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金安 朱海丽

盛夏时节，时令水果上市，采摘园迎

来火热采摘季。在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

五龙社区，就有一处“世外桃源”般的旅游

生态采摘园，入夏以来，采摘持续火爆，各

种新鲜水果备受游客青睐。

8月 2日，走进寇店镇五龙峡生态采

摘园，晶莹剔透的葡萄，黑紫色的李子、西

梅等，硕果累累，果香四溢。

园主郭建明正和妻子在忙碌。“经过

前几年的摸索，果树品种不断调整优化，

现在有樱桃、葡萄、桃子、李子、西梅。”郭

建明说，“光葡萄就调了三茬，桃子有 10

多个品种，山泉水浇灌，绿色健康！”

今年 62 岁的郭建明是五龙社区居

民，五龙独特的山水田园哺育了一代又一

代五龙人，郭建明从小就有一个“田园

梦”。1984年从部队退役后，郭建明在江

苏打工多年，有了一定积蓄。10年前，他

和妻子回到家乡，流转社区30亩土地，创

办五龙峡生态采摘园，打算大干一番。

要创业，先学习。郭建明脚踏实地，全面“充

电”。看书、看报，跑到外地果园实地考察，还专门外

出听果树种植技术讲座，硬是把自己从一个“门外

汉”变成了果树种植“百事通”。

目前，采摘园四季常绿，三季有果。

眼下，李子、桃子大量上市，接下来，葡萄、西梅、

冬桃等，可持续采摘到11月。生态采摘园不仅让郭

建明增收致富，也给社区的乡亲提供了务工机会。

郭建明还有一个长远计划：“搭乘五龙峡景区的

旅游快车，把采摘园周边的土地利用起来发展农家

乐，让更多乡亲们吃上‘旅游饭’！”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董皓 陈文龙

“采摘园才罢园，下一批要等到10月

1日前后了。”7月30日，在襄城县十里铺

镇侯东村众兴种植农民合作社千禧果采

摘园，负责人杨现涛指着不久前才罢园的

大棚说。

杨现涛是个“老把式”，也是个新农

人。说老，不是指他年龄大，而是48岁的

他已经从事农业种植14年；说新，是说他

不仅会种地，还会“智慧”耕种。

2019年，杨现涛承包了一座大棚种

植蔬菜。经过试验，他发现千禧果产量

高、品质好，市场前景广阔。2020年，他

从100多个千禧果品种中，优选出冰糖绿

宝石、奶油黄贵妃、玲珑红樱桃 3 个品

种。2021年，成立众兴种植农民合作社，

带动周边群众种植千禧果。

千禧果作为一种营养丰富、口感鲜美

的水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然而，要想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仅仅依靠

传统的种植方法是不够的。为此，杨现涛不断学习

新技术、培育新品种，提升千禧果的品质和产量。

“生态种植才是农业种植的归宿。”杨现涛说。

为了保证土壤的湿度、温度适宜，他搭建了温室

大棚；购入大量临期牛奶，要求工人每周给千禧果喷

洒一次牛奶，提高水果的光泽度和奶香度；坚持不打

农药，施用发酵牛粪和生物菌肥；同时，在大棚内悬

挂粘虫板、在大棚外添置防虫网来防治害虫。

不仅如此，杨现涛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他不

断前往全国各地学习种植技术、管理经验，后又参加

“头雁”项目，参加河南农业大学的培训，加入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雁阵”。

如今，杨现涛的千禧果大棚还和河南农业大学

合作，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产教融

合新局面。

“未来我将不断提高千禧果的品质，重点提升千

禧果的口感，形成品牌效应，打造襄城特色产业。”谈

及今后的发展，杨现涛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赵永昌 张永久 文/图

“这次在京免费学习培训，认识了很多老师、同行和

前辈，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更是触动了心灵。”

8月2日，提起不久前在中国农业大学参加的“乡村产业

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培训，王立明依旧很激动。

在商水县平店乡东邓店村，一提起王路明、王立明

兄弟俩，乡邻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扎根黄土地 新农人破“土”而出

王路明、王立明下学后，相继踏入社会，跟随干装修

的堂兄当学徒、做小工；2018年，在父亲的鼓励支持下，

在商丘市干起了鞋材加工。后来，由于疫情防控影响，

生意萧条，加之当时粮食价格上涨，兄弟俩于 2021年

10月毅然决定返乡种田。

“种地虽辛苦，但收入相对比较稳定。”当年麦播时

节，兄弟俩“小试牛刀”，接管了其母亲承包的 50亩耕

地。“麦收后，每亩净收入600多元。”从那时起，兄弟俩

就有了“兴农梦”。

2022年他们改变思路，首先注册了商水县小旭家

庭农场，一方面不断扩大土地流转面积，一方面积极试

行推广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种管。

这一年，他们又大胆承包了70多亩耕地。为了解决

浇地难，投资3万元购买了一套卷盘式喷灌机。当年的

小麦单产1200多斤、玉米1400多斤，两季亩纯收入达到

了800多元。

从此，兄弟俩坚定了一个信念：“辛辛苦苦一年，有

耕耘也有收获，苦点累点算什么，一定要扎根黄土地，实

现大梦想！”

探索新模式 搅“活”农业一池水

兄弟俩小有成就后，得到了乡邻们的信任。2023

年，他们更加顺畅地“拿地”230亩。

“土地多了、压力也大了，怎样增产增收、不让乡邻

看笑话？”兄弟俩开始探索新型经营模式：添农机、请专

家、重科技、用良种。

这一年，他们投资近20万元购买了一台秸秆还田

机、一架无人机、两台大型拖拉机，拖拉机配套有犁耕播

机械、驱动耙，并安装了农机导航系统。智能化农机的

运用，实现了土地深耕碎土碾压直播一体化、标准化；滴

灌密植、植保无人机的运用等，解决了浇水施肥打药费

时费力、漏喷重喷资源浪费等问题。

他们还赴山东等地学习，认识了河南农业大学的教

授以及市县农业农村局的高级农艺师，还与一家农资公

司建立了合作关系，降低了种子农药肥料购买成本，实

现从种到收都有了技术人员的精准指导。

“加上我们选用了郑麦136、百农307等优质强筋小

麦品种和黄金粮MY73、良玉99等高产抗倒伏玉米良种，

全年粮食亩均总产都稳定在2800斤以上。”王路明说。

创业在田野 唤醒乡村“新”活力

从一无所知、一知半解到成为种地的“行家里手”，王

路明、王立明兄弟俩与土地打交道的创业路并不平坦。

2023年 6月，小麦即将丰收入仓，却遭遇数年不遇

的“烂场雨”，每亩损失600多元。到了秋季，玉米归仓储

藏风干后价格大幅下降。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了兄弟俩

“当头一棒”。

但他们凭借坚强不服输的性格，今年又承包土地

510亩，总面积达860亩，并且推广了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 100多亩。“我们拿出 6.3万元订购了一台条播

机，计划配在驱动耙上，届时可以前边犁、后边播。这样

可以大大减少投工投劳，降低生产成本。”王路明说。

“从开始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收获满满，多亏了国

家的惠农政策支持和乡村干部的帮扶。我们坚信，在国

家政策支持下，只要努力一定会越做越好。”王立明说，

他们兄弟俩心中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带领乡亲们一同

致富回报社会，带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王向灵

“对，就是这个穿红色背心的男孩，我们大家为他点

赞！”连日来，沈丘县一个名叫程果的10岁男孩，冒雨徒手

清理下水口垃圾的视频刷爆了朋友圈。

7月13日，沈丘县遭遇强对流天气。程果和妈妈回家途

中，发现多处下水口被垃圾堵塞，导致道路积水严重，给过往

行人带来极大不便。程果没有丝毫犹豫，冒雨蹲在下水口旁

边，用手一点点清理着垃圾。雨水弄湿了他的衣服，积水弄

脏了他的双手，但他毫不在意，一心只想着让积水尽快退去。

“当时还下着雨，他就告诉我，‘妈妈你别去，我下去，我

不怕淋湿’。我当时没想起来录视频，孩子清理过两三个下

水口了，我才想起来录个视频。”程果的妈妈普玉霞说。

程果清理下水口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后，网友纷纷点

赞。沈丘县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多方寻找，联系到了普

玉霞，并赶到其家中送给程果一个篮球。

“程果冒雨清理下水口的行为，说明他有很强的社会责

任感，他用自己微小的力量去影响这个社会、去改变这个社

会。”程果所在的东关小学四（5）班老师李雪洋表示。

“小小的身影，在雨中展现出了大大的正能量，你蹲下

的样子真帅”“你蹲下专心清理垃圾的样子，带给人们温暖

和力量”……对于程果的举动，网友纷纷留言赞扬。

□本报记者 李萌萌 通讯员 杜习忠 汪丽娜 张建州

7月 28日，循着古色古香的朝歌老街，走进淇县朝歌博

物馆，见到付同喜时，他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正侃侃而谈。

“我们先到二楼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这里有很多珍

贵的物品，还有见证邮局发展历史的展品。楼下是豫北红

色交通纪念馆，收藏了当年的革命文物。农耕物件在朝歌

街道南关村……”付同喜简要介绍着博物馆的分布。

付同喜 1949年 6月出生，曾任淇县邮政局局长，2009

年退休，现任淇县朝歌博物馆馆长、淇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合

作社社长。

自费办馆 收藏4000余件老物件

付同喜从 1967年开始，在淇县邮电局上班，见证了我

国通信行业的进步和发展。他一直酷爱收藏，那时便有意

将通信行业每一步的发展以自己的形式保存下来。退休后

更是将收藏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来做。

“我要建一个博物馆，把民俗文化遗产留下来、保护好、

传承好，要把根留住。”2010年，付同喜决心自费办博物馆。

从事收集工作，摆在付同喜面前的难题很多。没有资

金，他就用自己的积蓄和退休金当资金；没有场地，他就把

家里的房子进行整合，女儿将自己的住房腾出来让父亲当

作展厅存放物品。

“我每次去收集物品时都动员爱人跟我一起去，慢慢她也

就融入进来。后来她也把积蓄拿了出来支持我。”付同喜的执

着打动了老伴和孩子们，老伴每次都陪他下乡寻找老物件。

付同喜坚定的意志和果断的行动还打动了身边的收藏

爱好者。有的人主动把家中的老物件赠送给他，也有的人

听说哪个村有稀缺农具或生活用具，就立马打电话告诉他。

就这样，付同喜陆续收集到农耕民俗物件，地下红色交通线、

站、点上的老物品和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用具等4000余件。

保护传承非遗 参观群众超23万人次

“这部电话是我收藏的第一部木壳磁石手摇电话，产自

上海，已有66年了，至今还能正常使用。”付同喜拿出一部木

壳手摇电话给记者看。

淇县朝歌博物馆里，有第一代磁石电话、第二代供电拨

号电话、第三代数字按键电话等共20多部各类电话机。除了

通信工具外，付同喜还将反映农村及农民生活变化的涉及传

统手工业、商业、渔业、饮食业的3300余件老物件进行陈列。

做好收藏绝非易事。付同喜大胆尝试用天然奇石述说

民间文学，他收集了105块天然奇石和相关联的60余个民

间故事，述说了殷纣王帝辛一生的功过是非。

2017年，他成功申报“中原农耕”“帝辛传说”“箕子传

说”3个市级非遗项目，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做出

了突出贡献。

自开馆以来，淇县朝歌博物馆已接待各地参观人士23

万余人次，付同喜的事迹也多次被中央、省、市级媒体报道。

传承红色基因 开展主题宣讲300余场

“我原本就是个穷小子，共产党把咱培养成才，总想再

干点事情回报社会。”付同喜说，他不仅要把博物馆建好，还

要为参观者讲解好。于是，义务讲解他一干就是15年。

为了做好讲解工作，付同喜积极学习党史，寻找红色记

忆，收集珍贵史料，跑遍了豫北革命老区的山山水水、村村

寨寨，走访老党员、老干部及红色交通亲历者、革命后代、知

情群众，了解红色交通史实，收集革命实物，建成了豫北红

色交通纪念馆。

豫北红色交通纪念馆分“隐蔽战线”“红色记忆”“时代

英模”“红色电波”4个板块，展品有邓小平、陈毅等无产阶级

革命家用过的物品和刊载淇县解放的报纸等各类物品300

余件。办馆以来，付同喜累计开展主题宣讲活动300余场。

淇县朝歌博物馆先后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河

南省百姓宣讲示范点、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等荣誉

称号，付同喜也先后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

国百姓学习之星、河南省优秀新时代宣讲师等荣誉称号。

“民俗文化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民俗文化的收集、传播

和传承，是为了让年轻一代更好地了解和学习民俗文化，培

养他们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付同喜由衷地说。

退休干部自费建座博物馆
耧车、独轮车、风箱、磁石电话……淇县退休

干部付同喜，在15年间收藏这些老物件4000余
件，并自费建了一座博物馆，供人们免费参观、学
习，他用自己的方式为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民俗
文化发挥着余热。

□本报记者 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 晏家兵 王迎辉 万东生

入伏以来，潢川县的水稻长势迅猛。7月23日一大早，

川香家庭农场的工人刘正喜，就把农场养殖的 2000余只

“鸭管家”赶进了有机稻田。一只只憨态可掬的鸭子，争先

恐后地冲向稻田，欢快地食虫除草，一派生态和谐的豫南田

园风光跃然而现。

“鸭子是杂食性动物，可以吃掉有机稻田里的杂草。同

时，鸭子在稻田中活动，可以起到活水、松土、透气的效果，

促进有机水稻的生长。”川香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建松说。

张建松介绍说，他从2011年就开始探索“一田两用、一

地双收、稻鸭共生”的生态农业模式，以鸭促稻、以田养鸭，鸭

子在稻田里食虫除草，鸭粪排入稻田被水稻吸收利用，减少

了肥料、农药和人工的投入，每亩可节约200元。同时，有机

稻米的价格每斤在10元至20元，是普通大米的六七倍。

从事水稻生产13年来，张建松从最开始一无所知，到

如今成了有机稻米生产的行家里手，创建了自己的有机稻

米品牌。如今，由“鸭管家”参与的这条有机“新稻路”，让他

和农户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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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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许多“争相跳出农门”的农村青年不同，
在商水县平店乡东邓店村，有两个1998年出
生、逆风而行的双胞胎新农人——哥哥王路明、
弟弟王立明，他们合伙承包了860亩土地，把农
业搞得风生水起，成了人们口中爱农业、懂技
术、善经营的“兴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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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胞胎兄弟包地记

7月30日，内黄县六村镇破车村青年党员在大棚内直播销售无花果。今年以来，团县委积极引导全县广大青年党员干部化
身农产品推荐官，运用“直播+电商+助农”等方式，助力农产品销售。 翟书生 王军艳 摄

他蹲下的样子很暖心

稻田来了“鸭管家”

7月29日，扶沟县蔬菜研究院技术工加班加点进行黄瓜苗嫁
接，为灾后大棚补种提供充足优质种苗。 谷志方 摄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叶全花 王俊凯 霍成煜

7月 30日，走进鲁山县背孜乡柳树岭村的一处中药材

种植基地，各种草药映入眼帘，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78岁的李占周和72岁的妻子王翠正在这里修剪连翘

枝条。他们时而扶正植株，时而检查土壤湿度，确保每一株

连翘都能充分吸收阳光和养分，动作娴熟。

夫妻俩是当地村民口中种植中药材的“土专家”。

“这片岗坡地有4亩左右，栽种有800余株连翘苗。我

种植的都是3年生连翘苗，养护好当年就可开花结果、见到

效益。”李占周说。

除了连翘，基地里还有黄精、丹参、蒲公英、白芍、射干、

桔梗、黄芪、牡丹等。从育苗到栽种，从施肥到除草，从采集

到晾晒，每一个环节夫妻俩都亲力亲为，不敢有丝毫懈怠。

“只有能扑下身子实干的人才能种好中草药。”李占周说。

2004年年初，夫妻俩决定在自家农田试种射干，开启

了中药材种植之路。凭借多年的农作物种植经验和对土地

的深厚感情，夫妻俩从零开始，一点点摸索、学习各种中药

材的生长习性、药用价值，不断积累种植经验。

经过几年的认真钻研、深入实践和苦心经营，李占周夫

妇的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20余亩。他们根据中药材的喜

好，因地制宜选择在最合适的位置种植，房前、屋后、坡地、

林下，甚至道路两旁。在种植过程中，李占周夫妇坚持绿色

生态的种植理念，采用天然有机的种植方式，提高土壤肥

力，确保中药材的品质。

靠种植中药材，夫妻俩成为致富能手。李占周说：“以

黄精为例，每亩鲜品产量可达3000斤，按照市场收购价每

斤鲜品7元计算，仅2亩黄精的收入就能达到4.2万元。连

翘每亩产量 800斤，每斤收购价 15元，4亩连翘的收入为

48000元。”

每年仅中草药种植一项，夫妻俩就有数十万元的收

入。李占周常说，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的富。

夫妻俩也积极带动周边群众种植黄精、连翘、丹参、射干等

中药材，用勤劳的双手为乡村产业发展贡献着力量。

老两口种出好药材

飞防作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