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丰县石桥镇 老农当主播 线上忙农活

兄妹同返乡 创业办茶园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窦传阳

“老铁们，大家好，咱家的猕猴桃

开园啦。要问在哪里，就在宝丰东二

十五里，三面环水好风景，你要问我

村啥名，我村就叫谷官营。咱家种的

猕猴桃，肉厚果甜，你不吃不知道，一

吃忘不掉……”9月 12日，在宝丰县

石桥镇谷官营村的猕猴桃采摘园里，

种植户关全升正在全神贯注地对着

手机拍摄视频。

关全升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怎

么会想到在短视频平台推广猕猴桃？

原来，今年69岁的关全升四年前

种了3亩猕猴桃，因种植面积太少，引

不来大客户，每年猕猴桃成熟时节，

他都要摘下猕猴桃到街上售卖或到

一些超市推销，可结果却并不太理

想。今年，他一改销售思路，将“我去

卖桃”转为“让人来摘”，用现场实拍

的方式在短视频平台进行推广和销

售，赶上了“一部手机就能卖桃”的潮

流。凭借醇厚的乡土声音和勤劳朴

实的农人形象，关全升在短视频平台

得到流量加持，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

他的猕猴桃香甜可口。

“这个品种是翠香，甜糯可口，富

含多种维生素。许多老客户，专门从

市区跑来采摘。今年，我的猕猴桃一

点儿也不愁卖。”谈起今年的销售情

况，关全升开心地说道。

关全升的采摘园里，猕猴桃挂满

枝头，慕名而来的游客尽情采摘。“带

着孩子来采摘，感觉猕猴桃吃着更香、

更甜。”一位正在忙着采摘的游客说。

在石桥镇，关全升利用短视频平

台推广销售猕猴桃就是一个突出代

表。像该镇竹园村的草莓、邢庄村

的桃、西大庄村的李子，都是通过

短视频平台开拓销售渠道，不仅省

钱省力省心，也让游客体验到了采摘

的乐趣。

商城县双椿铺镇

□本报记者 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 徐乔 李新春

9月 11日，走进商城县双椿铺镇

顾畈村豫严黄金茶基地，只见一片片

修剪整齐的茶园，犹如绿色波浪，环

山公路蜿蜒如带，人工湖倒映着白

云，观景台依山傍水……

这个由回归乡贤严氏兄妹打造

的黄金茶园生机勃勃、风景如画，已

经成为“茶旅融合”的网红打卡地。

“目前，基地年产值 6000万元，

采茶高峰期每天用工700余人，吸纳

了4个村的集体经济入股。”豫严黄金

茶基地负责人严长来介绍说。

严长来说，我们以“产业+文化+

旅游”的发展理念，打造了集茶园观

光、茶叶品鉴、茶事劳作、茶俗体验、茶

艺观赏、茶商品购物于一体的“茶旅融

合”模式，使黄金茶真正成为振兴乡村

经济、带动群众致富的“金叶子”。

近年来，商城县发挥“统战+招

商”优势，以“根亲”为纽带，锁定京津

冀、长三角等地区，建立招商“根据

地”，运用激励措施和奖励政策吸引

大批乡贤回乡创业，汇集乡贤统战新

力量，凝聚乡贤智慧，引导激励他们

投入乡村振兴主战场。

豫严黄金茶基地的打造，就是其

中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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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9月14日，走进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

村广场，公示栏上贴着的几张红色大纸格

外显眼，这是“99公益日”的捐款光荣榜。

5元、10元、100元、300元……光荣

榜上，详细登记了所有参与捐款的村民

和捐款金额。9月7日至9日，南李庄村

组织开展了“99公益日—辉县慈善助乡

村振兴”项目三日募捐活动。募捐活动

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共有678人次捐款，

善款总额41127.04元。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农贸市场号

召爱心商户、爱心人士共同捐款，以涓涓

细流汇聚磅礴力量！”9月7日一早，南李

庄村农贸市场招商部的李志茹，在商户

微信群里发出捐款号召。

看到捐款号召，国顺批发部的刘杰

果断在线捐款 500 元，捐款数额最多。

刘杰不只是这一次捐款积极，从2015年

开始，他就多次参与慈善活动。

82岁的退休教师王有富，得知村上

组织捐款，第一时间来到村委会，拿出

300元投入募捐箱。儿媳妇郭建霞紧随

其后，捐款200元。

“‘99公益日’募捐活动，得到了全

体村民和商户的支持和参与。”南李庄村

委会委员董文洁说。

大红的光荣榜，是南李庄村又一张

慈善“成绩单”。

为了把慈心善行落实到日常生活

中，南李庄村依托“智慧南李庄”信息平

台，以“互联网+积分制”的乡村治理模

式，鼓励村民争做好事、乐善好施，让慈

善成为南李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近年来，南李庄村集体经济不断发

展壮大，实现了从贫困到富裕的历史转

变。在这一过程中，南李庄村“两委”一

直惦记着困难群众，经村“两委”研究，决

定发起成立“幸福南李庄”互助基金会，

汇聚爱心，扶危救急。三年前，村民连利

海急需做心脏移植手术，但常年的治疗

已经让家庭不堪重负，村上拿出两万元

互助基金帮其渡过难关。

“现在南李庄人过上了富裕文明的

好日子，我们也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困

难群众。”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

表示，南李庄村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朝着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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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好施的
南李庄人

□王都君 乔光

在安阳县高庄镇，有这么一家人，三

代人从事教育事业，这就是镇第一初级

中学教师李春燕一家。9月9日，在李春

燕家，她讲述了一家三代甘当“孩子王”

的酸甜苦辣。

李春燕1973年出生，已从教 31年。

她的父亲李法生，当过小学校长，累计从

教39年。她的女儿张瑶大学毕业后，也

投身教育事业。

在高庄镇，李法生是公认的好老

师。如果谁问他要不要备课，李法生总

会哈哈一笑：“日积月累，长期磨炼，课在

心中，不用准备。”

当校长时，李法生常常早晨 5点起

床，晚上到深夜才休息。即便得了胸膜

炎，需要在家休养，他也是只要感觉稍微

好转一点，就立刻回到校园。

父亲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李春燕

耳濡目染。1992年，李春燕接过了父亲

手中的教鞭，她深感责任重大。

李春燕真心实意地关心关爱每一名

学生，无论是成绩好差都一视同仁。她

常常利用课间，与学生谈心、交朋友，利

用星期天、节假日到学生家中走访，学生

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向她倾诉。

李春燕总能够找出学生身上的闪光

点，并加以正确引导。班里有一位同学

成绩较差，李春燕就从其他方面培养他

的兴趣，让其逐渐融入班级。结果，学校

组织集体劳动，这位同学不怕脏、不怕

累，带领全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李春

燕对学生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

法，用真情打动、激励每一名学生好好学

习、积极向上。

付出心血就会收获硕果。近年来，

李春燕带领的班级先后被评为“安阳县

优秀班集体”“安阳市优秀班集体”，她本

人也先后被评为“安阳县优秀班主任”

“安阳市优秀班主任”。

良好家风代代传。如今，李春燕的

女儿张瑶，从济南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开

招教考试，成为安阳市第三中学教师。

9月16日晚上，两个小姑娘在尉氏县人民广场上的一处摊位前选购烙画葫芦。当晚，尉氏县“欢乐周末点亮非遗”群众文化活动在该县
人民广场举办，旨在通过非遗文化活动的开展，让更多人了解非遗、亲近非遗、认同非遗，打通民众与非遗产品的“最后一公里”。李新义 摄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朱晓玲

黝黑的皮肤，明亮的眼睛，灿烂的
笑容……这是9月15日记者初见洛阳
市孟津区琪琪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姚晓军时留下的第一印象。

今年50岁的姚晓军，原是洛阳一
家企业的职工。10年前，她放弃城市舒
适的生活，回到生养自己的家乡，在一
片撂荒地上开垦种植。

她围绕“种养结合”创业创新，积极
探索多元增收途径，十年间蹚出了一条
生态致富路，不但建起了300多亩的生
态园区，还带动周边村庄群众一起致
富，通过绿色种植和生态养殖在乡村振
兴方面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返乡创业
源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对乡村和泥土总有一

种割舍不断的感情。姚晓军就是这样的人。

生在乡村、长在乡村，一向胃口不太好的姚

晓军对水果情有独钟。“可那时家里没钱，买不

起！”随时能吃上新鲜的水果，成了姚晓军当时

的梦想。

在城市参加工作后，爱买水果的姚晓军发

现：很多市民宁可多花钱，也要购买有机果蔬。

为城里人提供有机食品，一定大有可为。

2014年，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姚晓军成了

一名下岗职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回孟津区

朝阳镇老家的路上，她看到一片撂荒的土地，回

乡创业种植有机果蔬的想法在那一刻萌发。

“那是一片撂荒地，种啥啥不成，你就死了

这条心吧！”姚晓军的父母说啥都不同意女儿这

么干。

父母的意见，倔强的姚晓军并没有听进去，

她三天两头往南陈村委会跑。

在南陈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姚晓军以每

亩1000斤小麦的租金流转了200亩土地，成立

了孟津县琪琪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后，姚晓军请来了农技人员，

雇来了干活的工人。当年，姚晓军种下 30亩

葡萄和 2000棵樱桃、2000棵酥梨、2000棵猕

猴桃……

苦尽甘来
科学种植使果园硕果盈枝

金秋九月，走进合作社，满眼都是丰收的景象：香酥梨、猕猴

桃、蜂糖李挂满枝头，葡萄藤上垂下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游

客们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时不时拿出手机拍照，笑声飞出了田

野。

这样的丰收场景，对姚晓军来说并不陌生，她很享受丰收的

快乐。然而，创业起步时的维艰，她记忆犹新。

从2014年开始，姚晓军便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水果种植项

目上。但是隔行如隔山，种植果树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她辛辛苦苦种下的果树，有的不开花、有的不结果，甚至有些成

片枯死，当时她欲哭无泪。

“万事开头难。”在家人的鼓励下，姚晓军多次到郑州和陕

西、山西等地进行考察，并积极向农业专家请教。“那段时间，不

知道早晚，不知道饥饿，往往是早上坐高铁去郑州上课，下午赶

回洛阳接孩子放学。”说起这些，姚晓军红了眼眶，“虽然很辛苦，

但是收获满满！”

“要种就种有机水果，让人们吃着放心！”带着这样的朴素情

怀，姚晓军积极寻找技术支持，聘请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现场指

导，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确保果实品质优、口感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姚晓军的努力下，合作社发展逐渐步

入正轨，从杂草丛生到果实满园，从品种单一到品种多元，从亩

产千斤到亩产几千斤。如今，合作社的水果年销售量几十吨，年

产值200万元，净利润80万元。每年到采摘季，前来合作社采

摘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做农业靠的是良心，只有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才能树立品

牌、抢占市场先机。”正是因为坚持了这样的发展理念，近年来合

作社先后获得洛阳市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洛阳市科普教育基地、

河南绿色食品基地等多项殊荣，合作社生产的水果先后获评上

海最佳农产品品牌、河南省绿博会名优金奖、我最喜爱的绿色食

品等。

共同致富
只为让家乡父老绽放笑颜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在经营中，姚晓军始终为

家乡群众着想。

在合作社猕猴桃种植区，20多名工人正在忙着采摘。姚晓

军介绍说：“这些工人都是本村村民，合作社平时用工三四十人，

农忙时用工百十人，每人每月工资3000元。”

“地租一年1000斤小麦，每个月在生态园干活能领3000元

工资，下班时间俺还承包了两块地的除草任务，又有2000元的

收入。”正在除草的村民李夫娥算了一笔账。

为带动更多周边群众致富，近年来，合作社采用“公司+农

户”的模式，为有创业意向的农户提供树苗、提供技术，统一管

理、统一回收。

在姚晓军的带动下，周边村庄发展猕猴桃200多亩、梨300

多亩，2000多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憧憬未来，姚晓军信心满满：合作社将进一步扩大种植规

模、完善基础设施，做好乡村运营，打造成一个旅游观光园、科普

示范园，实现以园养园；做好农民培训，带动更多群众发展种植

业，把绿色生态融入产业升级中。

“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产业链越长越能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姚晓军表示，她将引入乡村运营团队，把生态农业与研学、

休闲养生、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把合作社进一步做大做强，带动

家乡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一家三代
接力传教鞭

烙画手艺人 铁笔亦生花鲁山县鲁阳街道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9月 10日，在鲁山县鲁阳街道新

峰社区的一幢居民楼里，今年50岁的

王延豪自豪地向参观者展示自己创作

的刻瓷、木板烙画、葫芦烙画等作品。

“只要下功夫把民间工艺品做成

精品，就肯定有市场，我的作品大部

分都被客户当作‘文玩’买走了。”王

延豪说。

王延豪1998年毕业于山东济宁

学院绘画专业。“毕业后我开了个广

告门市，一直干了20年，后来有了一

定积蓄，就决定干些自己喜欢的事。”

王延豪说。

2019年，王延豪在一位朋友家看

到一套葫芦烙画设备，顿时来了兴

趣，他暂借了半个月时间，通过查资

料、看小视频等学习葫芦烙画。“也许

是有绘画的功底吧，我很快就掌握了

葫芦烙画的技艺。”王延豪说。

王延豪创作的葫芦烙画图案以

牡丹、荷花、仙鹤、老虎等为主。“牡丹

代表富贵满堂、荷花代表和合有余、

仙鹤代表延年益寿……现代人基本

上都喜爱这几个图案。”王延豪说。

王延豪所用的原材料葫芦有油

锤、苹果、冬瓜、蒜头、亚腰、蚂蚁肚、

小胖墩等多个不同造型的品种。“根

据不同的葫芦造型，设计不同的图

案，才能满足不同的客户需求。”王

延豪说。

据王延豪介绍，制作出一件精品

文玩艺术品很费功夫，一件作品少则

需要 3 天，多则需要 20 天。目前他

的作品在网上被天津、苏州、郑州、

洛阳等地的客户买走不少，大部分都

是客户私人订制的，最贵的一件卖了

3000元。

前不久，王延豪的4件葫芦烙画

和刻瓷作品被鲁山县文广旅局推荐

到平顶山市参展，受到不少好评。

致富领头羊 奏响牧羊曲叶县任店镇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涵儒 王俊鹏

9月 15日，在叶县任店镇一家湖

羊养殖场，可以看到满圈的湖羊或站

或卧或跑或跳，叫声此起彼伏，养殖

场负责人刘彦钊正在检查小羊羔的

生长情况。

今年 40岁的刘彦钊，和湖羊打

交道已经有3个年头了。从一开始的

“小打小闹”，到如今的规模化养殖，

一只只湖羊为刘彦钊带来了可观的

收益。

“我这个湖羊养殖场，现在存栏湖

羊400多只，年底可以出栏300只左

右，收入30多万元。”刘彦钊说。

湖羊是中国特有的绵羊品种，主

要产于浙江嘉兴和太湖地区，具有产

羔多、生长快、肉质好、适宜舍饲等优

点，养殖湖羊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2021年，在朋友的推荐下，刘彦

钊通过市场考察和咨询调研，认为养

殖湖羊有不错的前景，于是在村边建

起了占地 10多亩的湖羊养殖场，首

批引进 100多只母羊和 2只种羊，走

上了创业之路。

刚开始时，从来没养过羊的刘彦

钊遇到了很多困难，他经常向其他养

殖户请教，还多次参加镇里举办的畜

牧养殖培训班，逐渐掌握了湖羊的养

殖方法。

夏天，他给羊喂自己种植的金牧

良草，冬天给羊喂麦麸、豆饼、秸秆等，

并在饲料中添加小苏打、盐和钙、锌等

微量元素。此外，他还把防疫、驱虫等

工作做到位，降低湖羊的发病率。

经过几年的摸索，肯吃苦、爱钻

研的刘彦钊从一名养殖湖羊的门外

汉成长为行家里手，从疫苗接种到羊

舍卫生，从饲料配比到育肥方法，他

都门儿清。

为了让湖羊能够健康成长，刘彦

钊总是把羊舍打扫得干干净净，他养

殖的湖羊皮毛雪白，前来参观的人都

称这些羊为“美羊羊”。

为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刘彦

钊免费为有意愿从事湖羊养殖的群

众提供技术指导，同时为群众的出栏

湖羊提供销售渠道，让乡亲们既能把

羊养好，还能卖个好价钱。

“下一步，我准备继续扩大养殖

规模，上马‘千头线’项目，让更多群

众通过养殖‘美羊羊’，过上‘喜洋洋’

的生活。”刘彦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