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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2.6万余亩水稻种植基地，张晨阳成了名副其实的信

阳“大米哥”。如何与农民共同获利，张晨阳有自己的独特模

式：向市场要利润，把“大头”留给农民。

张晨阳解释说，向农民提供种子、种植技术，公司只取微

利，顾住成本即可，农民种植收获后，公司高价回收，这样一减

一增，农民收入得到最大化。对公司而言，盈利主要来自市

场：因为成规模，张晨阳的产品更受市场供应链青睐，订单不

断；因为优良品质，加上包装、运输等优势，市场给出高价格。

今年，“大米哥”张晨阳酝酿出了新思路，在保持稳定销售

订单的同时，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通过商超、网络等平台销

售，“两条腿走路，更稳当！”

“不光是我们合作社、公司的品牌，我们也会联络更多的

同行，一同打造信阳优质大米品牌。”张晨阳说。

9月23日，夏邑县农广校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王留标（左）在指导新型职业农民崔大鹏选穗采摘葡萄。夏邑县是全国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工程示范县，其农民培育模式被评为全国十大农民培育典型模式之一。该县开展不同层次的农民教育培训，形成了以农业科学
技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格局，促进了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 苗育才 摄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牛明远

9月 17日早上 7点多，舞钢市朱

兰街道大棚市场西头糕点摊的老板

老连和媳妇就开始忙上了。

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老连的

“中秋节”就已经开始了。近几天，不

停有老熟人找他做月饼。“年年中秋

节都这样，过节前两三个星期就忙上

了。”老连说。

老连今年 60 多岁，大名叫连付

正，老家在邻县的舞阳县保和乡。30

多年前，为了养活老婆和女儿，他开

始想办法在舞钢市做生意。

经历了做生意的种种不易之后，

连付正和媳妇商量着学一门手艺，于

是加盟了一家糕点店，学会了糕点制

作手艺，平时啥糕点都做，中秋节前

主要做月饼。

一二十年前，工厂里批量生产的

月饼还不常见，连付正做的月饼在当

地可谓名声在外，有些企业和机关中

秋节为职工发月饼，得提前一个多月

预订。前些年，超市里售卖的月饼多

了，找他做月饼的人就少了。

近两年，大家对手工月饼越来越

青睐，找连付正做月饼的顾客就又多

了起来。面、油、核桃仁、葡萄干，还

有各种蜜饯，都是顾客自己带来，让

连付正加工。一个月饼，连付正收两

毛钱加工费。

生意好了，家庭收入越来越高，连

付正就认真培养两个女儿。“俺两个女

儿都是大学毕业，老大在外企工作一

段时间，回来自己做生意，收入可观，

在漯河市买了房子。老二在南方一所

大学教书，一个月能挣两万多元。”说

起两个女儿，连付正和媳妇一脸自豪。

两个女儿的经济收入，完全有能

力让老两口过上退休养老的生活，可

连付正却说：“人呀，只要不是干不动

了，就得干点啥，光歇着不中。现在，

俺俩是活儿悠着干，钱慢慢儿挣，其实

这就是俺心里最好的退休生活。”

老连的别样“中秋节”

□许金安 李德伟

“当个好兵。”——离开洛阳，家人

的期盼与嘱托，都化成了这语重千钧的

一句。

9月 17日，杜帅杭光荣入伍，家人

送别时给他的嘱托，成为他军旅生涯的

信条。这是家人对他的期望，也是杜家

家风的一部分：履行军人职责，弘扬爱

国精神。

杜帅杭，洛阳伊川人，21岁。今年6

月大学毕业，9月光荣参军。

一家四代 5人接力从军，这在伊川

被传为美谈。

杜帅杭从小就有个军人梦，“做个

有知识的军人，大学毕业再参军”。他

的选择，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今年8月

份，他顺利通过体检、政审等程序。

“为啥选择当兵？”杜帅杭的回答

是，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军人基因。

杜帅杭的外祖公王世萱，曾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某部参谋长，参加过辽沈战

役和抗美援朝等。“外祖公虽已离世 20

多年，但他铁骨铮铮，忠诚于党，是全家

的荣光。”杜帅杭说。

杜帅杭 81岁的外公杨太和，1959

年入伍，曾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

兵某部；1964年响应国家号召转业回到

地方，继续为国家的工程建设贡献力

量。杜帅杭的童年，不知听外公讲过多

少当兵的故事，从小便在心中埋下了成

为军人的种子。

“军号嘹亮，旌旗飘扬，人民军队冲

冲冲。”爷爷生前常哼唱的军营歌曲，是

杜帅杭挥之不去的印记。杜帅杭的爷

爷杜遂周，1960年入伍，曾服役于中国

人民解放军某部，专职司号员，服役 6

年，多次立功受奖。2008 年汶川地震

时，杜遂周虽然身患重病，却依然缴纳

了特殊党费。

杜帅杭的父亲杜志峰，有着三年军

旅生涯。“部队是个大熔炉，交给部队最

放心！”杜志峰说，杜帅杭是独子，他和

妻子都支持孩子的选择。

“每到过年、过生日，不要别的，就

闹着要添新装备，有30多支玩具枪。”杜

志峰说，儿子从4岁起，就开始喜欢玩具

枪，还经常模仿影视剧里的战斗场景，

客厅墙上到处都是塑料子弹打中的痕

迹；到照相馆拍照，也是喜欢穿上一身

迷彩服摆造型。

一个梦想，四代人身着戎装；一句

誓言，四代人步履铿锵。

“祖辈父辈都是我心中的英雄，我

要赓续红色基因，传承优良家风。”杜帅

杭说，希望像祖辈父辈一样，建功军营，

奉献青春。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9月 24日，在鲁山县观音寺乡西桐树

庄村外荡泽河畔的一处河滩地上，17座双

拱大棚内，一朵朵手掌般大小的木耳长势

喜人。

“这是黄背木耳经过改良的新品种，叫

作毛木耳，它产量更高、口感更脆，更主要

的是，我们是利用香菇大棚的空当期种的，

等于是一年双收了。”今年41岁的西桐树庄

村村民朱长军说。

朱长军初中毕业后曾外出打工，后到

长沙做商场物业保洁业务主管，事业有

成。“怀着回报故土、振兴乡村的梦想，2020

年我回到老家，流转了这片60多亩的河滩

地，建起了 17座 10米×50米的现代化双

拱大棚用来种植香菇。”朱长军说。

由于香菇是喜冷的菌类，高温时鲜香

菇也不能长时间存放，所以很多种植大户

往往会在夏季和初秋歇上几个月时间。

“想到这几个月的空当期大棚闲置怪可

惜，就想再种植一茬喜欢高温的菌类。”朱

长军说。

2023年年初，春香菇采摘季结束后，朱

长军到山东进行考察，发现了喜欢高温的

毛木耳。“以前老家种过黄背木耳，知道它

能凉拌、热炒、煲汤等，市场需求量大。进

一步考察发现，它也是如今流行全国的螺

蛳粉、饭店名菜鱼香肉丝里的必需品，是云

贵川一带人们餐桌上的最爱，这更增添了

我引种的信心。”朱长军说。

据朱长军介绍，种植毛木耳是个短平

快的项目，它的菌袋原料 70%是农村地区

常见的玉米芯，再添加 20%的栗树枝条碎

末、10%的麦麸和棉籽壳碎末就行，一般在

清明节过后种植，9月初基本可以结束采

摘，不耽误接下来种植香菇。

朱长军的香菇大棚，一座可以放进去3

万袋毛木耳菌袋，一袋菌袋每季可以采摘6

茬鲜毛木耳，按现在的市场行情，收益十

分可观。今年是第一年引种，栽种得有点

晚，所以现在还有部分菌袋仍在出木耳，不

过也不耽误接下来种植冬香菇。

近段时间，不少香菇种植大户纷纷前

来取经，附近的九九乡情公司明年准备引

种500万袋。

朱长军介绍说，上个月，他的毛木耳项

目在平顶山市举办的“凤归鹰城创业创新

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这让他倍感自豪，

他目前也在争取项目，准备筹建制棒（袋）

车间，并配套仓库建设，以利于进一步扩大

毛木耳种植规模。

这一家，四代人接力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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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豪杰 文/图

9月23日，正值秋分节气，信阳
“大米哥”张晨阳的水稻正在收获。

当日，张晨阳也迎来了自己的丰
收：作为信阳市高素质农民代表，在中
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上，张晨
阳获颁全省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
二等奖。

张晨阳是名退伍军人，2004年进
入农业企业，从事水稻种植技术研发、
推广，2014年返乡创业。在这20年
时间里，他学农业、爱农业，带动农民
增收，立志振兴信阳大米产业，走出了
一条自己的新“稻”路。

返乡创业前，张晨阳曾经做到公司高管，

待遇丰厚。扎根农业，常与农民打交道的他，

对农民需求了解颇深。多年经验，让张晨阳

练就了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对市场动态非

常敏感。

放弃高薪，返乡创业，意味着从头开始，决

心从何而来？“就是信阳大米巨大的潜力。”张

晨阳说，信阳市水稻种植面积750万亩，但在

早些年，几乎没有人说信阳大米好吃，为啥？

原因在于，彼时的信阳大米种植面积大、

产量高，但品质一般。作为品牌，信阳大米当时名不见经传，

作为农民，并没有从土地中获得高收益。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需要改变；信阳大米的口

碑，也需要提升。

多年的种植传统和习惯，想改变并不容易。张晨阳自己

做示范，利用多年所学和行业经验，高标准建起优质水稻基

地，“先让农民看效果”。利用自己深耕供应链多年的优势，他

让优质大米卖出好价、高价，进一步吸引农民参与。

就这样，张晨阳建立起了涉及信阳多县区，总面积2.6万

余亩的水稻种植基地。

如何提升信阳大米品质，让更多农民增收？张晨阳说，就

水稻种植而言，增收途径无非是提高产量和提升品质，但两者

一定要统筹考虑。他解释说，单纯提高产量，增收有限，但提

高品质，也要考虑产量问题。产量提高，不仅是粮食安全的考

虑，也是农民利益的保障，低产量难以取得农民信任。

产量品质“两条腿”走路，就是张晨阳的思路。张晨阳在

信阳地区遍寻土地，寻找合适的合作者，从种植基地建设、品

种选择、种植技术指导，他带领团队全程指导。与农民合作建

基地，既减少了投入资金等压力，又能快速推广复制。

“现在，我们的种植理念就是水稻和鱼虾一块儿成长，产

量品质两不误，好产品卖高价，农民自然喜欢。”张晨阳说。

9月18日，在清丰县固城镇南街村，一位消费者正在购买自己定制的月饼。近年
来，随着健康意识增强、个性化需求增多，越来越多消费者自带食材、自选图案，在糕点
作坊定制月饼，满足家人的口味偏好和健康需要。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纪全举 摄

□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夏天 张壮伟 崔硕

“慢慢来，脚往这儿放。”9月 19 日上

午，张新伟像往常一样，从床上把妻子搀扶

出来，让她到院子里透透气。他像照顾孩

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嘱咐着妻子。

张新伟家住夏邑县杨集镇关庙村，妻

子彭秀英 20年前生产孩子时得了产后风

瘫。20年来，张新伟都在围着妻子转，端饭

喂药、洗脸擦身，7000多个日日夜夜不离

不弃。

张新伟回忆起往事，依然感觉就像是

在昨天。20年前，农历二月十五，孩子出生

后的第六天，彭秀英突然全身痉挛，家人急

忙用板车拉着她来到了邻近的郭庄村诊

所，村医查看后认为病情复杂，让赶紧拨打

120电话到县城的医院就诊。

“在医院就诊时，秀英已经昏迷不醒，医

生检查后诊断为产后风瘫。经过治疗，病情

未见好转，我就带着秀英出了院，回家慢慢

静养。”张新伟说。

回到家里，妻子依然瘫痪在床，生活不

能自理。从此，张新伟每天早上 5 点多起

床，简单洗漱后，就开始做饭。等妻子醒

来后，张新伟帮妻子洗脸、刷牙、梳头，紧

接着喂饭、擦洗、按摩，还要给妻子换尿

布，一天到晚陪在妻子身边，他成了妻子的

贴身“保姆”。

张新伟不忍心让妻子一直躺在床上，

盼着她能重新站起来。虽然家庭经济拮

据，但在为妻子治病上，他从不心疼钱，只

要听说哪里有药能治妻子的病，就想方设

法买来；听说哪里的医生可以治病，他就带

着妻子去试试。

张新伟说，现在他和妻子都办理有低

保，妻子还有残疾人补助，大孩子也外出打

工了，不向家里要钱了，村里还给他找了个

公益性岗位。他和妻子很知足，真心感谢

党和政府的关心、救助。

张新伟20年来不离不弃，用心照顾妻

子的行为令人感动，村里人谈起张新伟，个

个都竖起大拇指。而张新伟却说：“她是我

妻子，照顾她是我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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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中秋节临近，月饼

销售迎来旺季，许多商

超和企业都纷纷提前订

购。订单量大，时间又

比较紧，咱们的工人已

经连续忙了一个多月

了。”9月 15日，在位于

封丘县应举镇大王庄村

的利民食品厂，负责人

张明明介绍说。

在当地提起张明

明，可以说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今年 37岁

的张明明何以如此知

名，缘于他的“章鹿市”

牌月饼在当地颇受消

费者喜爱。

2007年，张明明怀

揣月饼制作技术，从广

州返乡创业。起步阶

段资金短缺，张明明只

得在家以小作坊的形式制售月

饼，由于用料足、味道好，他制作

的“章鹿市”牌月饼很快在家乡

叫响。

2018年，张明明申报了扩建项

目，并拿出所有积蓄，加上银行贷

款，凑了400多万元，购买设备、聘

请工人，成立了利民食品厂。

2019 年，张明明在封丘县城

西封曹路建成了 800平方米的厂

房，聘请了工人在生产线上流水作

业，月饼日产量达6万余块。

规模大了、人员多了、货品丰

富了，张明明实现了带领家乡群众

共同致富的梦想。然而，此时的他

更加注重质量把控，从原料到生产

加工、再到柜台销售，每一个环节

都不放松。

9月24日，在沁阳市柏香镇南西村农业产业园里，农民正给番茄打
杈。该农业产业园占地550亩，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
运营，年产值11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中秋将至中秋将至 月饼飘香月饼飘香

鲁山朱长军
巧用大棚空当期

夏邑张新伟
用行动诠释爱情

收完香菇再种木耳

照顾瘫痪妻子20年
增产提质两不误示范引领

打造信阳大米品牌让利于民

张晨阳获颁全省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