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王化远 李玉荣

6月3日，在正阳县大林镇涂楼村涂楼坝水库珍珠养

殖基地，珍珠蚌借助浮瓶在水面一字排开，在阳光照射

下格外耀眼，基地负责人朱壮志正带领工人对珍珠蚌进

行管护。

珍珠养殖是人们根据珍珠蚌能分泌珍珠质形成珍珠

的生理机能，在珍珠蚌的体内植入细胞小片，经过一定时

间养殖培育出珍珠。所以，珍珠养殖是项技术活，接种、

取珠等核心过程都需要耐心细致。

涂楼村位于淮河北岸，水资源丰富，被誉为“豫南水

乡”“北国江南”。涂楼村边有座水库，被返乡创业的村民

朱壮志看中。今年，他利用水库优势，养殖珍珠蚌300亩，

吸纳部分村民就近就业。

46岁的朱壮志说，他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才敢人工

淡水养殖珍珠蚌。为此，他从浙江请来了技术人员全程

指导，在安装浮漂、珍珠网箱以及养殖过程中，都是由从

湖南请来的专业工人进行操作。

“到年底，就可以把已制取的细胞小片，插入珍珠蚌外

套膜的结缔组织。”朱壮志介绍说，“这样可使小块的结缔组

织与外套膜的结缔组织相愈合，外表皮细胞形成珍珠囊，分

泌珍珠质而形成珍珠，一般需要养殖3年才可取珠。”

养殖珍珠蚌对水质的要求极高，有“育成一池优质

蚌，首先管好一池水”之说，养殖过程中要根据育珠蚌的

不同发育期，采取不同的水质调节措施。同时，要水流通

畅、水温适宜，氧气含量丰富，饵料（浮游生物）繁盛。在

这样的环境中，育珠蚌的新陈代谢旺盛，分泌珍珠质的能

力强，伤口愈合快，细胞小片不易死亡。在养殖过程中，

一定要管理得当，预防蚌病等问题发生。

“我们这个养殖基地，集养殖、加工、销售等功能于一

体。”朱壮志说，他将把收获的珍珠加工成珍珠项链、珍珠

饰品、珍珠粉、化妆品等，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陈鹏旭

6月 4日一大早，在位于鲁山县西穆路的买三民食品

加工厂直营店门口，买三民全家齐上阵，忙着为环卫工人

盛胡辣汤。从早上6时许忙到将近8时，买三民将一大桶

胡辣汤分发了出去，共盛了200多碗。

环卫工人一边津津有味地喝着胡辣汤，一边吃着店主

赠送的馒头。“我喝了两碗，吃了一个馍，味道真是不错，明

早我喊喊一块儿干活的师傅都来尝尝。”环卫工人马金坡

用完餐后高兴地说。

今年58岁的买三民，曾在鲁山县琴台街道爱民社区

干了12年的党支部书记。其间，他带领社区居民发展肉

牛养殖、整治人居环境，受到居民们的好评。2022年年

底，买三民因年龄、身体等原因辞职创业。

买三民的祖上四代人都是开饭店的，掌握着秘制黄焖

肉技艺。近年来，凭着这项技艺，买三民的饭店和他做的黄

焖肉，还获得过“中华餐饮老字号”和“河南名吃”的殊荣。

买三民发现，尽管传统特色小吃在线下卖得火爆，但在

鲁山很少有人做线上销售。闲不住的他说干就干，很快办齐

了各种手续，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协助下精心选址，投资数

百万元创办了一个年产能30多吨的民族特色食品加工厂。

“为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想着在尽一点社会责任的

同时，也让特色小吃的品质经过口口相传得到更多人的认

可。”买三民说，他打算为环卫工人免费提供一个月的早餐，

前几天是胡辣汤，中间几天供羊杂，最后几天供黄焖羊肉。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郭明远

6月 3日上午10时许，在宝丰县石桥镇田庄村，63岁

的村民田喜成看到周边邻居都已经开始收麦，便戴上草

帽，骑上三轮车，径直去村南的责任田，看看那块地的麦子

熟不熟。

此时，村南地边的大树下早已站满了人，看着麦穗被

晒得低着头，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今年的收成。见田喜

成走来，邻居胡军强高兴地对他说：“您瞅瞅，咱这块地的

麦都熟透了，志愿者正与县里的农机服务热线联系，为咱

要机器哩！”

抬眼望去，一位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打电话：“我

们这里有120亩地，都已熟透，需要两台收割机……”

不一会儿，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如约而至，在树下等

待的村民们立时沸腾了起来。

收割机奔驰在金黄的麦田里，一户挨着一户地收割。

十几分钟后，田喜成的两亩小麦就收割完了。看着金灿灿

的麦粒从收割机舱门倾泻而出，“哗啦啦”流进了三轮车的

车斗里，田喜成老汉心里美极了。

“大叔，搂草机、打捆机、旋耕耙、播种机，我已经联系

好了，马上来。我找两个人，帮您先回去摊摊麦，记着，来

时带上玉米种！”红马甲是田庄村的包村干部杜法奇，他

乐呵呵地对田喜成说。

去年，田喜成用收割机割完麦后，同家人顶着太阳，花

费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把这两亩地的麦秸秆收拾完。今

年，有了拾掇麦秸秆的新机器，确实是个好事，但不知道收

费不收费，便问：“拾掇一亩地麦秸秆，多少钱？”杜法奇说：

“免费的！”

田喜成一脸疑惑地问：“大热天，人家出车、出人、出

力，还免费？”杜法奇说：“他们把这些麦秸秆都卖给了养殖

场，做饲料用！”田喜成恍然大悟。

“这样的机会，说啥也不能错过。”说罢，田喜成急忙骑

着三轮车回去，在两位志愿者的帮助下把麦子摊好，又急

匆匆带着玉米种回到了地头。

偌大的地块里，收割机在一侧收割。火辣辣的太阳

下，收割完的十几亩麦地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金黄色的

麦秸秆。另一侧，搂草机、打捆机和旋耕耙、播种机正在忙

活。前面的搂草机把麦秸秆拾掇成了笔直的一行行，后面

的打捆机把一行行麦秸秆吞进去，不时从舱门蹦出一个个

方方正正的麦秸捆。几名壮汉正跟在后边把一个个麦秸

捆往三轮车上装。腾出的麦茬地上，前面是旋耕耙对麦茬

地旋耕，后面是播种机在播种。一条龙式的机械化抢收抢

种的“神”操作，把田喜成看呆了。

“大叔，把玉米种给我！”这时，田喜成才回过神，慌忙

把玉米种递给杜法奇。十几分钟后，田老汉的2亩地被耩

上了玉米种。田喜成家村南的这两亩地，从收到耕到种，

前后不足2个小时。

过去，到了收麦时节，农村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齐上阵，

手割、肩扛、车拉……忙得筛子簸箕乱动弹，过个麦季，少

说也得折腾十天半月。现在，从割麦到收麦秸秆，再到旋

耕地、耩玉米，全部机械化，几天甚至几十分钟就麦罢了，

田喜成觉得这一幕幕像是神话，自己也仿佛是做梦！

想着想着，田喜成嘴角漾起了甜甜的微笑，感慨地说：

“农业机械化真好！省时、省力、效率高，等收罢秋，俺也流

转100亩地，就种庄稼！”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宋仁志 袁冰洁

6月5日，芒种时节。

记者来到南乐县近德固乡睢庄

村，放眼望去，到处是丰收的景象。走

进村民孙怀民的麦田，发现与其他麦

田有些不一样：麦穗小一些，麦粒黑一

点儿，麦田里还有不少青草。

同样的土地，这块麦田的麦子为

什么长得“孬”一些？孙怀民笑着解答

记者的疑惑：“我种的是绿色有机小

麦。别看长得孬，但是身价高。”

何谓绿色有机小麦？

就是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用除

草剂的小麦，真正的无公害产品。

这样的绿色有机小麦，孙怀民今

年种了92亩。

孙怀民告诉记者，2022年，近德固

乡党委、乡政府向种植户提出尝试种

植绿色有机小麦的倡议，不施化肥、不

打农药、不用除草剂，除了用农家肥

外，让小麦自主生长。

“当时有些想不通，这样的小麦能

增产吗？即便种出来品质好，会有人

要吗？谁知道你是绿色有机小麦？但

是既然乡里倡议，咱又是鑫农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社员，就带头种点儿。”孙

怀民说，种植后想不到效果还不错，因为价格高，总体收

益比使用化肥的小麦要高很多，今年就扩大了种植规模。

乡里为什么要号召农民种植绿色有机小麦呢？“这是

乡党委、乡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并让消费者吃到更好农

产品而进行的一次探索。”近德固乡党委书记王彦强说，

“一开始村民想不通，有些不愿意种，2022年种了30亩，

2023年扩大到50亩，今年全乡共种了150亩。”

孙怀民今年种植的92亩绿色有机小麦，种子依然是

前些年种植的新麦328。孙怀民说，事实证明，不施化肥、

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小麦的长势比施化肥、打农药的

是差一些。

今年，孙怀民种的绿色有机小麦亩产量在 450公斤

左右，而施化肥、打农药的小麦亩产量则在650至 700公

斤，同时绿色有机小麦的种植成本也高一些。“一亩地平

均用3立方米鸡粪，1立方米鸡粪价格为100元，光这就花

费了不少。”孙怀民说，“不仅如此，地里的草长得也很快，

今年请人薅草就花了6000块钱！”

产量少，成本高，品相不好，那种植效益在哪里呢？

孙怀民说了三个字——价格高。他介绍，今年市面上小

麦价格大概在每斤1.2元，但鑫农种植专业合作社对绿色

有机小麦的收购价是每斤最低2.5元。这样算下来，种植

绿色有机小麦，他每亩地能多挣三四百元。

这么好的小麦，会不会留点自己吃？孙怀民说：“我

想留都留不了，合作社在村里建有仓库，小麦一收割，不

用我操心就给拉到仓库去了。”

鑫农种植专业合作社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绿色有

机小麦，通过拉长产业链，制成了面条、面粉，销售前景很

好，光南乐县都不够卖，今后还要增加绿色有机小麦的种

植面积，扩大面条、面粉的生产规模。

“明年还打算种绿色有机小麦不？”记者问孙怀民。

“当然要种！”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随后又补充一句，

“能挣钱，谁不种谁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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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新农人王二虎打通农业社会化服务全过程尉氏新农人王二虎打通农业社会化服务全过程

每一个脚印里都藏着汗水
采访手记

6月5日，在民权县人和镇岗河沿村西瓜大棚内，瓜农路凤
霞向人们展示她种的“瓜王”。今年45岁的路凤霞与丈夫一起
种植西瓜13年，是当地有名的种瓜能手。今年她种植了35座
大棚西瓜，并带动群众种植了20多座大棚西瓜，每座大棚收入1
万余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宁津瑜 摄

6月4日，尉氏县机手减损大比武

现场，整齐的大块儿麦田是机手们的

最爱。一季的收获就看最后的收割，

颗粒归仓既是种植户的期盼，更是机

手的承诺。

王二虎登上收割机，调整好坐姿，

检查过机器，静待启动。

“比赛开始！”一声令下，王二虎的

收割机轰鸣起来，现场烟尘四起。调

整割台、前进、掉头，麦田里留下整齐

的麦茬，如同在田间作画。

王二虎成绩不错，对于农业机械他

很拿手。十年前返乡时，靠着一台先进

的玉米收割机，他成为十里八乡的名人。

“玉米还能用机器收？”种植户的疑

问变成了王二虎和收割机的回头率。

“那时候刚回来，也不知道该干

啥。”王二虎回忆说，整天往田间地头

跑的他发现，当地种植户在玉米收获

时，还没有合适的机械。

找准了需求，也就找到了商机。王

二虎果断购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先进的

玉米收割机，开始为当地种植户服务。

王二虎的想法跟种植户的需求对

接上，路子对了！

“那时候确实累，一到忙的时候，

一天到晚都在操作机器。”王二虎说，

他可以操作所有农用机械，并且练就

了一套绝技：哪里链条断了，他能听出

来；哪里漏油了，他能闻出来。

尝到农用机械的甜头后，王二虎

开始组建农机队伍，在服务种植户的

过程中，自己也办起家庭农场，流转土

地搞种植。

农机具不断增加、种植技术不断精

进，王二虎专门成立了农业社会化服务

公司，以现代化的企业参与农业生产。

王二虎的办公场所门口，分别挂

着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社会化服务公

司三块牌子，这是他农业发展路上，最

好的诠释。

“无论是农机队伍，还是家庭农

场、合作社，其实都是比较松散的，但

成立公司后就不一样了，有员工、有章

程，更加正规。”王二虎说。

这也对王二虎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公司十几名员工如何管理？

王二虎说：“目前主要是保证员工

有活儿干、有钱赚，下一步要尝试工资

加绩效、分红等形式，进一步降低管理

成本，提高效率。”

年少时外出打工，三年便成了最年轻的主厨，而后
顺利成为行政总厨。这是王二虎奋斗的第一个“十年”。

第二个“十年”，王二虎更换“赛道”，从一台玉米收
割机起步，逐渐发展为家庭农场、合作社、社会化服务公
司。返乡创业的王二虎，扎根农村、深耕农业，走出了一
条别样的新路子。

瞄准需求、把握市场、精准把控每一个环节，王二虎
的农业发展路，随着传统经验被精准数字代替，越来越
精细，也越来越清晰。

□本报记者 董豪杰

返乡的门外汉，用十来年时
间，变成了农业“土专家”。这一路
走来，王二虎不急不躁，稳扎稳打。

从一台收割机到固定资产
1500 万元，王二虎的成功源自对
农业发展、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
握，更来自对每一个细节的计
算。前者决定了是与否，后者则
关系着好与坏。

由小变大的过程中，对农业、对

粮食生产的不断剖析，对每个环节
不断精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持
续发力在增加产出、减少成本两个
关键点，是王二虎成功的关键。

农业不是简简单单地耕种管
收，这是很多农业人失败的经验
总结。看似粗犷的农业生产，每
一个细节都能左右结果，甚至决
定成败。

农业社会化服务这条新“赛
道”，给广大新农人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不单是先进技术的落地，还有思

路的不断开阔，在规模不断扩大的
时候，还要提高经营管理能力。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升级”，
而是全方位的提升。

把农业当成事业，这是一条
一直向上、前途大好的路，如何一
步一步向前走、向上走，考验着新
农人的决心、恒心和毅力。

高素质农民的“高”，到底体
现在哪里？顺着他们的足迹，不
难发现，发展路上的每一个脚印
里，都藏着汗水。

无论是种植粮食，还是服务种植

户，收益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去年秋季，玉米密植高产新技术

的应用，让王二虎在当地名声大噪：玉

米亩产超过 800公斤，不仅创造了当

地纪录，也一举夺得高产冠军。

玉米密度增加至每亩 6300 株，

选择适合的品种、水肥跟上、病虫害

防治做到位……在当地种植户备受

锈病困扰的情况下，王二虎的玉米却

健康生长，晚收 20天左右，产量大大

增加。

今年，王二虎准备把自己的高产

经验传授出去，让更多种植户受益。

在王二虎眼里，高产只是提高收

益的一个方面。作为流转 1000多亩

耕地的种植大户，成本的控制也十分

关键，“节本就是增效”。

小麦玉米轮作条件下，王二虎精

细地计算出了每一个环节的成本，从

种子播量、价格，到药剂种类、打药次

数，再到收获、耕作费用，他得出每年

每亩的成本在900元左右。

比较难把握的是灌溉，每年降水

量不同，浇水次数有所差别，但具体到

人工、电费、水量等每次灌溉的花费，

王二虎倒是门清儿。

每一项，王二虎都能精准地分析

出价格，这让他在种植和服务过程中

不是糊涂账。

这本账，王二虎算得清楚，也考虑

周全。“基本上是按照高产稳产的一套

模型，来确定每一个环节的事项，正常

情况下，肯定能获得高产。”

成立公司后，对于经营管理账，王

二虎也不敢马虎。公司的机手，基本

上能操作所有的农用机械，这让员工

的工作能够持续。除了耕作自己的农

田和服务周边的种植户外，王二虎的

公司还远赴全国各地，开展农机服务，

不断拓宽市场。从南到北，每年的服

务面积超过10万亩次。

种得好、效益高，王二虎在服务其

他种植户时，也底气十足，甚至可以复

制和推广完整的高产稳产技术。

6月3日，尉氏县张市镇高庄村的

王建设刚收完 6亩多小麦，就马上拉

到王二虎的天星园农业公司。过磅、

去皮、检测杂质水分，一套流程下来，

卖了 9200多元。王二虎用验钞机仔

细验过钱，连同零钱一并交到王建设

手里。

无论是仓库还是院子，都显得有

点凌乱：正在扩建的仓库，外边尚未硬

化完毕；院子里放置着巨大的钢铁架

子，这是马上就要安装的烘干塔；财务

室内，排队领钱的农民围了不少……

“没办法，这段时间一直在忙。”

王二虎说。哪怕是在“三夏”大忙的

时候，公司不断添置的“硬件”也没有

耽误。

合作社的农资店里，种子、农药、

化肥等产品一应俱全；农机库里，从拖

拉机、收割机到灌溉机械、植保无人

机，粮食种植所需的机械设备统统不

缺；正在扩建的仓库和马上安装的烘

干塔，补上了最后一环……

120多台（套）农机具，让王二虎

可以在粮食生产的任意一个阶段，都

能够提供相应的服务。

在一台一人多高的卷帘式灌溉设

备前，王二虎说：“这个可是好东西。”

耕种收的机械化，大大降低了粮

食种植中的人力投入，病虫害防治也

有了先进的植保无人机帮忙，唯独灌

溉是短板。

王二虎介绍说，田间需要浇水时，

只需要把机器运至田间，连接水井、安

装妥当，就可以实现自动化灌溉，效率

提高不少，人力成本大大降低。

不光是灌溉设备，王二虎选择农

用机械都有自己的考虑：拖拉机要买

大马力的、播种机械必须适用不同需

求、无人机要不断更新换代……

王二虎说：“我们服务的不少是种

植大户，相较普通种植户来说，他们的

需求更高，要求效率，也要求效果。”

现在，种植过程中的问题，王二虎

用不断更新各类农用机械“对症下

药”。前端有农资产品，后端有烘干、

收储，不断延伸的链条，让王二虎可以

满足种植户的所有需求。

挂上三块牌 新农人不断进阶

算好一本账 数字里藏着效益

串起一条链 打通服务全过程

了解更
多内容请扫
二维码

食品厂老板买三民免费提供早餐一个
月，让特色小吃口口相传

相较普通小麦，孙
怀民种植的绿色有机小
麦投入更多、产量较低，
但价格却翻了一番。算
下来，他每亩能多挣三
四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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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一池优质蚌
首先管好一池水
正阳农民朱壮志养蚌育珠有经验

从收麦到种秋不足两小时
宝丰田老汉轻松过“三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