忙了一年，一亩地却挣不了 400 块

钱。”薛店镇赵寨南村的种粮大户王二听说，“后来俺

加入了合作社，购买种子、化肥、农药都是出厂价，成

本低了、抗风险能力却大大提升了，这样种地咋会不

赚钱呢。”

王利峰说，当年创业失败后，是乡亲们一次又一

次的帮助，让他圆了创业梦。“现在致富了，我要做好

示范带动，带领更多群众增收。”王利峰说。王利峰是

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利用种植基地开展试验示

范，积极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组织社员和周边农

户开展学习，推动了一批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应用到

了农业生产上。

如今，郏县润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已覆

盖全县5个乡镇，还辐射带动了周边的汝州市和宝丰

县的群众，涉及土地面积近2万亩。王利峰引进的小

麦新品种已推广1.6万余亩；引进的增施有机肥替代

化肥技术，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高了粮食产量。

“下一步，我计划继续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引导和

带动更多想种地、能种地、会种地的农户一起在希望

的田野上耕耘。”王利峰满怀信心地说。

火龙果丰收火龙果丰收农民乐

9月 1日，汝阳县柏树
乡布岭村青年常阳阳在喜
收火龙果。2019年，常阳
阳投资50万元，在布岭村
流转6亩土地，建起3个温
室大棚，引种3000多棵火
龙果，经过科学管理，今秋
喜获丰收。 康红军 摄

返乡创业实现“订单梦”

8月24日凌晨5时许，王利峰和梁建伟、王

二听从郏县家中出发，到邓州市考察洋葱项

目，顺利签下600亩订单。

下午5时左右，王利峰回到家中，还没来得

及休息，就应邀到刘七村帮王现龙等村民查看

玉米病害发生情况。

今年50岁的王利峰，家住郏县薛店镇狮子

口村，是郏县润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河南省种粮大户。

近年来，王利峰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

积极探索粮食作物高效种植模式，带领村民依

靠科技种田共同增收致富。

王利峰在查看辣椒长势

创办工厂生产真空包装传统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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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办起艾制品加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