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辞职创业 返乡推广优质高产水稻品种

□许金安 任费伊 朱海丽

万安山色秀，瓜果正飘香。洛阳

市万安山脚下的伊滨区寇店镇水泉

社区大谷关采摘园迎来丰收季。

“捡大的、红的摘！咱的桃不打农

药、不上化肥，‘喝’的是山泉水，品质

绝对有保证！”7月13日上午，44岁的

采摘园负责人杨占立笑着招呼游客。

曾经，杨占立因电商销售婴幼儿

鞋帽火爆而名声在外；如今，他种桃

子、卖桃子，轻车熟路地将电商营销

运用其中，照样火爆。

杨 占 立 一 家 曾 在 上 海 发 展 。

2011年，他们回到伊滨，组织富余劳

动力手工编织婴幼儿鞋、帽、围巾，当

起了淘宝店主。

2019年9月，杨占立看到社区有

闲置荒地，便萌生了复耕、种果树的

想法。

说干就干。杨占立先后赴陕西

省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和宜阳县花

果山乡，学习果树种植技术及果园管

理经验。当年年底，带着对农业的憧

憬和向往，杨占立流转了 50亩集体

荒地，开启了“果园梦”。

创业维艰。第一年，天气干旱，

杨占立冒着酷暑配备了灌溉系统。

洒下汗水，收获果实。采摘园种

植有水蜜桃、黄金蟠桃、雪桃等十余

个品种，在杨占立的精心照顾下，桃

树一天天长高变壮，局部生态环境得

到改善，春来蝶飞蜂舞，夏到果满枝头，俨然一座花果山。

桃子成熟了，他一改采摘后送市场的传统销售模式，

而是通过微信朋友圈宣传“引流”，吸引游客入园体验采

摘乐趣。

“目前10亩水蜜桃已卖完，收入2万多元；黄金蟠桃、

雪桃等晚熟品种能持续采摘到9月上旬，预计会有10万

元进账！”杨占立说，明年计划通过电商平台，让顾客“云

上摘桃”。

采摘园让水泉社区地租收入增加了 2万元，解决了

20余名群众就业，果园、社区、群众三方受益。

管理采摘园的同时，杨占立的老本行“鞋帽编织”也

发展迅速，产品在淘宝销售很火。前不久，他又购买了10

台缝纫机，进军布艺鞋帽领域。

41岁的淮滨县纺织能手耿俊，不
仅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还无私地把经
验和技术传授给年轻工人，她自己也
在这辛勤的忙碌中收获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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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滨区乡村能人杨
占立，在婴幼儿鞋帽编
织、销售火爆的同时，流
转集体荒地种植黄金蟠
桃、雪桃等，并通过网络
引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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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牛祎蓓

7月 10日，走进宝丰县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

宋沟村鑫森林下养殖场，成群结队的生态散养鸡正在悠

闲地“散步”、觅食，“咯咯咯”的鸡叫声此起彼伏。

“养殖场的生态散养鸡，主要吃林间的草、虫。此外，

我们还会投喂一些黄粉虫和虫砂。这种养殖方式，不仅

解决了普通肉鸡的肉质问题，还解决了传统土鸡的饲养

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等问题。”养殖场负责人李克阳说，

“我们养殖场的柴鸡和虫草蛋，口感好、营养丰富，受到了

广大客户的青睐。”

今年34岁的李克阳，是一名新型职业农民。他靠着

自己勤劳的双手，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散养鸡和

黄粉虫养殖，借“鸡”啄出了一条致富路，被当地人称为

“养鸡达人”。

问起走生态养殖之路的原因，李克阳笑着说：“现在

大家都注重健康，喜欢正宗山货、绿色食品，观音堂有生

态优势，具备饲养生态散养鸡的条件，我就打造了一个生

态散养鸡和虫草蛋品牌。”

养殖场饲养的生态散养鸡，每天“溜达散步、追逐嬉

戏”，6000多平方米的树林是它们的活动空间。由于营养

均衡、活动量大，这些生态散养鸡体质好、免疫力强。

在饲养2000多只生态散养鸡的同时，李克阳还养了

3000多斤黄粉虫。如今，他采用循环养殖的方式，充分利

用资源，将黄粉虫虫砂作为养鸡的饲料，扩大了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张晨阳这

么说也一直这么做。他优先与脱贫户

签订订单生产协议，优先吸纳脱贫户到

合作社务工。2016年，他还牵头成立了

“明港关爱孤寡老人慈善基金会”，带头

参加捐助活动。

“我们依托订单生产的联农带农模

式，是可以做大做强的。‘信南源’牌大

米马上就要进入信阳的几家大型商超，

然后逐步与其他城市的大型商超合作，

让‘信阳好大米’走得更远。”张晨阳说。

张晨阳表示，未来五年，要带领团

队把“信南源”大米品牌打造成领军品

牌，带动信阳100余万名稻农增产增收，

共同推动信阳大米产业发展。

既有隆平高科的背书，又有新农人

的创举，“大米哥”张晨阳打得一手好

牌。接下来，他要继续打造个人 IP、与

文新茶叶合作、向星级酒店供应食材、

做好电商销售……让公共品牌“信阳好

大米”走得更远。

逐梦逐梦逐梦逐梦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争做争做争做争做新农人新农人新农人新农人
高素质农民培育优秀学员风采高素质农民培育优秀学员风采

依托好山水 种出好味“稻”
——新农人张晨阳的信阳大米品牌打造之路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俊鹏 杜倩倩

“先在纸上画出图样，将纸这样对折，再沿着

虚线进行裁剪……”7月9日，在叶县邓李乡未来

星托管班暑期公益课堂上，郝氏剪纸非遗传承人

郝万重正在耐心地向孩子们讲解剪纸的基本技

巧和步骤。

从画图到裁剪，每一道工序，郝万重都细致

地讲解。孩子们很快就了解了剪纸的基本技巧

并进行了实践。他们挑选自己喜欢的图案，小心

翼翼地用铅笔在洁白的宣纸上细致地勾勒。

随着剪刀在孩子们手中翻飞，清脆的“咔嚓”

声此起彼伏。不一会儿的工夫，一张张普通的宣

纸，在孩子们手中变成了剪纸作品。

受祖辈影响，郝万重自幼就喜欢书法、画画，

尤其热衷并擅长剪纸。他的剪纸作品屡获好评，

其中作品《太极拳申遗成功》，在文旅部门举办的

剪纸大赛中获得大奖。他还经常参加各类公益

活动，不遗余力地推广剪纸艺术，让更多人了解、

学习、传承剪纸艺术。

在邓李乡文化馆里，陈列着郝万重创作的

“二十四节气”系列剪纸作品。今年的“七一”建

党节，郝万重用一组生动的剪纸作品，向党献上

最真挚的祝福。

“非遗技艺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瑰宝，承载

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我希望能通过自

己的努力，传承并发扬郝氏剪纸，并让它代代相

传。”郝万重自豪且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 李汶哲

7月 7日，在淮滨县川大纺织公司生产车间

里，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一个忙碌的身影，穿

梭在高速运转的机器中间，格外引人注目，这个

人就是耿俊。

耿俊今年 41岁，在川大纺织公司担任力织

工序班长。工作十余年来，她努力钻研纺织技

术，通过勤学苦练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她不

仅自己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还无私地把经验和

技术传授给年轻工人，为纺织行业培养出一大

批技术人才。她也被工友们亲切地称为“铁娘

子”。

2011年，初入纺织行业的耿俊，对纺织行业

满怀热情和期待，希望能学到一门手艺。于是，

她在岗位上苦练纺织技术、回家后认真学习理

论知识。十多年过去了，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她

的月收入从最初的 300 多元，增加到如今的

9000多元。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和同事之间相处得也

很好，这里互帮互助的工作氛围，让我觉得温暖

和踏实。十余年来，有不少老师傅带我，而我也

带出了不少学徒。”耿俊说。

耿俊的专业实力，大家有目共睹。她的个人

看机台能力达到 24台，打破了行业纪录；签订

“师带徒”协议 62 份，培训技术人员 125 次。

2023年 4月，她被河南省总工会授予“河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

“光吃信阳菜、喝信阳毛尖，缺了‘信阳好大米’，就不是一桌完整的信
阳美食。”7月3日，从信阳美食谈起，新农人张晨阳打开了话匣子。

张晨阳曾在武警河南总队服役，后在隆平高科任职。2016年，他返
乡创业，致力于优质高产水稻品种改良、示范种植和市场推广。

2023年，张晨阳先后获得“豫创天下”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河南省
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二等奖。

□本报记者 李丽

张晨阳是信阳信南源米业公司董

事长，也是隆平高科的优质稻米供应

商，拥有隆平芯米认证证书。

这位种业集团前高管，为何要返乡

种水稻？

事情要从十多年前说起。当时，由

于母亲患了脑梗导致偏瘫，张晨阳花光

家中积蓄，仍欠了不少外债。面对困

境，张晨阳辞去在隆平高科的稳定工

作，从银行贷款成立了信阳信农商农业

公司，主要从事水稻种子销售、种植技

术服务。

2016年，张晨阳创办了信阳市明港

晨阳生态米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家乡的

种植大户合作，订单种植优质香米。为

了提升大米质量，张晨阳于2021年创办

了信阳信南源米业公司，注册了“信南

源”商标。

2016年至 2021年，张晨阳在平桥

区推广的优质高产水稻品种“晶两优

534”，深受广大农户喜爱。

张晨阳种水稻有什么特色？

他优选种植基地，在茶山下种植，

用山泉水灌溉，让水稻与小鱼小虾一

起生长，种出了口感香甜的“信阳好

大米”。

张晨阳创办的信阳信南源米业公

司，是国内首家“大米标准化全产业链”

公司，主要产品有信南源山泉米、信南

源淮上向米等。张晨阳从源头抓起，以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与

优选种植基地1.6万余亩，14家合作社、

980户农户联合种植。

2023年，信阳信南源米业公司统一

供种、统一制定技术标准、统一病虫害

绿色防控、统一收购储存，有效地规避

了农户分散种植的风险，保证了水稻生

产从种到收全程无公害，共生产绿色优

质大米5600吨。

据了解，由张晨阳参与开发推广的

高端优质水稻品种“甄珠稻”，2023年在

信阳地区推广1.6万亩。

妙剪生花展技艺

□许金安 刘鹏程 侯豫炯

林木茂密、山高谷深，优越的自然

环境，在有的人眼中是风景，对于陈鸿

飞来说，则是“绿色银行”。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依靠养殖

胡蜂，俺的生活越过越甜蜜。”7月12日，

在栾川县白土镇马庵村胡蜂养殖基地，

年轻的基地负责人陈鸿飞高兴地说。

马庵村是陈鸿飞的老家，十多年

前，整村易地扶贫搬迁，“村改居”为马

庵社区。人为活动减少了，原本就比较

原生态的老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胡

蜂的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胡蜂也叫马蜂，是杂食性蜂类。它

们常常祸害蜜蜂，一个蜜蜂的蜂箱里，

只要闯进去三五只胡蜂，整箱蜜蜂就有

可能全部死亡。

“很多人不喜欢胡蜂，可它却有灭

虫的作用和较高的经济价值。”陈鸿飞

介绍说，蝗虫、松毛虫、菜青虫、蚜虫等

都在胡蜂“菜谱”里。此外，胡蜂蜂蛹蛋

白质含量高，富含十余种氨基酸和多种

矿物质元素。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胡蜂资

源，让陈鸿飞有了试水胡蜂养殖的想法。

2023年，陈鸿飞在云南学到技术后

开始养殖胡蜂。经过近一年的摸索，从

把受精的蜂王放进树桩，诱导工蜂筑

巢，到产卵出蜂、移蜂上山等，陈鸿飞培

育驯化蜂群的技术日渐成熟。

蜂王被陈鸿飞养在特制的蜂棚

里。“这些胡蜂，从去年冬天开始培育，

目前已成功了120多窝。有不少胡蜂已

经出窝，正在山上进行野化放养。”陈鸿

飞说。

目前，在陈鸿飞的胡蜂养殖基地，

有蜂棚100余平方米、野化放养点10余

亩；有标准蜂箱 400多个、“越冬王蜂”

200余只。

陈鸿飞介绍，胡蜂不酿蜜，但全身

都是宝，每箱每年收益 800 元到 1500

元。此外，胡蜂蜂毒也是宝，有极好的

消炎镇痛作用，高纯度蜂毒每克售价

6000元以上。

“再过两个月，首批胡蜂蜂蛹将上

市，产量约1000斤，每斤能卖50元。”陈

鸿飞说，目前养殖基地还处于探索阶

段，主要以培育蜂蛹为主，等以后上了

规模、有了技术，还会开发蜂酒、蜂毒等

产品。

都说马蜂窝捅不得，可栾川小伙陈鸿飞却靠它发家致富——

驯化野蜂 售卖蜂蛹

一丝一缕传匠心

叶县郝氏剪纸非遗传承人郝万
重，一直致力于剪纸艺术的传承和发
展，他经常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只为让
更多人了解、学习、传承剪纸艺术

7月5日，汝阳县小店镇付庄村天溪现代农业产业园
里，果农在对猕猴桃进行疏果管理。据了解，该产业园订
单种植优质猕猴桃 1500亩，带动周边 50余户群众务工
增收。 康红军 摄

林下溜达鸡 主食草与虫
精耕细作 只为一碗香甜“信阳好大米”

勇担责任 要让“信阳好大米”走得更远

宝丰农民李克阳林下散养生态
鸡，解决了传统土鸡饲养周期长、收益
见效慢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