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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种苗、种植红薯到加工粉条

红薯大王玩玩转转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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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路上致富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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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薯种苗培育到红薯种植，再到

红薯粉条加工，王永杰一个没落下。

自己有苗，就种点儿红薯；自己有

红薯，就做点儿粉条。在这个产业链

布局逻辑下，王永杰有着自己的考虑：

既然培育种薯、种苗了，咱总得知道

一些红薯种植、粉条加工的道道吧。

给客户提供好种苗，再搭配上好技

术，王永杰这种朴素的想法，与良种配

良法的农业发展思路不谋而合。一个

月前，王永杰和省农科院粮作所签订了

技术服务合同，有了科研单位和专家的

技术支持，他能够更好地服务种植户。

“冬春培育种薯种苗需要人、春末

夏初剪苗需要人，秋天出红薯、冬天做

粉条还需要人，大多数活儿都不重，周边

村哪怕上年纪的人，也能一年四季在咱

这儿干，挣点零花钱总是可以的。”王永

杰笑着说，“男工一天一百六十元，女工

七八十元，咱比正常工价稍微高一点。”

傍晚收工的时候，村民们围在财务

室登记工时，“正”字的每一笔，都代表

一天的工资。

说是零花钱，王曲村70岁的李巧云

认为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从财务室出

来，她就笑个不停：“守着家，闲着也是

闲着，干呗。”

在剪苗等“计件”算工资的环节，熟

练的村民一天最高能挣300元。

为了让村民在冬天农闲时也有活

儿干，王永杰一年生产十万斤红薯粉

条，今年还准备继续扩大。

王永杰还总结出一套红薯粉条加

工配方：加一点鲜食型红薯做的淀粉，

加工时黏性更大，不容易断，而且更好

吃。

哪怕是晚上，王永杰的电话也不

停，“你现在种有点早啊，起垄种容易长

草，将来管理麻烦，就算覆膜，春天风多

还容易刮跑，尽量半个月后吧，你拍个

照片我看看。”

对于红薯，王永杰算是摸透了。

□本报记者 董豪杰 文/图

一缕春风暖农田。3月12日上午，

临颍县炜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永

杰蹲在刚刚排好种薯的农田里，拍摄并

发布了一条朋友圈：2024年红薯排种完

美结束，需要薯苗的朋友提前联系预订。

几公里外，妻子带着村民在冬前育

苗暖棚里剪苗，王永杰则匆匆吃过午饭，

回到育苗基地招呼村民搭建小拱棚。

30米长的距离，要保证完美覆盖，

需要齐心协力。男男女女几十人同时

上阵，“往这边去点儿，拉紧哦”“继续往

前，走、走”……现场很是热闹，但也井

然有序。

虽然天气逐渐回暖，但对于红薯育

苗来说，仍需要合适的温度，大棚保温

必不可少。一个多月后，这里将生产出

大量的优良红薯种苗。

农谚说：有苗不愁长。可王永杰用

20年的经验说：那得看啥苗。

“全部采用脱毒试管苗培育的种

薯、种苗，这样的绝对是好苗。”王永杰

说，这是他的种苗受到众多客户青睐的

重要因素。

脱毒薯、脱毒苗，是保障薯农产量

和品质的关键，王永杰丝毫不敢怠慢，

“一般要经过三次检测才会出售。”

但种苗好不好，不仅仅是脱毒了

之。在王永杰眼里，脱毒种苗或者叫健

康种苗，应该是行业的基本标准。育出

一棵好苗，其实并不容易，他说：“除了

基本的种植技术外，还要尽量保证种苗

自然生长，不能为了苗子大、好看，在剪

苗前大水大肥催苗，得对客户负责。”

王永杰测算过，他提供的种苗，每

年能够满足 7万到 9万亩农田使用，如

果算上种薯，那就更多了。

从春节前开始，王永杰就忙得脚不

沾地。泥里来土里去，满是尘土的汽车

也没时间去洗。

“你看，又来电话了，估计是要种薯

呢。”王永杰猜得没错，电话里的外地客

户要一万斤种薯，“卖得差不多了，应该

没有那么多啊，待会儿我去地窖看看给

你回复。”

随着电动门缓缓升起，一个长 60

米、宽20米、高3.8米的地窖映入眼帘，

近半个足球场的面积，可以存放超过

200万斤红薯。

大门很宽，方便卡车下去装红薯。

王永杰顺着斜坡走进地窖，拍拍墙砖

说：“这面砖墙后面，是三米半厚的土

层，保温性能非常好。”

地窖里放着温度计、湿度计，但王

永杰更倾向于用经验，数字只做参

考。“好多书本里都说红薯的适宜贮藏

温度是 10℃~15℃，但依我多年的经

验，至少在我们这儿，超过 12℃就有

可能坏掉。”

12℃，是王永杰从实践中总结出的

红薯贮藏真知。

走到角落里，仔细数过客户需要的

种薯后，王永杰随手打开一袋，用指甲

在红薯表皮轻轻一刮，看了看露出的瓤

说：“你看，这是去年收获后进窖的，现

在看起来还比较鲜呢。”

在红薯贮存上，王永杰曾经吃过大

亏。“一窖种薯几乎坏完了，那心情，

唉。后来，但凡听到窖里的红薯有坏

的，瞬间就能出一身冷汗。”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张鸿雨

“这一栋鸡舍于 2021 年建成并入栏了第一批雏

鸡，每批存栏 3.5 万只，饲养期 42 天。一年一般是 7

批。”3月5日，在位于郏县白庙乡马湾新村东侧的金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利一边指挥工作人员

对空鸡舍进行打扫和消毒，一边讲述道。

李晓利是郏县冢头镇李梓楼村人。今年 44岁的

她，结婚后和丈夫杨玉良一直从事农田打井作业。2018

年，夫妻俩在移民村马湾新村承包52亩土地，注册成立

公司，发展果树种植和畜禽养殖。2023年9月，李晓利

荣获“平顶山市乡村出彩巧媳妇”称号，今年3月又获得

“郏县十大最美巾帼奋斗者”称号。

“当时，正大集团在安良镇有一个农业项目，我们

根据客户要求，短时间内打了一眼深水井，质量优、出

水多，互相合作很愉快。经他们引荐，我们和正大集

团合作，代养肉鸡。我们建养殖场、买设备，正大集

团负责鸡苗、饲料、防疫和技术、回收。”李晓利说。

随着资金的积累，李晓利不断扩建养殖场，目前第

五栋主体已经建好，预计一个月后设备安装到位，届时

存栏量可达20万只，预计年出栏肉鸡140万只。

“我一直在这里做工。我们的鸡粪全部腐熟自用，

种出来的水果和蔬菜色泽鲜亮、味道上乘。”马湾新村

村民王条芝说，和她同时在园区务工的移民还有30多

人，他们负责果树修剪、采摘、锄草等。

“我负责养鸡，一天160元，比出去打工好多了。”

村民李变英笑着说，“现在养鸡很智能，一栋鸡舍只需

一个人，上料、喂水、控温、除粪全程机械化。”

“下一步，我将更新设备扩大存栏量，增加一些岗

位，带动更多移民群众走上稳定致富的道路。”谈及未

来，李晓利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李向平 张旭长

3月 6日上午，平顶山市湛河区河滨

街道潘庄村一处桃园里，负责人李小平热

情地招呼前来买果苗的村民。李小平是一

名普通的农家媳妇，凭着种桃的好手艺，成

了当地有名的“桃状元”。

“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从前可不是这

样。”回首往事，49岁的李小平说。

婆婆早逝、公公年迈，丈夫因受伤无法

干重体力活，长子患有脑瘫生活无法自理，

一家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为了改变家庭困境，2004年前后，李

小平和丈夫承包了10亩果园。对此，村里

人并不看好，说她选了个“赔本买卖”。原

来，村里虽有多年的桃树种植历史，但桃子

一直卖不上价。

但是，李小平凭着不服输的性格，起早

贪黑地学技术，认真管理果园。经过几年

的努力，她用辛勤的汗水种出了“桃花源”，

成了当地有名的种植能手。

问及李小平种桃有啥秘诀，她笑着说：

“种桃如同养娃，要让每个桃子都吃饱吃

好，健康成长。”

“在品种方面，30亩的桃园种了多个

早中晚熟品种，从6月份到9月份都有桃子

上市。”李小平介绍说，“我比较注重剪枝疏

果，每年剪枝3次、疏果2次。”

一棵桃树，别人要留100多个桃子，而

李小平只留80个，其余的全部疏掉。在整

形修枝方面，李小平采用的是主干形，按

10斤桃子留20根有效枝条的标准确定留

枝量。为确保桃子个头均匀，她在树冠上

部枝条上留 3个果实，中部枝条和下部枝

条分别留2个和1个……

同时，李小平施用猪粪、鸡粪和牛粪混

合沤制的有机肥，每年初春时节给桃树添加用黄豆、芝

麻饼和花生炒制成的“营养餐”；采用果园生草技术，用

以调节小气候、保持水土，草丛里的瓢虫还会去捕食桃

树上的蚜虫。

由于果形优、口感好，李小平种的桃子根本不愁

销。“不出桃园就都卖完了，每年能赚个十几万元。”李小

平说，去年在第七届潘桃大会上，她作为桃农代表发了

言，还被平顶山市妇联评选为“好媳妇”。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陈远志

3月 6日，泌阳县赊湾镇多庄村葡萄种植大户余长

旺，正带领工人对葡萄园进行整修扩建，以确保今年的

葡萄有个好收成。

“整修完大棚，还要把不顺的枝条也整理一下。”余

长旺介绍说。

早些年，余长旺一直在外拼搏，开过饭店、卖过水

果、跑过运输，但却没挣到什么钱。静心思考后，他认

为没有一技之长是主要原因。

2011年，他在铜山乡见到了正在搞产业帮扶的省

农科院专家黎世民。通过交谈和考察，余长旺决定种

植大棚葡萄等经济作物。

回村后，余长旺流转土地，成立了鸿发农林种植专

业合作社，引种了葡萄、草莓等。

“现在葡萄园主要有4个品种，分别是早熟、中熟、晚

熟品种，可以从6月份一直挂果到11月份。”余长旺说。

掌握了葡萄种植技术的余长旺，种出了外观漂亮、

口感良好的葡萄后，在销售上动起了心思。通过线上

线下销售葡萄，每斤售价30元~60元。

近年来，余长旺流转土地 1100亩，建设了生态农

业观光园。其中，种植葡萄、草莓各110亩，供游客采

摘；设有池塘和凉亭，供游客休闲垂钓；养殖山羊 300

只，实现了绿色种养。

实现了致富梦想的余长旺，决定用自己的种植经

验和销售渠道帮助村民致富。通过“观光园+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余长旺带动群众发展特色农业2000多

亩，实现效益 3000多万元，让 500余名群众在家门口

实现了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3月 12日，鲁山县张店乡邢沟村一处山坡上的铁

匠铺内，炉火正旺，打铁声此起彼伏。

“为了不让祖传的打铁手艺在我这里失传，去年春

节过后，我辞掉了在南方的工作，回来创办了这个铁匠

铺。”今年 44岁的狄亚伟介绍说，“一年多来，通过在

网络平台直播打铁，我卖出了60多万元的铁器。”

狄亚伟的祖辈，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开办过铁匠

铺，由于用料讲究、工艺精湛，镰刀、锄头、铁锨、铡刀、

镢头、砍刀、犁耙和菜刀等铁器质量上乘，在当地及周

边声名远扬。

20世纪 80年代，狄家铁匠铺重新开业。“那时候，

我家的生意很红火，可是随着大型农机具的出现和普

及，生意逐渐萧条，后来就放弃了。”狄亚伟感慨地说。

狄亚伟10多年前到南方打工，收入还不错。“但想

着自己40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就决定返乡创业。”

狄亚伟说，“思来想去，发现虽然有了大型农机具，但村

里人常用的锄头、铁锨、斧子和家庭用的菜刀、卖肉用

的刀具等还有不小的市场，就决定重开铁匠铺。”

为了跟上时代步伐，狄亚伟每天都安排一场直播，

让观众了解传统工艺制作铁器的过程。“拿一把菜刀来

说，从选料到成型，得经过劈条、烧料、加钢、熔化、开片、

裁样、冷锻、铡边、打磨、淬火、开刃、加装实木手柄等30

多道工序，粉丝纷纷表示长了见识。”狄亚伟说。

目前，狄亚伟一年能卖出大大小小上万件铁器，

既有价值三五元、用来装饰大门的大铁钉，也有价格

上千元的工艺大刀。

借助网络平台，狄亚伟制作的铁器，除销售到鲁

山县本地及附近的宝丰县、叶县、方城县等周边县区

外，还远销到云贵川、东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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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仅有16平方米育苗田、100亩种植地，发展到240亩种薯种苗基地、1800亩种植基
地，王永杰用了20年。

现在，无论是本地、本省的红薯种植户，还是远在辽宁、内蒙古、新疆、江苏等地的红薯种
植户，只需一个电话，就能从王永杰这里买到优质的种薯种苗。

当年那个26岁的小伙子，已经成长为46岁的“红薯大王”，每年可以生产种薯100万
斤、种苗1.5亿株；年产夏薯350万斤，加工粉条10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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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杰在查看地窖里的温度、湿度情况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刘剑飞 金源

连日来，位于西峡县重阳镇重阳村的钰森菌业再次

掀起赶工热潮，负责人杨俊朝和员工们正开足马力生产

“四季菇”菌袋。

“我们建成了全县首个智能化控温控湿‘四季菇’大

棚和工厂化恒温净化养菌车间，培育出了‘钰森一号’

‘钰森三号’春菇菌种，打破传统的种植和养菌模式，实

现了生产线全年不停、培养室循环养菌、菌棚两季出

菇。”3月15日，杨俊朝在接受采访时说。

杨俊朝是土生土长的西峡人。1996年，西峡县推广

袋料香菇种植，在外打工的杨俊朝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便辞了工作回乡种植袋料香菇。得益于优惠政策和技

术服务的支持，他一步步稳扎稳打，边学习边种植，第二

年便有了可观的效益。

种植香菇5年后，杨俊朝将目光转移到了上游产业

菌种培育上。“香菇种植，菌种是关键。我想在这方面努

力，为菇农增收致富做好保障。”他说。

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杨俊朝经常一个人

骑着摩托车，白天到西峡县食用菌科研中心学习菌种培

育技术，晚上回家查找相关资料进行自学。经过不断的

实验，他终于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菌种。

菌种培育出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打开市场、让菌种

走进千家万户却是一个难题。恰在此时，重阳镇政府为

他协调了帮扶资金，并邀请县农技专家前来指导，政府

的介入一下子帮他打开了局面，再加上他诚信经营、服

务周到，前来购买菌种的农户越来越多，生产订单接踵

而至，业务很快便在全镇铺开。

2010年，在重阳镇政府大力支持下，杨俊朝成立了

钰森菌业，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全镇新建20

万袋种植规模的香菇基地15处。目前，全镇80%以上菇

农，使用的是钰森菌业的菌种和菌棒。在钰森菌业的支

持下，2023年，重阳镇食用菌种植规模突破2800万袋。

如今的钰森菌业，已成为集数字化菌种研发、工厂

化菌棒培育、规模化鲜菇销售等于一体的农业龙头企

业，依托先进的技术支撑和优质的售后服务，菌种和菌

棒销往河南、河北、吉林、辽宁等13个省市，并与日本、

韩国的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3月3日，睢县召开大会表彰了130多名企业优
秀工人并颁发了奖品，其中包括金牌工人、技术创新
能手、十佳女工等。 徐泽源 摄

杨俊朝建恒温车间育春菇菌种

让食用菌

了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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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

□本报记者 董豪杰

做农业，本就不易；做好农业，
殊为不易。

一条扎根红薯产业的致富路，
王永杰走了 20 年。他深耕“全赛
道”，终成“红薯大王”。

王永杰“盯紧”红薯，从仅有16
平方米育苗田、15块石棉瓦搭建的
小屋，发展到年产1.5亿株优质薯苗。

王永杰的方法论里，坚持学习
是关键。

怎样培育优质的种薯、种苗？
曾经的“门外汉”王永杰，了解了试
管脱毒苗的制作过程，明白了病毒
检测的重要性，在种薯生产过程
中，注重隔离等防范措施。

好品种、好种苗，怎样种植才
能增产提质？多年来，王永杰遍访
专家，学习红薯种植技术，将重点、
难点摸个门儿清。现在，他可以当
种植户的老师，传授技术。

红薯窖藏，初中毕业的王永杰
既加强学习，又不生搬硬套，而是

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实用、管用、
好用的方法来。

王永杰的产业发展逻辑里，带
动小农户是重要环节。

无论是春夏育种、栽植，还是
薯苗、红薯生产，抑或是冬闲加工
粉条，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调动起
来，一年四季有活干、有钱赚。

工钱高于市场价，既是王永杰
联农带农的初心使然，也为合作社
培育了一批能干、肯干、会干的人，
合作社、村民实现双赢。

采访手记 深耕“全赛道”学习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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