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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一辆辆返乡的汽车，行
驶在回家过年的路上。村子上空，炊烟
袅袅，如同母亲在召唤着归家的游子。

河北隆化县的干沟门村，是记者
2019年参加报社“三同”活动来生活
过的地方。来干沟门村，坐在热腾腾
的炕头上，吃一口热气腾腾的杀猪菜，
喝一杯醇香四溢的自酿老烧，这就是
我对于回家的梦想。

“2023 年不易啊，俺们奋力打了
一场抗旱救灾胜仗。”性格开朗的任永
才是我的老朋友，他好酒好客，为酿出
好酒，多次离家拜师学艺，酒酿得越来
越好，被十里八村誉为“酒迷”。他特
别爱思考，自己探索“玉米酿酒、酒糟
喂猪、秸秆喂牛，猪粪还田种玉米”的

“种养加”循环农业模式，受到了河北
省政协原驻干沟门村第一书记乌立志
和工作组的大力支持。

“庄稼怕天旱，做事怕蛮干。去年
俺们这里特大旱闹得都上了新闻。即
便没白没黑打井浇水，收成都减了不
少。”任永才告诉记者。

到底多旱？记者特意查了一下，
2023年 7月1日，河北省在阳光炙烤
下，高温霸场，承德以41.6℃热冠全省！

“多亏了乌立志书记未雨绸缪，科
学抗旱，当年争取资金，给俺们建渠首
闸，去年，还又打了六口机井，为村里
抗旱立了大功。”老任说的乌立志书记
刚调回到省政协任职。我又打电话确
认了一下，才知道他们从 2021 年开
始，为了抗旱，筹资为村里建渠首闸1
座，分水闸 6 座，泄水口 1 座，管涵 3
座，板涵 1 座。还浆砌石泄水渠 677
米，U型泄水渠850米。

“虽然基本都能浇上水了，但是，
天太热，都没有挥发得快，刚浇完，两

天就干了。再说，买抽水机，加油，都
需要钱，投资太大赚不回来，总不能隔
两天浇一次水啊，加上井水太凉，浇庄
稼不如河水好！”老任无奈地说。

“连浇水都讲科学，老任真是个爱
思考的人。”我心里佩服着。

“同样的地，同样的浇水，优质品
种的玉米就是长势喜人！所以说啊，
还是要科学种植。”

“您这么爱研究，酿酒技术有没有
改进呢？”我好奇地随口一问。

“过去的蒸锅，耗能高，产量不
高。我上网比较了好多蒸锅，选择了
一款低耗能的。”还别说，老任还真把
自己酿酒的蒸锅给换了。

“耗能低了还真省了不少钱呢，去
年大旱，玉米产量降了很多，影响到酿
酒也少了，酒糟自然少。加上年底猪
价太低，我卖了60头肥猪，50头猪崽，
比2022年少收入五六万元。”老任自
嘲地说，“困难日子挺过去了，还是得
依靠科技创新呀，希望今年能有个好
收成。”

“乌立志书记在村里的时候，鼓励
我们养牛，还请来了河北北方学院畜
牧专家岳春旺教授，村里建了‘牛’微
信群，可以请教肉牛科学养殖专题知
识，有问题还能随时在线请教教授。
俺们是科技创新的受益者，家里养的
牛今年陆续下了 11 头牛犊子，正月
里还要下4头。”老任喜滋滋地说。

“我挺羡慕你们做记者的，到处采
访，能了解各种各样的科技信息。”老任
开启了互夸模式，“我就喜欢看好的种植
技术、优良品种、科技成果。你们报道
说，林占熺带领党员组建了闽宁菌草扶
贫工作队，推行技术本土化、方法简便
化，让农户‘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
成’。能不能引到俺们村里？”

老任对科技的迫切需求让我心里发
慌，蓦然觉得记者的压力山大起来。

“2024 年，国家科技创新形势越来
越好了，我想挤出时间出去转转，看看林
占熺，看看食叶草，还要去一趟四川五粮
液酒厂，看看他们的企业，能不能学一下
他们的酿酒技术……”老任的话，在我脑
海里徘徊。

脚踏实地养猪和养牛的“老任”，发
展了畜牧业与农业的循环经济模式，养
殖产生的有机肥料被用于农田，提高了
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同时也为畜牧业
提供了充足的饲料资源。这种模式不仅
提高了养殖效益，还促进了农业可持续
发展。

仰望星空的“老任”，关注着相关产
业的科技创新，力争引进更多科技力量，
让种植业、养猪和养牛的产业也焕发新
的活力。

在新春的喜庆氛围中，农村焕然一
新。新农村的美好未来和希望，不正是
因为有千千万万既脚踏实地，又在仰望
星空的“老任们”在支撑吗！

“酒迷”老任的“科技梦”
本报记者 高志民

“老蒋，一大早忙啥呢？”清晨，
看着步履匆匆出门的蒋登科，邻居老
李大声问道。

蒋登科边走边回应，“到年根
了，这两天养殖场里忙得很，咱们完
了说！”

看着牛在舍里悠闲地吃着饲草，
唱着“哞哞歌”，即使脚上踩了牛粪
也藏不住蒋登科内心的喜悦。“我们
的牛吃苜蓿，喝甜水，天然绿色营养
好。”他向前来参观的客户作着介绍。

蒋登科本是一家石油工程机械企
业的负责人，2016年，却多了一个
身份，就是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砖井
镇的“牛倌”。为了寻找适合这片土
地的牛种，他先后从澳大利亚、欧洲
引进牛种，历时6年，与本土优质秦
川黄牛经过三代杂交培育，形成了具
有独特边塞基因的优良品种，没想到
也就此为周边的群众蹚出了一条致富

“牛”路。
“一个老板，有房有车，不好好

享受，咋就天天想着干农民的营
生。”很多人对他的选择表示不解。

蒋登科说，我是个农民的孩子，
小时候家里穷，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无论过去多久、走得多远，我都不会
忘记养育我的家乡和那些曾经无私帮
助我的父老乡亲。

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仅
靠生活上的救助远远不够，如何才能
让父老乡亲摆脱贫穷，过上幸福生
活？经过一番认真思索后，他决定拿
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加上部分银行贷
款，携妻子一同回乡创办养殖场，开
启了“与牛相伴”的生活。

“要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让他
们劳有所获、获有所乐才是关键。”
回想起刚刚动员村民养牛时的情景，
蒋登科笑着说，“那会儿想找一个愿
意和我一起养牛的村民是真难啊。我
说养牛收益高，但他们宁愿出去打零
工，都不愿意和我一起干。最后，我
想那就自己先干，让大家看。”

随着几年的不懈坚持，大家对蒋
登科的成功动了心，但是又在“没有
钱、投入大、风险高、不敢冒险”的
思想斗争中徘徊。于是，蒋登科决定
给农户赊母牛，一头牛值 8000 块
钱，农户交2400元，剩余的钱在牛
产下小牛并长到300公斤后还回来，
这样就算把母本还完了，之后再产下
来的牛就是他们自己的。

通过发放1000多头牛，蒋登科
帮助100多户农户实现了年收入增加
2万余元，养殖规模大的农户甚至每
年纯利润达到20万元。村民们靠着
养牛，收入不再是靠天吃饭，日子过
得有滋有味。

产业要长久，品质是关键。蒋登
科又带领大家建设了800亩苜蓿草料
基地，1000 亩玉米草料基地，140
亩大豆草料基地，现已形成畜牧养
殖、饲草种植、饲料加工、粪污还田
的种养互动互促的畜牧业生态链。

饱食暖衣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如何提升肉牛
产业附加值，打开肉牛产业发展新格
局？如何让肉牛养殖成为群众增收的
强引擎，助推乡村振兴？”这是县政
协委员、“牛倌”蒋登科目前心里装
着的头等大事。

蹚出一条致富“牛”路
通讯员 王国丽 本报记者 路强

“叮咚，叮咚……”电脑里传来
了清脆的提醒声。“生意又来啦！”临
近春节，卜伟绍在网络上的生态甲鱼
店却异常忙碌。“春节也不打烊，过
节大家都想要吃点‘好的’，得赶紧
把我们的生态甲鱼寄出去。”

卜伟绍是浙江省政协委员，云和
县清江生态龟鳖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今年也是他从事中华鳖养殖事业
的第27个年头。

八百里瓯江一路奔腾，流经云
和县石浦村时水势渐缓。2007 年，
卜伟绍看中这里的好山好水好空
气，租下土地，创建了全县第一家
从事龟鳖养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云和县清江生态龟鳖养殖专业
合作社。

起初，他采取标准化温室养甲
鱼，却因卖相不好等各种原因，叩不
开市场的大门。反思总结后，他充分
发挥云和生态优势，在浙江万里学院
钱国英教授等专家的技术指导下，最
后利用海拔1000多米的云和梯田高
山山区实施“温室+外塘+稻田”三
段法稻鳖共生流水养殖模式，这使得
生态甲鱼的身价迅速飙升。

但市场上卖甲鱼的并不少，怎

么才能让消费者相信这甲鱼真的
“生态”？

2014年初，丽水市农发公司推
出“壹生态”生态精品农业信息化服
务系统，这解决了卜伟绍的大难题。
该系统可为企业提供管理产品生产全
过程和为消费者展示追溯产品全过
程。通过摄像头，甲鱼的生长状况、
投料情况等实时信息一目了然。消费
者扫描二维码，就能查询到甲鱼的各
项养殖情况，既买得放心、吃得放
心，还能感受到甲鱼养殖的快乐。

“也就是说，我的甲鱼每个都有‘身
份证’。”

同别的水产养殖基地不太一样，
卜伟绍的基地位于青山绿水间，鱼
塘、实验室、专家室、培训室等错落
有致，活像个小型“生态科技园”。
鱼塘里，一把甲鱼饲料撒入，不时有
甲鱼把头探出水面，环顾一下四周，
然后潜入水中……看着颇为新奇
有趣。

“我们这儿现在是个小景点，经
常有来自上海、杭州的游客组团来打
卡。”卜伟绍笑着说。

在自己生意越做越大的同时，卜
伟绍也有自己的思考：稻渔综合种养

是浙江省现代特色农业之一，在推动
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渔业养殖风险较高，虽
然各地成立了许多合作社，但由于规
模小，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
也弱。

“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做大做
强！”2014年 12月，云河渔业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宣告成立，云和渔业吹
响了抱团发展的“集结号”。

合作社为成员搭建共同平台，指
导成员科学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还
组建了水产专家团队，聘请省市县多
位专家为成员提供全程技术指导

服务。
如今，联合社拥有云和湖水面3万

亩、池塘 158 亩、工厂化养殖设施
8100平方米、稻田面积 781亩，年产
值可达2680万元。

日前，在浙江省召开的“两会”
上，卜伟绍又聚焦山区26县的高质量
发展鼓与呼，再次强调了“科技+人
才”的重要性。“农业是山区26县支柱
产业之一，要加大省级财政对26县农
业科技投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通过构建‘项目实施+人员培养+技术
推广’的科技特派员项目实施体系，推
动山区人才科技融合发展。”

青山绿水间的养鳖人
通讯员 沈绍春 本报记者 王硕

“这两天的生意真不错！”冬日的
秦岭，天寒地冻。但看着大棚里红艳
艳的草莓和络绎不绝来采摘的顾客，
草莓种植大户郝彦子难掩笑容。“放假
的娃娃、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
冬天大棚里还暖和，在这里一家人其
乐融融，美嘀很。”

小小的乡村能有致富“抓手”并不
容易。

郝彦子的草莓大棚位于陕西省商
洛市商州区板桥镇下湾村，原本是
242国道旁的一片乱石林立的荒滩。
偶尔有一些村民会在周边种植玉米，
每亩地能收入500多元，也就能解决
个温饱。

郝彦子回忆说，最初他在外地打
工，因家中老人生病得回到家乡照顾。
为了给自己找个生计，他带回16株草
莓苗试种。没想到，到了丰收的时候，
他摆到国道路边一卖，草莓很快就卖光
了。看到了希望，他就在村里最先承包
了几亩地，建起了几个大棚。可是单打
独斗、资金又不充足，郝彦子干的十分
辛苦。“冬天里，为了让草莓苗不被冻
死，只能在大棚里烧起数个火盆，一晚
上一晚上不睡觉地看着。”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商州
区是中国邮政的定点帮扶点。邮政挂
职干部、商州区副区长吴旭东了解到
这些情况，提出了要产业升级和发展

智慧农业。
2023年，中国邮政捐资180万元

帮扶改造提升草莓种植基地。不仅扩
建了近 20 个大棚，还引入了智慧设
施。如今，这里已成了拥有40余个大
棚的草莓产业示范园。

据测算，园区年产草莓能达10万
公斤，销售收入达到500万元。不仅
承包的种植户获利，这里每年还能提
供稳定就业岗位约300个，带动周边
群众实现务工收入150万元。

走进大棚，顿感温暖如春。依靠位
于大棚中间的暖风机和串联全棚的暖
风带，温和的风呵护着娇嫩的小苗，也
让身处其中的游客在冬日中非常惬
意。棚里还有用来测温度、测湿度等的
仪器设备，大棚中的控制系统会根据这
些数据变化自动控制水量、光照等。

“不仅是减少了人工的工作量。”
商州区委办驻板桥镇下湾村第一书记
金红卫介绍说，在智慧系统的控制下，
农作物可以在更适宜的环境里生长。
大棚内有效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产
量提高的同时，更提升了草莓的质
量。“我们的草莓不打药、零农残，摘下
来就能直接吃。”

有了好的品质，下一步怎样把整

个产业做大做强成为新的目标。2023
年，村中对草莓大棚周边的环境进行整
治，要将草莓园打造成草莓小镇，促进农
旅融合发展。

2023年 3月，板桥镇成功举办了商
州区草莓采摘体验文化节，以采摘节为
契机宣传当地优势资源，吸引项目投
资。文化节打响了当地草莓的品牌，吸
引了众多人来到村中打卡，乡村休闲采
摘游成为板桥镇拉动经济增长和带动百
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方式。

如何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吴旭东解释说，“中国邮政从
扶贫到帮扶，过去是修桥铺路，让走不出
大山的人和物走出大山；现在乡村振兴，
要从‘输血’到‘造血’，构建现代农业体
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延伸草莓加
工产业，拓展产业链；同时通过打造乡土
特色品牌，培育生态旅游，让乡土文旅深
入融合，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乡村；再
通过培训进行知识帮扶，提升当地干部
的认知能力，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
画卷。”

春节将近，新的草莓节已经在酝酿
之中。“这次可不是镇上的草莓节，区里
也要助力。”吴旭东对村中的干部说，“让
大家一起努力，叫响我们的草莓品牌。”

乐享“莓”好时光
本报记者 王硕

“自打搞旅游以来，家里收入提高
了，俺们两口子不用外出打工，还能
照顾老人小孩。”春节前夕，正在厨房
准备年货的河南省商城县黄柏山旅游
区农家乐业主周贻华乐呵呵地对记
者说。

商城县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是
一片红色热土、生态宝地。近年来，商
城县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因地制宜
发展旅游产业、油茶产业、林果产业，
鼓励老区人民“掏”森林的“腰包”。

走进黄柏山林场磨盘山村，一栋
栋造型别致的民宿掩映在青山绿
水间。

“早些年孩子们都进城了，老房
子一直闲着。去年，村里把老房子租
去建民宿，每年给租金。”磨盘山村
老党员彭业祥高兴地说，“村子变美
了，上山的人多了，俺们的生活也更
好了。”

近年来，商城县依托优势森林资
源，大力发展生态观光、森林康养、
自然研学、自然教育、民宿体验，创
建了韩冲、万安等一批国家级森林乡
村，开发了西河、黄柏山、汤泉池等
多条研学线路，打造了磨盘山村乡村
振兴示范区，构建了以点带面、点面
结合的生态旅游发展格局。近5年，
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100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130亿元。

“我们利用荒山推广油茶种植，
努力把油茶发展成富民产业、生态产
业和旅游产业。”商城县长园野生茶

油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焕友向记者介
绍说。

为了加快发展油茶产业，商城县
出台《关于推进油茶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县财政年预算3000万元以上
专项奖补资金，对连片新造林50亩
以 上 的 每 亩 补 助 1000 元 ， 按

“5221”比例分4年发放。同时，对
油茶低产林改造进行补助，支持良种
选育、技术培训、新技术应用和品牌
创建，奖励发展油茶产业的先进单位
和个人，扶持县内两家省级定点油茶
育苗机构，成功培育“豫油茶-1
号”“豫油茶-2号”两个良种，引进
了“湘林”“长林”等30多个油茶优
良品种。

如今，油茶已成为商城的特色产
业，4个万亩油茶产业园区、10个千
亩以上油茶精品示范基地、4个市级
油茶产业化示范园区和30个油茶种
植示范基地连片成串，油茶产业年均
产值达4.1亿元。

此外，商城县结合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建设和县内花朝节、丰收节、
民俗节等地方特色活动，优化优质林
果产业发展布局，加强优质林果生产
基地建设，因地制宜扩大优质林果种
植面积，年均发展3000亩林果。“下
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持续推动地方生态价值转
化，让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福
利。”商城县林业和茶产业局有关负
责同志表示。

老区人民“掏”森林“腰包”
王东风 彭婉 本报记者 王有强

吴旭东吴旭东（（左一左一））在草莓种植基地调研在草莓种植基地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