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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为峰孔卉卉

近期，一条河南小伙在山
东勇救落水老人的视频，刷爆
了豫鲁两地群众的微信朋友
圈，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一些爱心人士自发前去慰问救
人的小伙。

救人的小伙名叫郭广盈，
三十岁出头，是台前县吴坝镇
郑三里村村民。

“人命关天，俺必须救！只
要老人没事，俺就放心了。”5月
3日，郭广盈到山东省阳谷县张
秋镇王庄村看望获救的老人刘
香云。面对老人家属的感谢和
街坊邻居的称赞，不善言谈的
郭广盈说出了质朴的话语。

事情是这样的：3月28日
下午5时25分许，郭广盈驾驶
农用拖拉机在张秋镇五四青年
路由北向南行驶，突然看到前
方一辆电动三轮车侧翻到西边
主干渠内，他急忙驾驶农用拖
拉机到达事发地点。

当时正值春灌，主干渠引
来了黄河水，水流湍急，有两米
多深，侧翻的电动三轮车很快
被淹没。

救人要紧！想都没想，郭
广盈立即跳入湍急的水流中，
逆水游了五六米，终于站在了
水深过膝的电动三轮车车篷
上，他弯下腰用力拽开车门，把
落水的老人拉到了车篷上。

因呛水和惊吓，老人已近
昏迷状态，脸色苍白，呼吸微
弱，嘴角流着血水。

“大绳，把大绳扔过来！”郭广盈冲岸边的人群
喊。在岸边等待郭广盈的家人，听到喊声，连忙从
农用拖拉机上取来大绳，用力扔了过去。

此时，老人渐渐有了点意识，直喊腿疼。郭广
盈检查了一下，老人的腿并没有伤，可能是落水时
撞击到了腿。

郭广盈向老人询问其家人的联系方式。老人从
兜里掏出手机，由于手机进水，电话刚拨通就断了。

缓了几分钟，看老人的状态稍稍好转，郭广盈把
绳子绑在老人的腰上，他则一手抱着老人、一手抓着
绳子。岸上的群众一起用力，把二人拉上了岸。

后来，老人的家人匆匆赶来了，感谢的话一说
再说，把老人接走了。

此时，郭广盈才感到冷，他披上棉挡风被，开着
农用拖拉机回家了。

事后，有人调取了事发地附近的监控视频，仅
存的两分钟监控视频显示：落水老人命悬一线，一
个奋不顾身的身影，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跃入河
水中。

那一跳，挽救了一条生命，挽救了一个家庭，感
动了无数群众。

老人的儿媳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了郭广盈的
住址，专程前往他的家中表示感谢。

“当时婆婆去接孩子，路上不小心开到了河里，
幸亏好心人相救，现在婆婆身体已无大碍，我们一
家人都十分感激。”老人的儿媳说。

5月9日，在位于宝丰县前营乡岳坟沟村的龙兴紫砂文化有限公司，来自江苏省宜兴市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黄飞平（左）在给技
工传授紫砂壶制作技术。黄飞平是该公司总设计师，他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设计理念，相继开发出了紫砂茶具、餐具、花
盆等产品。目前，黄飞平已将户口迁至岳坟沟村，决心与该村齐心协力共同振兴宝丰紫砂。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刘剑飞张红梅

“种香菇一定得掌握技术，这就需要平时多留
心、多学习。”5月8日，谈起香菇种植，西峡县米坪
镇大庄村村民范金娜侃侃而谈，俨然一位经验丰富
的“土专家”。

然而就在几年前，范金娜还是一名香菇种植方
面的“小白”。短短几年时间，她不仅学会了种植香
菇的技术，还靠着好政策和勤劳的双手，通过种植
香菇实现了稳定增收。

2019年，范金娜的丈夫因病去世，她不仅要偿
还丈夫治病欠下的十几万元债务，承担婆婆治疗心
脏病的费用，还要养育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那一
年，她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她在镇村干部的
帮助下，按照程序申办了低保。

虽然范金娜享受到了各项帮扶政策，但她更想
通过双手让自己富起来。

经过思考，范金娜将目光落在了香菇种植上。
范金娜种香菇的第一年，由于缺乏经验，发菌率不
到正常的一半，再加上不懂管理导致出现坏袋，她
不仅没挣到钱，还贴进去了几千块钱。

但是，范金娜的信心，并没有被击垮。为了补
上“经验”这堂课，她去当地的香菇种植基地打工，
一边挣钱一边学习。后来，米坪镇将袋料香菇作为
产业扶贫的头号工程。范金娜抓住机遇，拿到5万
元的小额信贷，建起了香菇大棚。

2020年，范金娜的香菇喜获丰收，她收入了4
万多元，顺利实现了脱贫。除了香菇种植，这些年
她还享受了危房改造、产业奖补等政策。尝到了生
活的甜头，她勤劳致富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2022年，范金娜加入了村里的义务保洁队伍，
每天清晨都会把村庄打扫得干干净净。她说：

“以前大家帮我，现在我脱贫了，应该为大家做点
事情。”

现在，范金娜靠着种植香菇，一年收入8万多
元。回首过往，范金娜说：“只要人勤快能吃苦，致
富就不是梦。”

□本报记者尹小剑李振阳通讯员包龙付晓雪

在信阳茶产区，一批批新茶人逐渐崭露头
角，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同时，赋予茶产品新的内
涵。5月5日，记者走进信阳市平桥区太平山生
态茶园，了解新茶人徐浩的“新茶经”。

徐浩的父亲徐政军，和茶打了一辈子交道
——种茶、采茶、制茶。作为一名“茶二代”，徐浩
见证了父辈们的艰辛。

“茶山是我儿时的乐园，因此我对茶有着一
种特殊的感情。”徐浩说，“小时候，我经常跟着父
亲上茶山，学了不少关于采茶、制茶的知识。”

大学毕业后，凭着对信阳茶的热爱，徐浩从
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回到家乡做起了新茶
人，致力于丰富茶产品、宣传茶文化。

“我向父辈们学习了信阳茶的制作工艺，同
时，也注重借鉴其他茶人的经验，不断创新制作
工艺、增加茶产品品类。”徐浩说。

在学习、创新之余，徐浩经常思考如何让茶
园的发展迈上新台阶。经过多方考察，徐浩认
为，茶园要做优，就要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增
加科技投入，开发精深加工产品，向规模化、品牌
化、市场化方向发展。

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拓市场。在徐浩的
带领下，太平山生态茶园实施了转型升级，新建
了智能化精深加工厂。厂区涵盖生产加工车
间、全自动包装流水线、茶文化展示区、研发中
心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精确控制了生
产过程中的温度、湿度和研磨细度，确保了茶叶
的品质和口感。

同时，徐浩还积极延伸茶产业链条，利用品
牌优势，促进“茶旅融合”。“我们以茶为主题、以
茶园为载体，将茶产业与旅游业相融合，做好‘种
茶、做茶、卖茶、讲茶’四篇文章。”徐浩说。

在茶产业创新这份答卷上，许许多多像徐浩
一样的新茶人挥洒汗水、奋笔疾书。他们用年轻
人特有的韧性、热情和冲劲，为推动信阳茶产业
发展贡献着力量。

□本报记者尹小剑李振阳通讯员何婷

“广玲这妮儿，天天都把我们记挂在心上，比
我自己的孩子还上心哩！”5月10日，记者在固始
县分水亭镇采访时，提起祝广玲，没有一个老人
不竖大拇指。

祝广玲1988年出生在分水亭镇龙台村，现住
江苏省南京市。她虽然生活在异地，却对家乡的一
草一木念念不忘，一直情系故乡的发展变化、关注
家乡的弱势群体。

多年来，祝广玲帮助了多名困境儿童、孤寡
老人、困难群众等，用实际行动扛起社会责任、传
递正能量。

夏日里，她顶着烈日冒着酷暑，为分水亭镇
100余户困难群众送去落地式电风扇，让他们享
受到“夏日的清凉”。

冬天里，她不顾风雪寒冷，为200余户困难群
众送去食用油、棉被、饼干等物资，让他们感受到

“冬日的温暖”。
去年重阳节，祝广玲赞助龙台村和朱庙村举

办“重阳节关爱老人暨集体生日宴”活动，邀请两
村80周岁以上的老人欢聚一堂，并为当月出生的
老人集体过生日。

同时，祝广玲还为家乡捐款修建道路和游
园，为孩子们捐赠校服和图书。2023年，祝广玲
在全县捐款捐物价值70万元。

“我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这些需要帮
助的人，让他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和社会的关
爱，传递一些正能量，让大家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这是祝广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爱心在路上，奉献无止境。继5月8日赞助
王堂子村举办“爱心饺子宴”活动后，祝广玲还筹
划着联合南京市一家医疗机构，在本月中旬为村
里的孩子免费筛查先天性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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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豪杰

比豫丰黄兔“年龄”还小的曹宏

达，有着一颗做大产业的心。无论是

现代化的养殖场，还是对产业链条的

不断延伸和探索，他都是特色农业产

业壮大路上的参与者和践行者。

摒弃传统养殖方式，曹宏达用

标准化的养殖模式，给肉兔养殖产

业带来了新理念，这是新农人活力

的重要体现。

参与产业发展，引领产业未来，

这是新农人的职责所在，也是众多

投身农业的年轻人的初心。

返乡时，曹宏达精准地选择了肉

兔养殖、选择了豫丰黄兔，这与当地

政府推动发展特色产业的决策不谋

而合。对于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难题，

曹宏达也同样深入了解、寻求破解。

新农人不仅为产业高质量发展

带来了新希望，也带来了新活力。

我们欣喜地发现，这种新活力的快

速释放，政府相关部门、农业科研院

所都在积极助力。

新农人带来的新希望，正变成

产业发展现实。新农人带来的产业

新风，正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从放弃城里开办的公司，到返乡创业，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肉兔养殖基地，
清丰县新农人曹宏达，是绝对的佼佼者。

摒弃传统方式，选择标准化、智能化的养殖模式，曹宏达给产业带来不一样
新办法；向着产业上下游延伸，曹宏达的新思路正影响着产业未来；瞄准问题所
在，积极寻找解困良方，曹宏达眼光精准。

出生于1995年的曹宏达，毕业于信阳农林学院，是个正经的“学农人”，但
真正从事农业时，他却换了“赛道”，从园艺换成了畜牧，开始养殖肉兔。

如果按照品种选育时间计算“年龄”，曹宏达养殖的豫丰黄兔，
比他年龄还要大。

新农人与老品种的“相遇”，碰撞出了别样的精彩。

5月10日，清丰县鑫茂林农公司的
肉兔养殖场里，几十栋兔舍整齐排列，
规模不小。步入兔舍，并没有感受到天
气的逐渐炎热——这里常年保持气温
恒定。

平整的水泥地上，上下两层的钢制
笼子是兔子的小窝。如果是母兔，还会
有专门的“育婴室”，每到产仔前，母兔
会用稻草、兔毛等将其布置好。

干净的兔舍几乎没有难闻的味道，

曹宏达指了指笼子下面说：“清理粪便
都是自动化的，能够时刻保持整洁。”

这与印象中的兔舍大不相同。在
当地传统养殖户眼中，兔子这种较为泼
皮的动物，在庭院里放置笼子就可以养
殖。

曹宏达的想法更超前，“毕竟是肉
兔，入口的东西，养殖环节要更加注重。”

不仅是现代化的兔舍，养殖过程也
是重中之重。笼子边的标签上，曹宏达

详细地记录了兔子的各种信息，包括品
系、出生时间、断奶时间等。他这种精
细化的管理措施，既能够保证生产有
序，也是降低成本的有效办法。

川渝地区喜食兔肉，但曹宏达的兔
子是销往福建、广东等地的。据他介
绍，当地普遍将兔肉作为养生食材，用
量不小。“有色兔是普遍选择，豫丰黄兔
还兼具野兔的风味，深受当地消费者喜
爱。”曹宏达说。

清丰县及其周边一直有肉兔养殖
的习惯，豫丰黄兔的选育成功和推广，
曾经掀起肉兔养殖热潮。

但豫丰黄兔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
顺。

先是兔皮毛制品的走俏，让不少
养殖户纷纷改养适合皮毛加工的品
种。肉兔养殖逐渐恢复后，国外优良
品种也带来了不少冲击。

选择豫丰黄兔，曹宏达下了一番功
夫。他介绍说，豫丰黄兔是本土肉兔品
种，生长性能不弱于国外进口品种，耐粗
饲、抗病性强的特性，对养殖户更友好，
更重要的是，豫丰黄兔风味更好。

销售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曹宏达
说：“即使是价格低迷的时候，豫丰黄兔
的售价，也比一般肉兔高几块钱。”

豫丰黄兔产业，已经成为清丰县特

色养殖的支柱产业，当地政府出台了不
少支持措施。

曹宏达也有自己的办法，在当地规
模较大的餐馆里，他推出了几道豫丰黄兔
相关菜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去品尝。

“在南方，黄兔通常被做成药膳，我
们当地也开发了黄兔宴，让更多的人了
解、品尝，对产业发展会有不少帮助。”
曹宏达说。

现在，曹宏达的养殖场，已经是当
地最大的肉兔养殖基地，但他并不满足
于此。

养殖方面，新建20栋兔舍的扩充
计划已经提上日程，能够进一步增加出
栏量；饲料方面，年加工1.5万吨的肉兔
饲料厂即将投产，将进一步助力肉兔养

殖健康发展；屠宰加工已经进入规划，
未来可期……

“硬件”的不断提升，让曹宏达信心
满满，但问题他同样不回避。

多年前育成的豫丰黄兔，目前存在
品种生产性能严重退化、品系混杂等问
题，与育成初期相比品种差距明显，品

种的提升改良问题亟待解决。
为此，曹宏达与河南省农科院、濮

阳市农林科学院专家紧密对接，对豫丰
黄兔品种进行提纯复壮，恢复、提高生
产性能。他希望从品种、养殖技术上寻
求新突破，为豫丰黄兔产业进一步健康
发展奠定基础。

新办法 标准化智能化养殖

新思路 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新方向 瞄准问题寻求突破

年轻人给产业发展带来新希望

5月1日，林州市五龙镇泽下村，该市农业农村局
干部秦顺利与来此放蜂的七旬养蜂人王栓锁交流、探
讨采蜜的技巧。王栓锁是五龙镇碾上村农民，30多岁
起就开始尝试养蜂，哪里有花开就往哪里赶，他养殖的
蜜蜂也从当初的一两箱发展到现在的300多箱。

毕兴世 摄

采访手记

脱贫户变成“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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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创新工艺 开发新品
信阳新茶人徐浩念活“新茶经”

心中有爱 驰而不息
固始“80后”女孩一年捐了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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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政策和双手，西峡农民
范金娜种香菇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董豪杰文/图

向向““新新””而行而行 智能养兔智能养兔
清丰新农人曹宏达返乡创业清丰新农人曹宏达返乡创业，，发展成当地最大的肉兔养殖基地发展成当地最大的肉兔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