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焦宏昌 通讯员 田冰 段远鸿 文/图

“通过发展养鸭产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已增

加到185500元，每户困难家庭在合作社的务工年

收入达3万多元。”5月 20日，在杞县运航养殖专

业合作社，杞县邢口镇孟庄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

负责人何运行向记者介绍道。

何运行担任孟庄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村民

发展养鸭产业，让大家走上了特色养殖致富路，该

村也成了当地有名的养鸭专业村。

2012年，何运行辞职返乡创业。经过考察学

习，他决定先建1座鸭棚，养了3000多只鸭，当年获

益10万多元。2013年开春，何运行加大投资力度，

又建了12座鸭棚，并注册了杞县运航蛋鸭养殖合作

社，资产规模达700余万元，年销售额3360万元。

“养殖蛋鸭成功后，如何能把蛋鸭养殖产业做

大做强，带动俺村和周边父老乡亲致富，成了我的

梦想。我到上海、北京、杭州等地调研，学习先进经

验，决心走集约化发展的模式，带动更多村民通过

养殖蛋鸭增收致富。”何运行暗暗下定决心。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在何运行引领

下，孟庄村党支部通过‘五星’支部创建，建设投产

了鸭蛋深加工项目，生产咸鸭蛋、松花蛋、烤鸭蛋、

咸鸭蛋等多个延伸产品。

同时，何运行积极探索农民增收新办法、新途

径，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确定发展模式。积

极按照上级给予的各项惠民政策，采取“公司+农

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周边村民养鸭致富。二是免费

提供帮扶。对有养殖蛋鸭意愿的村民，免费提供养

殖场地、饲料、兽药、鸭苗，保障村民的养殖效益。

三是带动困难户务工。通过村“两委”引导困难户

到养殖基地务工提高其收入水平。

“嘎嘎”叫响一个村

杞县孟庄村党支部书记何
运行成立蛋鸭养殖合作社，采
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带
动村民养鸭致富，使该村成了
当地有名的养鸭专业村

何运行在给鸭蛋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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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都君 谷东懋 文/图

丰收五月，瓜果飘香。“头茬瓜马上就要成熟

了，我们已经开始联系采摘销售，欢迎广大市民前

来采摘。”5月 15日，走进安阳市龙安区龙泉镇高

北河村产业基地的种植大棚，空气中弥漫着怡人

的清香，翠绿的藤蔓上挂满了羊角蜜甜瓜……龙

安区编办派驻高北河村第一书记原征一边查看甜

瓜长势一边对笔者说。

村里党员活动室焕然一新，蔬菜大棚建起来

了，村里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2023年，高北河村发生了大变化，这些变

化得益于第一书记原征的不懈努力。

原征到龙泉镇高北河村任职后，扑下身子走

进群众，在大棚经济上做文章，使大棚经济成为群

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原征争取派驻单

位支持，立足村情，通过成立合作社，让村民入股

的方式，按照种植规模化、管理规范化和产销一体

化发展要求，带领村民发展羊角蜜、吊瓜、小西红

柿、甘蓝等特色农产品种植产业。目前，特色种植

已带动村内30余名村民就业，预计年底实现村集

体收入50余万元。

为尽快让群众获利，原征利用休息之余，积

极联系各种销售渠道，并推动派出单位团购，去

年实现大棚盈利26万元。“在原征书记的帮助协

调下，我们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高标准搭建种

植大棚18座，共占地面积33亩，并与北京新发地

批发市场、安阳市实验幼儿园等多家单位签订绑

定协议。大棚特色种植既能带动村民增收分红，

又可壮大村集体增收。”高北河村党支部书记王

秋顺说。

“大棚里的‘羊角蜜’有绿宝、博洋9、博洋 61

三个品种，全程采取无公害种植，生产的‘羊角蜜’

糖度更高、皮更薄、口感更清脆。近期就能采摘上

市了，价格和产量都不错。后续大棚还会有小吊

瓜、番茄陆续上市，我们村的大棚全年都有果蔬

卖。”原征自豪地说。

驻村书记做好大棚经济文章

安阳市龙安区编办派驻高
北河村第一书记原征，在大棚经
济上做文章，使村里高标准建成
大棚18座，全年都有果蔬卖，实
现了集体增收、村民家门口就业

原征在大棚里忙碌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郜敏 青俊

勘界、测量……5月 7日，一大早，张运振再次来

到太康县板桥镇业寨村张庄自然村村民张某杰兄弟

三人的家里，为三兄弟丈量起宅基地。

今年64岁的张运振是业寨村村民义务调解员。半

月前，因盖房出路问题，张某杰三兄弟闹起矛盾纠纷。

张运振了解情况后，主动介入，为三兄弟断起了“官司”。

张运振早年在太康县化肥厂上班，下岗后在村

里创办农机服务合作社。2001年，业寨村第一村民

组集资安装路灯，可每月的电费却成了问题。张运

振知道后，主动为该村民组承担起每月 200元的路

灯电费。而这一付就是15年。

业寨村下辖4个自然村1500多口人，日常邻里矛

盾、婆媳纠纷等鸡毛蒜皮的琐事时常发生，为帮村民调

解矛盾纠纷，1992年，张运振在村里当起了村民义务调

解员。调解公道正派，做事为人热情，渐渐地村里大事

小情都找他调解。

从事30多年的人民调解工作，张运振总结出了

自己的“三知调解”工作法，即知情、知点、知规，先了

解事情来龙去脉，耐心安抚村民情绪，向其详细解说

相关法律法规，再通过面对面、背靠背、亲情牌等方

式，及时调和双方矛盾。32年来，张运振已为村民解

决婚姻、土地、赡养等各种矛盾纠纷2000多件，受到

当地村民和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称赞。

“老话说千年隔亲万年隔邻，远亲还不如近邻，更

何况你们还都是亲兄弟，有个啥事不能相互帮助呢！”

4月 19日，张运振接到张某杰三兄弟的矛盾调解诉

求后，经过走访、询问，捋清了三方矛盾根源，随后以

“亲情”为切入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过反复劝

说，张某杰三兄弟最终握手言和。

不只是矛盾调解，几十年来，做公益也是张运振

雷打不动的工作。捐资助学，为村里70岁以上老人

每月发放200元红包，定期看望敬老院孤寡老人，让

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今年34岁的吴贝（化名）是太康县逊母口镇东村

人，也是张运振资助过的众多学生中的其中之一。

2013年，吴贝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教育学院。考上

大学本是一件喜事，可是由于一时拿不出5000多元

的学费。正当吴贝和家人为学费发愁之际，张运振来

到了她的家里：“孩子，上大学的费用我全包了，你只

管好好上学就行了。”学费、生活费每年一万五千元，

就这样，张运振一直资助到吴贝大学毕业。

为帮助更多学生完成学业，张运振又联合太康县

20多名爱心人士，成立爱心助学公益组织，每年捐资

50万元，帮助1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上学。据

统计，目前，该爱心助学公益组织已帮助1000多名学

生完成学业。

别看张运振做公益如此大方，但他生活却很节

俭，一件衣服穿了好多年。一双皮鞋补了又补，总是

舍不得丢掉。

有人问张运振：“不愁吃穿，整天忙着给别人调解矛

盾纠纷、做公益，图个啥啊？”听了问话，张运振淡淡一笑

说：“我是一名党员，啥也不图，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本报记者 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 王凯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公布2024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睢阳鸵鸟”荣登榜单。

5月 17日，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

江集村邓轩鸵鸟养殖基地负责人邓国

营提着满筐的牧草走进鸵鸟棚，鸵鸟

群顿时躁动起来，一个个瞪大眼睛、迈

开长腿迅速向邓国营聚拢，争先恐后

抢食的样子十分憨萌。

据了解，“睢阳鸵鸟”养殖区域主

要分布在高辛镇江集村和张陈庄村，

邓轩鸵鸟养殖基地是最大的一个。

前些年，邓国营一直养羊，因同质

化竞争激烈，获利能力不断下滑且不

稳定。20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邓国

营发现养殖鸵鸟利润高、前景好。经

多方考察、学习，2021年，邓国营正式

投身鸵鸟养殖行业，投入20余万元打

造了约8000平方米的鸵鸟养殖基地，

购买了200只鸵鸟幼雏，开启了特色

养殖之路。

“鸵鸟浑身上下都是宝，羽毛、肉、

蛋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饲养也比较

容易。”邓国营说，每斤鸵鸟毛400元~

500元、每斤鸵鸟肉约50元、每枚鸵鸟

蛋120元~150元，一只成年鸵鸟每年

能产蛋40枚~80枚。2023年，基地营

业额约300万元，纯利润20多万元。

“家人们，对养殖非洲鸵鸟有啥问

题的，可以打在公屏上，主播会一一解

答”“如果你对鸵鸟养殖感兴趣，请给

主播点个关注”……一有时间，邓国营

的妻子李素贞便在鸵鸟棚里进行直

播，吸引了很多想养鸵鸟或购买鸵鸟

蛋的网友关注。

据邓国营介绍，基地主要通过

“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销售，大部

分客源是通过短视频引流来基地实

地考察并最终达成合作的。粉丝口

口相传，销路越来越宽，目前产品供

不应求。

邓国营谈及基地的发展规划时

说，准备办理禽畜屠宰许可证，延长

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带动更多农户

通过鸵鸟养殖增收致富。另外，他

打算依托养殖基地打造鸵鸟观光

园，吸引游客通过给鸵鸟喂食、与鸵

鸟赛跑等项目，近距离体验与鸵鸟

互动的乐趣。

“目前，我们正在推行‘公司+农

户’的庭院经济发展模式扩大鸵鸟养

殖规模，带动更多农户通过鸵鸟养殖

实现增收。”高辛镇镇长李良杰说。

□王都君原金贵

5月 20日，走进汤阴县伏道镇西

水磨湾村汤阴县喜艾艾草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艾草基地，绿油油的艾草

已经长到齐胸高了，马上进入收割黄

金期。

“九头仙艾（汤阴北艾）叶片厚实

如鹅掌，细看它有9个叶尖……”站在

艾草基地的地头，该合作社负责人张

平希，正在向一群媒体朋友介绍九头

仙艾的外形特点以及其奇特的药用价

值。讲完之后，张平希将那片艾叶放

进自己上衣口袋里，没舍得随手扔掉。

在艾草基地的最南边，张平希的

爱人元青娥，带领几名村民正在用手

拔艾草，然后100株一捆捆好准备外

销。原来，一位外地的乡镇干部准备

在他们那里发展林下经济，慕名来到

这里，先购置几万株试种，成功的话再

大量引进发展。

“对这片艾草的感情，就像对自己

的老婆一样。”50多岁的张平希憨憨

地一笑，显得非常可爱。其实，对待这

片110多亩的艾草，他更像是对待自

己的孩子，总有操不完的心。

17岁时，张平希就开始外出跑运

输，由于常年辛苦奔波，患上了腰部疾

病。2015年在家休养时，在一家中医

艾灸馆经过艾灸治疗，疾病痊愈。从

此，他和艾草结缘。适逢当地政府开

始鼓励村民种植艾草，张平希从2016

年开始种植，并逐渐扩大种植规模。

谈起艾草种植的收入时，张平希

实话实说。正常年景，除了其他开支，

三茬艾草年均收入 20万元左右。每

年支付村民打工工资占去一半，落到

自己手里有10万元左右。“到收割季

节，根据村民劳动强度不同，每人每天

能挣 50到 100元不等的工资。”张平

希说，“每当看到村民数钱时欣慰的笑

容，我也特别开心。”

据了解，由于种植艾草并不比种植

传统农作物收入高多少，周边一些艾农

又转向种植小麦、玉米。“因为热爱艾

草，九头仙艾又是国家艾草领域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我还要坚持种下去。

也希望政府能给予艾农更多的政策支

持。”望着绿油油的艾草，张平希再次憨

憨地一笑。

特色养殖“鸵”宽致富路

张平希的艾草情结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郜敏 丁文焕

“这些绿化树都是尚医生捐赠的，

大家栽种时一定要认真，回填土要踩

实。”5 月 13 日，在太康县常营镇街

头，该镇党委书记江海洋一边种树一

边叮嘱大家要将树苗栽好、种活。

江海洋口中的尚医生名叫尚凯，

是太康县济民骨科医院院长。尚凯的

父亲是一名“中国好人”，也是骨科医

生，从医一辈子，公益做了一箩筐：建

小学、修道路，关注孤寡老人、捐资助

学……受父亲影响，尚凯从小就在心

中埋下了公益的种子：“等将来我事业

有成后，一定像父亲一样为社会多作

贡献。”

为实现自己的承诺，尚凯刻苦学

习，200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新乡医

学院临床医学，5年后进入济民骨科医

院工作。在医院，尚凯勤于钻研，对技

术求新求精，渐渐地，他从一名“小医

生”成长为患者眼中的骨科“大专家”。

事业有成后，尚凯开始用行动兑

现自己的承诺，捐资助学、免费义诊、

关爱老人和留守儿童……10多年来，

他的德行善举温暖了无数群众。

2021年 7月下旬，河南多地遭遇

特大暴雨，为保证沿河村民的生命安

全，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扶沟、西华等

地部分群众按要求撤离避险，位于常

营镇的济民骨科医院成了首选避险

地。为安置避险群众，尚凯安排医院

腾出住院部一个楼层，让2600余名避

险群众在此居住，并为他们提供食宿、

诊疗、防疫等服务。同时，尚凯还倡导

医生为灾区捐款捐物近20万元。

为改善人居环境，前不久，尚凯又

拿出10万元积蓄，采购了数千棵绿化

树，捐赠给常营镇栽种。在济民骨科

医院和常营镇数十名工作人员的辛勤

劳作下，一排排新植的绿化树迎风矗

立，传递着生机与活力。

“作为本土一家骨科医院，有责任

和义务为家乡的人居环境建设和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希望通过这次捐赠

行动，带动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参

与到家乡人居环境整治、乡村绿化美

化等工作中，为推进绿美常营生态建

设贡献力量。”尚凯说。

医生尚凯

德行善举温暖身边人

太康县业寨村义务调解员张运振，32年为村民调解矛盾纠纷，并发起成立爱心
助学公益组织，帮助1000多名学生完成学业。有人问他“图个啥啊？”他说——

“啥也不图，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头雁”领航 振兴加速

夏邑县荆庄村党支部书记王
小兵试种大棚西瓜成功后，带领村
民共同种植西瓜致富，并为村民提
供瓜苗培育、技术指导等服务，被
村民亲切地称为“西瓜支书”

□本报记者 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 韩丰 张壮伟

提起“西瓜支书”，在夏邑县骆集

乡十里八村无人不晓，他就是荆庄村

党支部书记王小兵。

5月 15日，走进荆庄村的西瓜种

植大棚基地，绿油油的瓜藤爬满一地，

一个个浑圆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叶之

中……王小兵在瓜田里往来穿梭，采

摘、分拣、装车，忙得不亦乐乎。“我今

年种了16亩西瓜，每亩收入2万块钱

左右，这一季产值30多万块钱。”王小

兵一边忙着采摘西瓜，一边向记者介

绍。

王小兵于 2018年换届时当选荆

庄村党支部书记。作为一名党支部书

记，带领群众致富是他义不容辞的责

任。2019年，他拿出家中所有积蓄15

万余元，流转农户 10亩地，先在村里

试验种植大棚西瓜。王小兵聘请1名

专家做业务指导，从大棚建设到播种、

育苗、栽植、施肥，每一个环节都在专

家的指导下亲力亲为，全面掌握技术

要领。终于盼到西瓜成熟，为搞销售，

他利用“夏邑西瓜”这一“金字招牌”，

联系外地客商，西瓜卖上了好价钱，他

也因此落了个“西瓜支书”的称号。

为了推进荆庄村规模化、标准化、

品牌化种植，带动更多村民致富。每

当农忙季节，王小兵带领村干部主动

为村民提供瓜苗、农药、化肥等方面的信息，帮助

解决育苗和种苗难题。同时，他还组织开展田间

观摩活动，为农户提供西瓜种植各环节现场教导，

以严格的行业标准示范带动各农户规范化种植。

“我之前在外面打工，也没有赚到多少钱，现

在在家种西瓜比在外面打工好多了，种植上有什

么问题，王书记都会亲自到田间指导。今年我家

种植的15亩西瓜现在已经陆续上市，我的收入提

高了，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村民何志伟说。

“荆庄村在王书记的带动下，特色产业不断壮

大。”骆集乡党委宣传委员黄二巧说，“该村除了西

瓜，还有黄瓜、梨、苹果等蔬果。”

除了好收益，大棚种植还解决了村民的就业

问题。“种西瓜这活不累，每月至少能挣 2000多

元，而且离家近能照顾孩子，我很满足。”正在大棚

内忙着采摘的村民王大侠说。

今年，荆庄村种植西瓜 200 余亩，正在陆续

上市。大棚西瓜成为当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的“甜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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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丰收，王小兵很是开心 韩丰 摄

5月 25日，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村镇河南龙陕山果贡天下农业公司经理曹建
兵（右）正忙着为果子套袋。曹建兵是当地有名的果树大王。近年来，在他的示范带动
下，该镇苹果种植达5万余亩。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