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壮派“大算盘”打得噼啪响
（上接第一版）
依靠优质的服务和科学的管理模式，

王志超逐渐走出了一条种地集约化、规模
化、标准化发展的新路子，成了农村大地
上新时代的“田保姆”。

开源节流有妙招

“我们现在托管土地6万余亩，为周
边村的种植大户及农户提供全托、半托、
点托等服务，每年为农户提供30余万亩
次无人机植保服务、5万余亩机耕机收服
务和3000多吨粮食烘干服务。”8月3日，
在查看玉米生长情况时，乔鑫熟练地介绍
起了自家合作社的经营状况。

从唐河县振群家庭农场发展成万担
粮农机农业专业合作社，不断创新“科研
所优良品种+合作社+农户”订单种植模
式和“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模式，乔鑫
见证了这一路的变化。

从河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乔鑫在外工
作积累了一些电商经验，便想把电商和种

植联系起来。2016年，她开始一边利用
电商平台对农产品进行宣传、销售，一边
学习农业技术。

“在管理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尽
量缩减开支，小田并大田就可以减少机械
化工作的难度，便于管理。”乔鑫说，“此
外，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资费用占比是
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的
地方。”

“在以前的种植过程中，都是直接施
底肥，这两年学习关于施肥的知识后，通
过铺设滴灌带，前期在定植期施少量的底
肥，后期浇水的时候再进行滴灌水肥等，
能够节省成本并提高效果，同时提高水资
源的利用率。”乔鑫说。

在农作物病虫害提前防治上，乔鑫则
采取预防为主的策略，根据当地主要病害
进行前期预防，避免等到病虫害暴发后才
进行治疗，减少治疗成本和作物损失。

如今乔鑫掌握了育肥、选种、无人机
植保等一系列新型农业技术，还是唐河县
第一代无人机持证女飞手。

模式延伸有方法

从最初的50头牛到如今的近3000
头牛，南阳市雅民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赵
昭的“牛孩子”越来越多，她也成了远近闻
名的最美“牛倌”。

2008年大学毕业后，赵昭毅然放弃
大城市工作，返乡创业养牛。随着赵昭的

“牛产业”越做越大，一条条产业链建起
来，乡亲们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创业不是那么美好，养牛的过程中也
有很多问题，比如环境问题和土地问题。”
她说，“但是遇到困难我就主动学习，不断
更新知识，找到最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

为了解决畜禽粪污问题，安全处置牛
粪使其变废为宝，赵昭和同事们把新鲜的
牛粪进行收集发酵，产生沼气、沼渣和沼
液，把腐熟发酵的牛粪做成养殖蚯蚓和种
植双孢菇的基料，一条有机生态循环的链
条被打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此外，受“中央厨房”模式的启发，赵

昭探索出适合南阳黄牛养殖业发展的“大
规模，小群体”养殖模式。

通过分散饲养、集中配送、半舍饲半
放养、种养结合等方式，有效解决了在河
南山区发展规模化肉牛养殖长期面临的

“养殖成本上升、繁殖效率下降、动物健康
保障难度提升、疫情风险增大、环境保护
问题突出”等主要问题。

如今，创业十六载，赵昭距离自己的
梦想越来越近。她通过实行“公司+农
户+金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实施“政
府投资、村集体建厂、企业租赁”的发展模
式，使村集体、农户的收益均实现稳步增
长。

“我们现在拥有 9 栋标准化牛舍，
2800头肉牛，年产值5000多万元。带动
周边500多农户参与肉牛养殖上下游产
业，每年每户能增收2万到5万元不等。”
赵昭说。

该省省，该花花，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的新农人，正以新理念、新技术、新模
式在广阔的田野孕育着新的希望。

产业有特色

振兴有力量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盛志
国 王玉卓）8月5日清晨，在邓州市张
村镇张北社区的菌类种植基地里，500
余亩竹笙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农户
们提着篮子穿梭在林下捡拾成品竹笙
菌，现场一片忙碌丰收景象。

竹笙菌又名“竹荪”，因营养丰富
和良好的医药疗效，自古就被列为“草
八珍”之一。

张村镇是邓州市“南水北调中线
特色林果产业带”发展规划的乡镇之
一，林业资源丰富。近年来，张北社区
党支部围绕“五星”支部创建工作，牵
头整合辖区闲置林地资源，发展林下
经济。热衷于菌类食品生产研究的河
南省食品安全协会副会长、开封人蔡

志磊得知消息后，当即前往考察，并在
该社区承包30亩林地，出资从云贵地
区和西峡县引进野生竹笙菌进行林下
试种。

说着容易做着难。由于对温控、
育肥及灌溉等种植过程管理得不到
位，蔡志磊多次试种失败。

“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山里的珍贵
物种能在我们这个平原地区种出来，但
是蔡志磊没有放弃，现在我们真的成功
种出来了！”张北社区党支部书记丁仁
贵激动地说。带着不服输的心态，失败
了就重来，蔡志磊坚持“走出去”和“请
进来”，一方面带着雇用的农户前往云
贵地区考察学习，另一方面邀请云贵地
区种植专家走进社区基地现场指导，经

过一番改良，蔡志磊和农户们成功探索
出“邓州竹笙菌”130天全周期生长技
术。2022年7月，第一个喝丹江水长大
的竹笙菌在张北社区成功诞生！“这里
的气候、土壤和湿度很好，我们用丹江
水种出来的菌子不仅个体饱满、肉质鲜
美，而且菌体的氨基酸含量超正常标准
6%~7%。”蔡志磊说。

念好了“技术经”便有了“生态共
富经”。2022年，蔡志磊在张北社区发
起成立了邓州市鑫煌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建立“公司+基地+农户+集体”的
联农带农产业发展模式。随着技术的
成熟，出产的竹笙菌质优价高，订单供
不应求，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参与土
地流转，选择种植竹笙菌，蔡志磊的基

地也由起初的30亩发展到如今的500
余亩，日均用工可达10人，采摘旺季则
可达340人，平均日薪70~150元。除
此之外，基地依托邓州市产粮大县的
资源优势，回收农户秸秆和农废资源
作为竹笙菌生长的天然肥料，年均消
耗秸秆 1500 吨，成品菌亩均毛利在
10000 元~15000 元，真正做到了既

“美了生态”又“富了口袋”。
“邓州给我们提供了乡村振兴‘1+

N’专项政策扶持，良好的营商环境，更
加坚定了我扎根发展和迁居邓州的信
心。明年，公司计划将‘邓州竹笙菌’
种植技术推广到白牛、文渠、十林等更
多乡镇，在各乡镇建立技术指导站，让
更多老百姓受益！”蔡志磊说。

林下林下林下林下““““掘金掘金掘金掘金””””美了生态富了口袋

本报讯（记者李东辉 通讯员赵
鹏飞）“今年我种了20多亩南瓜，如
今已上市，游客们非常喜欢。政府还
帮忙在抖音上进行宣传，让我们的南
瓜销路更广了，收入也大大提高了。”
8月3日，站在自家的农田里，看着满
地的南瓜，确山县瓦岗镇邢店村的赵
大俊高兴地说。6月以来，瓦岗镇迎
来了瓜果蔬菜丰收季节，农产品市场
人来车往，交易繁忙，村民们忙着将
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装车运往市场。

“妈妈，那个南瓜好大呀！我就
要这个。”看到地头堆放的南瓜，一个
小男孩兴奋地叫着。“每年夏季，我都
会带着家人来此，一方面游览自然风
光，一方面采购特色农产品，并带回
去与亲戚、朋友分享。”来自县城的王
女士说。

近年来，瓦岗镇依托独特的自然
风光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和乡村旅游，游客被独特的乡村风光
吸引至此，同时把当地的特色农产品

带回去，实现了旅游与特色农业的融合发展。
据了解，瓦岗镇已初步形成了以国家4A

级景区老乐山、“梦里水乡”常庄为南北“两
翼”，“山、水、人、文化、产业”五位一体融合发
展的“一体两翼”发展布局。在旅游与特色农
业的融合发展中，瓦岗镇不仅注重提升农产品
的品质和附加值，还通过举办各类节庆活动等
方式，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推动了全
域旅游的发展。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瓦岗镇以特色农
业和乡村旅游为引擎，不断推动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实现
全面发展。”瓦岗镇党委书记焦鹏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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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眼下，梨进入成熟
季。在洛阳市孟津区会盟镇下古
村果农梁崇祥的梨园里，硕大的
青酥梨挂满枝头，果香四溢。

“今年的梨长得好，个大周
正、皮色青翠、汁多酥脆，平均亩
产可达 4000 多斤。”8月 7日上
午，正忙着采摘、分拣、包装的梁
崇祥满脸欢笑。

种植历史悠久，特殊的地理
环境让孟津梨味甜多汁、酥脆可
口。然而，此前由于品种单一、种
植管理技术落后等原因，产业发
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近年来，会盟镇大力推广新

品种、新技术，对果农全面进行梨
园标准化管理技术培训，深入推
广绿色生产技术，不断提升果实
品质，让果农种得好、卖得掉、收
入高，助力梨产业做大做强。

“我种梨已经有14年了，现在
果树管理精细着呢，病虫害防治用
的是生物方法，施的是牛羊粪。”梁
崇祥说，种梨跟养孩子一样，好技
术加用心才能结出好果子。精心
管护下，梨树结出的梨果核小、果
肉细腻、口感酥脆。每到成熟季，
他家的梨园就热闹非凡，吸引不少
自驾游游客光顾。

在会盟镇，像梁崇祥这样的孟

津梨种植户越来越多，全镇孟津梨
种植区域已由原来的铁炉村发展到
下古、李庄、吕村、双槐等村，种植面
积也由原来的几千亩扩大到1.2万
亩，培育出早丑蜜、红酥宝、马蹄酥、
黄金梨等早、中、晚熟品种30多个，
不仅丰富了孟津梨的种类，还拉长
了生产周期，6月末到9月中旬，天
天都有鲜梨。

会盟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完
善和拉长产业链条，推进孟津梨
向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把孟津梨种出“好滋味”。

（许金安郑占波李玑）

用心用技用心用技用心用技用心用技 孟津梨种出“好滋味”

本报讯“普通核桃120斤、礼
品2号核桃135斤……”8月7日，洛
阳市偃师区府店镇夹沟村核桃大丰
收，收购商乔西朋夫妇正忙着将村
民采摘的鲜食核桃分拣、称重。

乔西朋收购核桃已有6个年
头，他介绍，夹沟村鲜食核桃面积
600亩，除了普通核桃，今年村里的
核桃还多了礼品2号、新疆2号等
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核桃很畅销。

“10多年前，种核桃收益高，
日常管理简单，大家就干起来了。”

夹沟村党支部书记苏海龙介绍，最
初村里利用坡地种下10万株核桃
苗，不少村民看到种核桃的好处，
纷纷加入，全村核桃种植面积最大
时超过1000亩。

后来，由于市场逐渐饱和，普
通核桃销售价格持续走低，有不少
村民弃种。这两年，夹沟村将核桃
种植的重点放在培育新品种上，邀
请专家到村里授课，并鼓励村民外
出学习，希望通过提升品质，卖出
好价钱。

“在学习外地先进种植经验
后，通过嫁接等方式，培育礼品2
号、新疆2号等核桃新品种。”村里
最早种植品种核桃的乔战世说，相
较普通核桃，礼品2号核桃坚果大、
果基圆，口感更好，每斤是普通核
桃价格的两倍。

在乔战世的带动下，不少村民
也开始种植礼品2号等新品种。
截至目前，该村种植礼品2号、新
疆2号等品种核桃超过60亩。

（许金安石丹婷）

改良提质改良提质改良提质改良提质 夹沟核桃分外“香”

8月7日，武陟县北郭乡黄河滩区的怀牛膝种植基地，农民在进行田间管
理。当日是立秋节气，该县农民抢抓农时，科学开展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派忙
碌景象。 王琳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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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昆明

“平舆县万金店镇厂庙村有
个叫张阳的小伙，替自己60多岁
的父母行孝，把得了阿尔茨海默
病（老年痴呆）的奶奶照顾得无微
不至，成了当地群众口中争相传
颂的孝老爱亲模范，这个事你们
可得给俺好好宣传宣传。”8月6
日，平舆县文明办的同志向记者
讲述了张阳的事迹。

1988年8月出生的张阳，原
来是一个长途货车司机。自小就
跟爷爷奶奶有感情。15年前，爷
爷的突然离世，让张阳非常难过，
当时就在爷爷灵前发誓，一定要
对奶奶好，让奶奶幸福健康地过
好晚年生活。

8年前，张阳72岁的奶奶被
查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时而清
醒时而糊涂，加上早先患有严重
的糖尿病，身边时刻需要有人照
顾。

张阳的父母当时身体不好，
他的妻子还要照料三个上学的孩
子，痴呆后的奶奶又不愿意在张
阳的小姑家住。“看着我每次出车
回来，奶奶都像孩子一样黏着我，
我就决定带上奶奶跑货车，不但
能亲自照顾奶奶，还能带她看看
外边的世界。”张扬决定带着奶奶
去跑车。

为了照顾奶奶，张阳在经常

跑车的东莞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房
子，出车了就带上足够的食品、
药物拉上奶奶一起去送货，收车
回来每天给奶奶换洗衣服、刷牙
洗漱……让奶奶每天出门都干
干净净。

几年来，张阳带着奶奶跑遍
东莞、深圳、广州等城市，让奶
奶看到了高楼大厦、山川湖泊、
星辰大海，吃遍了各地的小吃美
食……“为了哄奶奶开心，我还会
陪着她去路边垃圾箱里捡饮料
瓶。每当看着奶奶提着一兜捡来
的瓶子，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我
心里就觉得很幸福。”张阳说。

年近八旬的奶奶在一次洗澡
时不小心摔倒，导致左股骨颈骨
皮质连续性中断，张阳立刻将奶
奶送到医院，独自承担了照顾奶
奶的任务，每天端屎、端尿、擦洗、
喂饭……医生护士和同病房病人
及其家人都给张阳竖起了大拇
哥。

“奶奶腿摔断后，我想了很
多。我奶奶有个远房哥哥，是个
孤寡老人，住在村里的敬老院。
之前跟奶奶去看过他，他眼睛也
看不到，挺可怜的。所以，我想办
一个养老院，照顾奶奶的同时，也
可以照顾更多需要关爱的农村留
守老人。”张阳说，他要像照顾自
己的奶奶那样，让更多的农村老
人都能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带着患病奶奶“看世界”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陈灏张艺伟

一亩土地，年均培育果蔬苗60余万株；
一部手机，远程调控育苗大棚的温度、湿度；
一个系统，实现育苗各关键环节的自动化流水线

作业；
…… ……
8月2日，在位于许昌市建安区小召乡小屈村的军

辉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果蔬育苗大棚内，现代化苗床上
一株株嫩绿的西蓝花幼苗长势良好，自动喷淋设备定
时喷洒一体化水肥……

“眼下是西蓝花的种植时期，我们培育了大约120
万株种苗，这个月25号左右开始育成移栽，这批苗能
播种400余亩地。”小屈村党支部书记屈建设告诉记
者，这批西蓝花苗是订单式生产，育成后将会运往新
乡、周口、南阳等地进行移栽，预计收入达到25万元。

好的种苗是收获的关键。小屈村这座占地4000
平方米的育苗工厂，设有自动化钵盘制作流水线、育秧
等多条生产线，实现浸种、催芽、繁育全过程标准化生
产，机械化耕种贯穿整个育苗环节。

“我们配套的全自动播种机让播种摆脱了原来的
手工方式，以前一个工人一天播种200盘，而自动播种
机一天可以播三千盘约20万株，抵得上十几个工人
了。”屈建设说。智能化、集约化育苗方式的推广应用，
不仅让“照顾”幼苗的人变少了，还让它们长得更快更
好了。

“工厂化育苗的优势，在于严密的基质消毒措施和
严格的病虫害控制，可大幅降低种苗染病概率，使得种
苗质量好，苗壮整齐。”屈建设指着可移动育苗床上摆
放整齐长势喜人的西蓝花苗说，传统育苗的发芽率在
50%~60%，而工厂化育苗发芽率高达90%，而且定植
以后缓苗快，产量高。

在现场，随着操作员按下按键，大棚里的自动喷淋
系统开始运转起来，喷出的不仅有水，还添加了幼苗生
长所需的微量元素。

从“凭借经验”转变为“依靠数据”，从“人力亲为”
转变为“远程控制”。在建安区这座育苗工厂，现代生
物技术、环境调控技术、施肥灌溉技术和信息管理技术
贯穿种苗生产过程，实现全年不间断的工厂化轮作和
规模化生产，开启了育苗“加速度”，满足了蔬果春提
前、秋延后的需求。今年以来，已完成辣椒、西红柿、西
瓜、甜瓜等育苗300余万株。

“一株辣椒苗6毛钱，咱们一批就能培育上百万
株，一年能培育各类苗种400余万株，这账算着多喜欢
人吧。”屈建设高兴地说，军辉农业专业合作社还流转
了600亩土地，建设了十多座大棚，去年的营收突破
34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30余人就业。

近年来，建安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自然
资源，在农产品品质提档升级、强化品牌建设中聚焦

“优种”，强化“育繁推”一体化、协同化、系统化推进，为
农育好“种”，解码农业“芯”，“破壁”优势农业产业集约
化、规模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护航产业提质，助力
乡村振兴。截至目前，建安区工厂化食用菌生产、工厂化育苗产能分
别达到8万吨、6000万株，拥有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7家，打
造“三品一标”和“名特优新”企业33家、产品54个。

“工厂化集中育苗为我们打开了思路，下一步，我们将在提高农业
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上下功夫，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加快推
进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大力发展智慧种植，积极推进数字技术综合应
用和集成示范，建设一批数字农业试点项目，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高效
发展。”建安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姚恒表示。

“五星”创建赋能长葛之变
（上接第一版）

抓共建促共享
促环境之变

长葛市开展“三清”“六治”
“三拆”“四增”“五美”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推出“一元钱”工程，开展

“徒步巡村”“随手拍”活动，调动
群众积极主动性，共建“美丽家
园”，提升村庄“魅力颜值”。践行
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主题党
日+为民服务”，11802名党员入

户帮联，深入一线，当好政策宣传
员、矛盾调解员、群众服务员。大
周镇后吴社区熟练运用“党群说
事团”，创新矛盾化解“十大技
巧”，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
村”。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开
展“健康成长”等主题公益讲座
151场、心理咨询“成长沙龙”28
期，举办电商直播、养老护理技能
培训165期4719人次，开展戏迷
乐园、孝道文化大餐等活动360余
场，累计带动20万余人次参与进
来，让群众文明幸福指数“满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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