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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胡晨 刘艳红

“地头有矿泉水，大家渴了

喝点降降温，中午前把5000斤

桃子摘够，让超市拉走！”7月

24日，在禹州市方岗镇昌王村

兴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处桃

园里，负责人樊英杰正指挥着

30多名村民采摘水蜜桃。

当别的桃农在为销路费脑

筋时，樊英杰却一个订单就把

这 12亩、700多棵水蜜桃的桃

子全卖了。“嘿！这网络直播真

神奇，没想到人家大超市主动

找上门来就包圆了，整把儿钱

到了手，这可比零打碎敲强多

了！”樊英杰高兴得合不拢嘴。

71岁的樊英杰是昌王村2

组村民，今年承包了兴昌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 12亩桃园。别

看他年逾古稀，可人老心不老，

特别喜欢赶时髦、跟潮流。

种桃树，樊英杰刷着抖音

学习技术。别人种早桃、先上

市，他却不跟风，打时间差种

中晚熟的水蜜桃。在管理上，

桃子套袋前先杀菌杀虫，保证

不生锈病，不生食心虫、钻心

虫，桃面就干净好看。并且，

他套袋用的是双层袋，到桃

子成熟前 10 至 15 天，开始去除双层袋，

让桃子见阳光。经过阳光的照射，桃子白

里透红、汁多味甜，谁见谁喜欢，谁吃谁说

香甜。

卖桃子，樊英杰热衷网络销售。他主动

邀请网红主播来到桃园，现场直播采摘、品

尝水蜜桃，从果园直接发货到全国各地。

“我在郑州、禹州、长葛有十几个连锁超

市，你的桃子个儿大、味儿甜、果形圆，符合

我们的标准，每天根据成熟情况，摘多少，我

要多少。”一家大型水果超市负责人通过网

络直播看到了樊英杰的桃园，专程来实地查

看、品尝后，决定买断樊英杰的整个桃园的

水蜜桃。

从7月22日开始，樊英杰每天安排二三

十名村民为这家超市采摘水蜜桃。“不到天

数的、果形不端正的、颜色不鲜艳的、有磕碰

的，一个也不要装箱，可不能砸了咱昌王蜜

桃的牌子！”樊英杰再三嘱咐大家要仔细选，

双手摘，轻轻放。

“从开园到今天中午，已经摘了 3万多

斤，预计一周时间就能卖完。除去租金、人

工、套袋等成本，净赚 3万多块钱没问题！”

樊英杰满意地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韩巧丽

7月 23日，宝丰县龙王沟示范

区王堂村铭景农业新旭昆虫养殖

场大棚里，工人一手拎桶，一手拿

勺，轻轻地给蟋蟀喂食。

这个养殖场，不仅提供蟋蟀种

苗、教授养殖技术，还回购养殖户

的蟋蟀活体、干货、冻货，通过订单

销往河北、安徽等地的中药材批发

市场。

“‘虫子哥’把生意做大了，在

这儿干活轻松，每月能挣 2000

元。”65岁的龙王沟示范区马庄村

村民程相月说。

程相月口中的“虫子哥”，是养

殖场负责人程同新。他今年 45

岁，是马庄村人，在外地从事红木

家具生产多年，2015年返乡创业。

“我本身就对小昆虫比较感兴

趣，在一次旅行中发现了蟋蟀养殖

的商机。”程同新说，当年经过大量

走访考察，发现蟋蟀养殖周期短、

投入成本少、市场前景广阔，他便

购买了蟋蟀种苗，养殖在自家 50

多平方米的老屋内。

“蟋蟀俗称蛐蛐。这种蟋蟀叫

油葫芦，它们没有那么爱跳，成体

大，平均35天收一茬。”程同新说，

蟋蟀含有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具有

食用、药用价值，还能做饲料。去

年卖了一万多斤，收入30多万元。

养殖蟋蟀收益可观，但养殖过

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刚开始养

殖时，成活率比较低。”程同新说，

为保证成活率，他请来养殖高手传

授经验，还专门在养殖区放了把躺

椅，24小时观察蟋蟀。

“养殖蟋蟀最适宜的温度是

26℃~30℃。为了保持这个温度，

大棚里夏天有隔热层、风扇，冬天

通地暖。”程同新说。

大棚的一侧，放置着一个大木

箱，里边叠放着一层层蛋托，蛋托

上爬满了蟋蟀。“蛋托给它们提供

了躲避空间。为保持干净，需要定

期更换蛋托。”程同新说，“蟋蟀是

杂食性昆虫，食物必须充足，否则

就会互相残杀，还要营养均衡，喂

食谷物、豆类、蔬菜、水果等。”

经过多年的摸索，程同新掌握

了蟋蟀的特性，形成了一套成熟的

养殖经验。程同新打趣地说道：

“养虫是个精细活，你对它不上心，

它就死给你看。”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蟋蟀养殖，

程同新通过抖音直播教授养殖技

术，不但带动了 100多户养殖户，

还进一步打开了销路，通过线上平

台一天销售300多斤。

“我要把蟋蟀养殖做大做强，

但老家场地不够。”程同新说，在当

地政府帮助下，他投入百万元，把

王堂村一个废弃学校改造成3000

平方米的厂房，建起4座养殖大棚，

吸纳附近6名村民务工。

“今年 4座大棚预计收成有 8

万多斤。在自己富裕的同时，我

还要帮助更多的创业者致富，为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程同新坚定

地说。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杨琳琳

“等会儿我去车间看看生产情况。”

“好，我抓紧报送一下咱村道路排查情

况。”7月23日，新蔡县宋岗乡王湾村委

会办公室，传出一老一少的对话声。

对话的两个人，是前任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委员王井香和现任村党支部

书记李明。两人既是同事，又是“师徒”。

李明，1994年出生，2018年退伍后

进入村委会工作。2023年 7月，王湾村

换届选举，李明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卸下挑了近30年的担子，王井香却

没有回家颐养天年。被推选为村委会

委员的她，甘愿退居幕后，成为李明的

智囊和帮手。

2018年，李明进入村委会工作没多

久，王井香就注意到这个正直善良、有

想法有干劲的小伙子，并开始默默地观

察他。

事实证明，王井香确实没有看走眼。

当时，王湾村周边有群众尝试种植瓜蒌，

由于投入大、技术要求高，王湾村群众想

种却不敢种。2020年，李明带队外出学

习瓜蒌种植方法。学成后，他流转400亩

土地试种，第一年就实现了亩均收益

4000余元。在他的带领下，王湾村目前

有15户瓜蒌种植户，种植面积近600亩，

全村瓜蒌产业产值达300万元以上。

2023 年，村“两委”即将换届选举

时，王井香找到李明，直截了当地问：

“李明，想不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

“我刚结婚、家里忙，也没啥群众工

作经验，能干好吗？”“放心吧，你踏实能

干有思路，再说了，还有我呢！”

就这样，在王井香的鼓励和支持

下，李明成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面对王湾村

2000多名群众的大事小情，李明忙得团

团转。大到产业发展、雨季防汛，小到

邻里间的“疙瘩事”，都需要他解决……

一开始，面对这么多事儿，李明经

常感到“头大”，不禁“埋怨”王井香。

王井香反将他一军：“你当年在部队，

用三个月就克服了‘想家关’‘寒冷关’和

‘懒惰关’，这点儿困难还能难得倒你？”

每每李明需要处理群众问题时，王

井香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的身后，在

他控制不住脾气时劝两句，在他焦头烂

额时帮一把。同时，在适当的时候放

手，让他自己多想想办法。

一天，村里一名独居的群众凌晨两

点多突发疾病，给李明打来电话。李明

立即帮他拨打了 120，告知急救人员他

的具体位置，并且迅速赶到他的身边照

看，直到他转危而安。

这时，李明突然明白了：群众把生

命都托付给自己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

要？从此，他更加兢兢业业地付出，也

收获了满满的信任。

在李明和王井香的努力下，如今的

王湾村邻里相处和睦，村里新发展了珍

珠养殖产业、瓜蒌深加工车间正在申请

修建，村集体经济每年节余10万余元。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桂焱炜 吴改红

拉坯、修坯、上釉、烧窑……7

月 22日，位于汝州市汝瓷小镇的

一家汝瓷生产车间内，十几名工

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旁边

不大的一间展厅里，咖啡杯、压手

杯、餐具、花器、香炉等数十件创

意汝瓷产品整齐摆列。

“这是我们最近同平顶山博

物馆一起设计的茶具，每一个都

是手拉坯，采用汝瓷仿古釉的釉

色，支钉满釉烧制。”车间负责人

曹帅鹏拿起展架上的一款产品介

绍道。

曹帅鹏说，上个月底，他的工

作室与平顶山博物馆正式签约，

双方就“平博汝瓷文创产品”的研

发开展合作，目前已经陆续推出7

款文创产品，市场反响不错。

如果没有深入交谈，很难想

象眼前这位说话直爽、做事利落

的“90后”小伙儿，已经是在汝瓷

行业里摸爬滚打将近17年的“老

资格”了。

自 17岁入行，曹帅鹏辗转在

汝州、宝丰两地拜师学艺，从一名

拉坯工人到组建自己的团队、创

建汝瓷品牌——对于如何传承和

创新汝瓷非遗技艺，他很有想法。

在曹帅鹏的团队里，年轻是

最鲜明的特点。从拉坯、烧窑等

环节的技术工人到营销团队人

员，除仓管人员外，普遍都是“90

后”“00后”。

今年 20 岁的团队成员王豪

飞，是一名拉坯工人，从刚开始握

不稳手中的泥，到如今能熟练地

拉出一个个精美器具，入行五年

的他已经是一名技艺精湛的老师

傅了，每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

“我喜欢这份工作，很享受陶土在

手中慢慢成为器物的感觉，就像

是一个生命的诞生。”王豪飞说，

这份工作不但让他有了不错的收

入，也让他找到了自身的价值。

思维活跃，不拘泥于传统，

“年轻”也让创新有了更多可能。

“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曹帅鹏认为，想要创新汝瓷产品，

就要深入生活、拥抱时代，以产业

链思维做产品，做年轻人需要的

产品。

师古而不泥古。曹帅鹏的团

队，以市场上难得一见的汝瓷仿

古釉为发力点，将古老的技法融

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陆续开发

了上百种茶器、花器、咖啡杯等汝

瓷慢生活系列产品，一经推出就

供不应求。

对于营销，曹帅鹏也有自己

的见解：“年轻人在哪里，我们的

销售就到哪里！毫无疑问，年轻

人都在互联网上。”

今年年初，曹帅鹏组建了 12

人的直播团队，半年时间里，直播

间从1个扩展到5个，每月的成交

额都在50万元左右。“产能还是跟

不上，不然成交额会更高，我最近

一直在忙着扩建厂房的事。”曹帅

鹏说。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青俊 王亚帆

“饿了吧，多吃点儿，快一点儿

长大。”7月 25日早上7时，王卫红

和几名工人推着饲料车，来到一个

个宽敞明亮的羊圈里，开始给湖羊

喂食。看到有人走近，一只只湖羊

伸着小脑袋，“咩咩咩”地叫了起

来。王卫红往石槽里撒着饲料，还

时不时地摸摸湖羊的小脑袋，蹲下

身子和湖羊“唠”上几句。

王卫红是太康县清集镇锵锵

牧业养殖场负责人。2018年，他瞅

准养羊的商机，筹集资金高标准建

起了3栋标准化羊舍，购买养殖设

备、购进优良品种，走上了湖羊养

殖之路。合理的管理、严格的防

疫，王卫红的养殖事业越做越大，

目前湖羊存栏量2000多只。

“我养殖的湖羊具有多胎基

因、繁殖力强、生长发育快等优

势。别看这小小的湖羊，这几年可

没少给我挣钱啊。”说起养殖湖羊，

王卫红言语里满是自豪。

在自己养殖湖羊致富的同时，

王卫红没有忘记家乡父老。他通

过“基地+农户”的模式，吸纳周边

群众前来务工，实现产业增效、农

民增收。

张金辉家住王卫红的邻村，

2020年他来到锵锵牧业养殖场务

工。“我主要负责配比饲料、打扫羊

圈，每个月能挣 5000块钱。活不

重，还能照顾家，我对这个工作特

别满意。”张金辉笑声爽朗。

谈及未来打算，王卫红说：“接

下来，我计划再建4栋羊舍，扩大湖

羊养殖规模，再增加30余人的就业

岗位，带动更多周边群众就业，推

动湖羊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发展。”

半个小时后，王卫红和几名工

人给湖羊喂食结束。走在圈舍里，

看着一只只膘肥体壮的湖羊悠闲

地吃着草料，王卫红禁不住开心地

笑起来。

“师徒同心”兴王湾

引进湖羊 叩开共富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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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在柘城县李原乡星火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负责
人焦大磊正在查看樱桃谷种鸭的生长情况。据了解，该基地以种鸭养殖为
主，占地面积110余亩，有36个养殖大棚，现存栏种鸭4.5万只，每年销售
额近两千万元。 张超 摄

7月25日，宁陵县阳驿乡袁庄村的阳光玫瑰葡萄迎来丰收，果农们以直播带货、进棚采摘等方式进行销售。近年来，当地
通过“同心圆·共发展”结对帮扶，引导农民大棚种植优质瓜果蔬菜，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徐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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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汝瓷匠人曹帅鹏，以市场上难得一见
的汝瓷仿古釉为发力点，将古老的技法融入年轻
人生活，陆续开发了上百种花器、茶器、咖啡杯等

非遗汝瓷“古韵今风”

“师傅”王井香当了近30年村支书，有着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徒弟”李明是“90后”退伍军人，发
展产业有思路有方法。去年村“两委”换届，李明当选村支书；王井香当选村委会委员，退居幕后当起了
李明的智囊和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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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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康县王卫红瞅准养羊
的商机，标准化养殖湖羊，通
过“基地+农户”的模式，实
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宝丰县程同新在一次旅
行中发现商机，在自家老屋
内养殖蟋蟀，一年卖了一万
多斤，收入30多万元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张鸿雨 王自行 宋佳蔚）7月 23日，

郏县白庙乡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养殖车间干净整洁的鸡舍内，

一只只肉鸡在啄食。“返乡创业政

府支持力度大，更重要的是能带着

乡亲们一起致富。”公司负责人李

晓利说。

今年44岁的李晓利，此前在郑

州从事水果零售生意。一次偶然的

机会，得知养肉鸡周期短、市场比较

稳定，很适合在家门口创业，于是决

定回乡创业。

李晓利先后到正大集团南阳

规模养殖场和江苏、山东养殖设备

厂进行考察，最终决定把产业定位

为规模化、现代化养殖。在白庙乡

党委、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19

年 11月，她与正大集团签订合作协

议，成立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建成4个规模肉鸡养殖车间和 6座

果蔬种植大棚，由正大集团提供饲

料、鸡苗和养殖技术，并按协议价

回收。目前，养殖车间存栏肉鸡3.8

万 只 ，年 出 栏 150 万 只 ，产 值 达

3000万元，加上利用鸡粪种植绿色

果蔬，可为附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75 个，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25

万元。

当天，位于该县渣园乡东冯庄

村的伟平服饰有限公司车间里，几

十名女工端坐在缝纫机旁忙碌

着。公司负责人宋卫锋以前在外

地从事糖烟酒生意。“几年前，看到

村里的姐妹们农闲时总是没活儿

干，当时乡里正积极引导外出务工

人员返乡创业，我就想着建个服装

厂，给她们找点事儿做，不仅自己

能干一番事业，还能让姐妹们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致富、顾家两不

误。”宋卫锋说。

说干就干，宋卫锋带着丈夫一

起回乡办起了伟平服饰有限公司，

产品涉及工作服、校服、制服、演出

服等多种类型。目前，公司拥有缝

纫机 100 多台，年产值近 2000 万

元，安排 70多名村民就业，业务拓

展到洛阳、许昌、郑州等地。

近年来，郏县结合优势产业和

特色经济，大力开展“人才回归”工

程，推动各类资源、平台、要素向创

新创业集聚，引导乡贤返乡发展种

植、养殖、加工等特色产业，兴办针

织、制衣、铸造等中小微企业，实现

了人才回归、资金回流、项目回迁。

2021年至今，该县已返乡创业

1.26万人，创办各类经营主体1.5万

余个，带动就业 12 万余人，返乡创

业人数占外出务工人数的 10.5%，

发 展 龙 头 项 目 198 个 ，总 投 资

439.88 亿元，全县“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返乡创业”呈现蓬勃发展

态势。

今年年初，郏县被河南省农民

工工作领导小组授予 2023年河南

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

吸引万余人返乡创业

郏县“人才回归”工程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