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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传说中的‘金鱼哥’呀！”3
月27日上午，家住湛河区曹镇乡曹西村
的王军伟正往鱼塘里撒鱼食，几名来自
叶县的农民开着三轮车来到他的金鱼养
殖合作社。他们都在家乡承包有鱼塘，
听说靠养金鱼发财的王军伟准备扩大合
作社规模，就专程赶来加盟。

今年 40 岁的王军伟被当地群众称
为“金鱼哥”，不仅因为他是湛河区第一
家靠养殖金鱼成功致富的典型，也不仅
是因为他成功带动了一批乡亲走上致富
路，更因为他对金鱼的情有独钟和他那
不屈不挠的创业史。

为学养殖扮学徒
2005年，王军伟和几个老乡到广州

一电子厂打工。一天，王军伟和老乡在
广州市郊闲逛，来到了金鱼市场，色彩斑
斓、形态各异的金鱼吸引了王军伟。当
他得知这些金鱼每条价值几十元到几万
元不等，且销量可观时，他不禁想起自己
的家乡——湛河区曹镇乡曹西村。那里
濒临白龟山水库，有着丰沛的水资源，是
当地出名的鱼米之乡，如果把这个项目
引到老家，岂不是一件造福乡邻的大好
事？

王军伟刚向卖金鱼的老板提出自己
的想法，就遭到了对方的讥讽：“还是打
你的工去吧！这可不像你家乡放草养鱼

那么简单。”老乡也笑他：“走吧，没有金刚
钻别揽那瓷器活。”

王军伟并没有放弃，他打听着来到当
地的金鱼养殖基地，以每月1000元的工资
当起了廉价学徒，工资比原先一下子少了
2000多元。

王军伟很快用勤奋和踏实换取了养殖
场老板的信任，老板不知不觉中将一些养
殖的关键技术传授给了王军伟。一年后，
王军伟掌握了金鱼养殖的关键技术。

2006 年初，王军伟辞别老板，立即到
金鱼市场购买了鱼苗，乘飞机赶回了老家，
生怕因路途时间过长使金鱼死亡。

困中求变获成功
回家后，王军伟在自家门前的一亩多

鱼塘里忙活了大半年，那些原先米粒大小
的金鱼都长到指头长短。看着花花绿绿的
金鱼成群地在鱼塘里游着，王军伟心里别
提多高兴了。

就在这时，金鱼开始接连生病，虽然治
疗了一个多月，还是损失了一大半。

虽然王军伟不停地翻阅书本、请教专
家，但接连3年，金鱼的生病问题没能得到
彻底解决，他不仅赔光了多年的积蓄，还欠
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为了逼迫王军伟放弃金鱼养殖，2008
年，妻子打电话挨个通知亲人，不要借钱给
王军伟。

想想多年的付出不仅让自己债台高
筑，还几乎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王军伟一
度心灰意冷，但是就这样放弃了又实在是
不甘心，他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王军伟决定从异地买来种鱼，自己摸
索金鱼的育种和孵化技术，对金鱼进行异
地相配，通过改良品种提升金鱼的抗病
力。

2009年4月，金鱼的排卵期到了，王军
伟一直守候在孵化池边，尤其是凌晨1到3
点。这个时间段是金鱼排卵的旺盛期，王
军伟必须盯着金鱼池，发现有金鱼要排卵，
就要及时找到同时排卵的异地金鱼，把它
们放入同一只孵化箱内。整整一个月，王
军伟每天睡眠时间都没有超过4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年，王军伟的异
地相配孵化技术获得了成功，再加上防疫
做得到位，金鱼几乎没有生过什么病，当年
他就盈利了20余万元。

乡邻加盟共致富
2011年，王军伟又摸索出了金鱼立体

杂养技术，使每亩水面的养鱼数量由传统
的六七万尾增加到现在的20余万尾，养殖
成本降低了不少。2013年底，王军伟年利
润达60余万元。

当地一些渔业养殖户看到王军伟养殖
金鱼赚了钱，纷纷登门向王军伟请教，甚至
叶县和鲁山等地的养殖户也专门赶了过

来。王军伟看到了商机，他认为这是把金鱼
养殖做成规模、做成产业的绝好机会。于
是，他决定联合这些养殖户组建养殖合作
社。王军伟负责品种研发与市场开拓，提供
鱼苗和技术，并统一回收、销售金鱼，其他养
殖户主要负责养殖与定期消毒防疫。

2014年7月，王军伟在当地金鱼市场展
出自己新培育出的一款金鱼品种，立刻引起
了许多商家的青睐，甚至有来自广州和北京
的商户专门到他的合作社参观，与王军伟达
成了长期供货协议。

2014 年底，王军伟的金鱼合作社发展
到11户150余亩鱼塘，这些合作者年平均收
益都在5万元以上。

今年初，周边从事渔业养殖的乡亲专门
来找王军伟，希望能加入他的金鱼养殖合作
社，对于乡邻的加入，王军伟热烈欢迎。

“多年的打拼告诉我，科学创新才是创
业致富的支撑点。”王军伟说，“大伙儿有创
业的念想，我鼓励。我要搞好研发，把金鱼
的品质提上去，把成本降下来，让更多养殖
户过上好日子。” （张旭长 徐光亚）

在生意连年亏损的情况下，王军伟硬是咬紧牙关，使金鱼养殖扭亏为盈，
并成立养殖合作社，带动乡邻走上了致富路……

“金鱼哥”的创业梦

本报讯 （记者高轶鹏 实习
生张溢威）为充分利用公交资源，
根据广大市民及网民的意见和建
议，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定于4月1
日起对25路路线进行优化调整，
请广大市民留意。

据介绍，25 路调整前路线
为：南环路、光明路、姚电大道、姚

孟村、西环路、凤凰路、龙翔大道、育
英路、复兴路、梅园路。调整后路线
为：南环路、光明路、姚电大道、姚孟
村、西环路、建设路、凤凰路、龙翔大
道、育英路、复兴路、梅园路。

从 4 月 1 日起按新路线运行，首
末班车发车时间、发车间隔时间、票
价均不变。

25路公交车运行路线调整

本报讯（记者卢晓兵）清明节
期间，我市道路将迎来车流、人流
高峰。为保证清明节祭扫活动期
间我市道路畅通、有序，市公安交
管支队发出清明交通安全提示，同
时将增加警力部署强化对各陵园、
墓地周边交通秩序的管控。

今年清明小长假实行小客车
免费通行政策，高速公路和通往
景区的道路或迎来中短途自驾出
行高峰，加之人流车流集中，特别
是郊区、山区祭奠祭扫、旅游踏青
增多，市民要及时检查车辆，了解
路况信息。要文明出行，不抢道，

不逆行，确保道路畅通安全。车辆超
员会使轮胎负荷加重，制动距离加
长，严重超员还会导致爆胎。特别是
微型面包车大多设计时速低，安全装
置不全，超载后安全稳定性差，易发
生交通事故，因此，勿乘坐超员车辆，
勿超速赶路。驾驶车辆在山区道路
行驶时应控制车速，避免强行超车，
切勿在山区道路驻车观景，随意停放
车辆。在临水临崖、窄桥窄路、急弯
陡坡等路段行驶时，要提前减速，与
路侧保持必要安全距离。遇对向来
车要减速停车，礼让车辆临水临崖的
一方先行。

我市公安交管部门
发出清明交通安全提示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 通讯
员赵家路）目前正值小麦春季管
理和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3 月
26日，叶县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向广大农民手
把手传授小麦春管知识，指导农
民做好麦田管理工作，力争全年
粮食丰收。

“每亩用 20%氯氟吡氧乙酸
乳油 30 毫升加上 10%苯磺隆 15
克，兑水 40 公斤喷防，可以将麦
田里的阔叶杂草清除。”在水寨乡
霍张村的麦田里，该县农业服务

中心农技员给农民开出了一张张小
麦春季管理“处方”。

为解决农户麦田春季管理难题，
该县组织百名农技专家和技术员分
片包干、驻点指导，其中植保专业技
术人员对 17 个乡镇重点区、重点田
进行监测，以防小麦纹枯病等各种病
虫害发生。该县还组织质监、种子、
土肥等部门定期对全县农资经营部
门进行农资质量大检查，开展农资打
假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冒
伪劣农资等违法行为，杜绝假农资坑
农害农事件的发生。

叶县农技员田间地头开“处方”

公 告
由于设备更新和搬迁

新址，我市 120 急救电话
（不 涉 及 各 县 市）将 于

2015年 4月 1日上午 10时进行信号割接
及系统调试，在此期间呼入120急救电话
如出现异常，请直接拨打4944120。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

2015年3月31日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王梦琪）
“淡淡的花香让人神清气爽，仿佛置身花的
海洋，心情非常舒畅，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放
松。”3月 30日，来自漯河市北舞渡镇的王
女士和朋友陶醉在叶县辛店镇刘文祥村的
千亩果园里。

阳光和煦的春天，辛店镇刘文祥村千
亩果园，数千棵桃花迎春绽放，芳香醉人，
吸引了不少人踏青郊游。

据了解，2006 年，刘文祥村在辛店镇
党委、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下，依托林
业、扶贫等项目，因地制宜，加快南部山
区荒山绿化、林果业提档升级步伐，先后
引进美国黑李子、大红玫瑰李子和中油
12 油桃等品种，增加群众收益，逐步形成
产业。最初由村两委会干部朱国伟、李
玉峰试种 36 亩，2011 年挂果收获，净收
入 25.2 万元。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全
村 230 户村民有 198 户种植桃树李树等
林果。

截至目前，全村林果种植规模已达
2500 亩，仅此一项，年户均净增收 8.8 万
元。林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
展，每到春暖花开、桃李成熟时节，平顶
山、漯河、南阳等地众多游客纷纷前来观
光赏景，采摘桃李。

发展休闲观光林果业

叶县辛店镇
打造生态旅游乡镇

本报讯（记者温书功 通讯员孙文
涛）“因为实行无公害种植，蔬菜品质
好，很受欢迎，销往附近县市，我们收入
也高。”3 月 28 日，郏县渣园乡叶庄村的
平顶山隆海农林牧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新
潮高兴地说。

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人们对吃的
愈来愈讲究，尤其是蔬菜，越来越多的人
追求品质、口感和安全。“我们公司种植
蔬菜以牛粪等农家肥为底肥，以白糖水
为叶面喷施和灌根用肥，治虫采取放置

黄色诱虫粘板等物理和生物治虫方法，
不施催熟剂，让其自然成熟，生产出来的
蔬菜口感好，深受顾客喜爱。”蔬菜种植
区技术员李德恒说道。

据介超，该公司计划用地1500亩，总
投资 3.89亿元，目前一期已建成并投入
运营。一期占地507亩，已完成投资2800
万元，园区内分名贵苗木生态园、养殖示
范区、蔬菜大棚区和果品采摘区四个
区。仅蔬菜大棚一项可实现年产值 600
万元，吸收20多个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月

均工资1800多元，年收入1.5万元以上。
据了解，为拓宽群众致富渠道，渣园乡

实施有机绿色蔬菜基地建设工程。通过加
大“科技兴菜”力度，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的
引进和推广，努力实现无公害标准化生产，
构建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质量监控机
制。如今，该乡建成了宝之绿蔬菜种植合
作社、新军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和平顶山
隆海农林牧有限公司等有机蔬菜合作社5
个，种植面积 4000 亩，带动 1500 名农民就
业。

目前种植面积4000亩，带动1500名农民就业

渣园乡实施有机绿色蔬菜基地建设工程

今日天气
阴天有小到中雨，偏南风2-3级，

最高温度21℃，最低温度8℃

本报讯（记者毛玺玺）随着
新华路中段改造工程进入最后阶
段，连日来，在此路段，市园林处
夜间作业增设行道树新品种，改
善、美化改造后的道路景观。

30日上午，负责新华路中段
改造工程的市政工程公司技术人
员翟克利介绍，该改造工程北起
矿工路，南至南环路，经优越路、
建设路等，全长 2.4 公里，是我市

“十二五”道路规划建设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目前，工程进入最后
阶段。为使改造后的道路景观更
加漂亮，连日来，每天晚上8点至
次日凌晨 3 点，市园林处园林绿
化工人都会在新华路湛南路至南
环路路段进行挖树坑、栽树木等
工作，增设高杆红叶石楠作为该
路段行道树。

“因为需要用翻斗车、铲车等
工程车辆，若是白天作业会干扰
城市交通，给过往行人、车辆带来
不便，所以专门安排在夜间工作，

这几天最晚的时候干到了凌晨 3
点。”3月29日晚上，在新华路与湛南
路交叉口西南侧某酒店前，该处绿化
工程四队工作人员崔乾正在和同事
们一起清理树坑内不利于树木生长
的石块、建筑垃圾等。连日来，该队
20多名工作人员利用夜间已经在此
路段挖好了 100 多个树坑并进行了
清障工作。

据崔乾介绍，目前，我市城区的
行道树品种主要是法桐、国槐、大叶
女贞、香樟等，此次在新华路中段增
设高杆红叶石楠，是我市首次使用此
类树木作为行道树，这也是为了进一
步改善改造后的道路景观，美化城市
形象。“过去的行道树都是绿色的，而
新增的高杆红叶石楠新出的叶子是
红色的，属于彩叶树种。此外，这种
树的适应能力很强，容易成活。”崔乾
说。据了解，30日夜间，市园林处绿
化工程四队要把 100 多棵高杆红叶
石楠栽种完毕，这也将进一步美化改
造完工后的新华路中段的道路景观。

市园林处进一步美化道路景观

夜间作业增设行道树新品种

3 月 30 日
上午9时30分
许，两辆同向
行驶的机动车
在迎宾路与建
设路交叉口南
侧发生碰撞，
事故现场占去
半幅路面，致
使该路段发生
拥堵。

我市机动
车 辆 日 渐 增
多，驾驶员更
应遵章驾驶、
谨慎行车，以
防发生事故造
成人员伤亡和
道路拥堵。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