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袤乡野皆沃土，大有作为写华章。

土地承载着希望和梦想。如今，在鹰城广袤的大地上，勤劳的人们乘着新时代的东风，激发出无限的生

机与活力：让高标准农田成为规模化农业生产前线，粮食产销更有保障；在互联网里乘风破浪，踏出一片农产

品展销新天地；以热爱与钻研加持，探索更丰富的发展模式，培育更多高品质新品种……

这是人和土地的双向奔赴和相互成就。在这充满希望的广袤乡野中，更多更精彩的故事还在持续上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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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回乡创业，种养结合闯新路

深挖乡土价值，魅力古村气象新

“不好意思，确实太忙了，最近

花卉苗木销售订单多，送完货都到

现在了，一会儿还得准备明天的订

单。”1月 26 日晚，记者在汝州市临

汝镇临东村杨国强的种植园见到

他时已是晚上 6 点多，天已经完全

黑了。

今年 44 岁的杨国强是一名退

伍军人，从 2014 年开始，他在老家

临汝镇流转土地种花卉苗木、葡

萄。经过多年发展，他的种植园面

积已经扩大到 105 亩（1 亩≈666.67

平方米）。

“园里主要种植阳光玫瑰葡萄

和花卉苗木。”杨国强说，新农人一

定要成为多面手，种好只算成功了

一半，销售好了才是真的好。

刚接触抖音时，杨国强除了拍

拍日常生活，也会发一些在种植园

里工作的视频，部分视频获得了不

错的点赞量。去年夏天，阳光玫瑰

葡萄需要疏果时，他试着通过拍视

频发布招工信息。“许昌那边都有

人打电话说想来干活儿。”杨国强

说，招工视频发出后，浏览量达 3.3

万人次，寻求务工的电话不断。果

园里一天用工量四五十人，这次他

不用到处找人，仅用十几天就完成

了疏果，比往年用时少了一半，这

让他深感网络的传播力之大。

去年 9 月中旬，阳光玫瑰葡萄

成熟时，杨国强开始了第一次直

播。“我对自己种的葡萄很了解，直

播时也不需要花里胡哨的，有啥说

啥，咱的葡萄用的都是农家肥，产

量低但口感好。”杨国强说，他在种

植园门口摆摊销售，手机镜头就对

准摊位直播，“第一次直播了两个

小时，很多人都是看到直播后

过来采摘的。”从这之后，他

会不时在抖音直播卖葡萄。

此前，种植园里的 15

亩阳光玫瑰葡萄总是零卖

一部分、批发一部分。直

播卖货后，杨国强的葡萄

知名度和销量大增，基本全

部零卖出去，减少了中间商，

价格也比批发出去高。有顾客

曾说，虽然杨国强的葡萄价格稍

高，但葡萄更甜、口感更好，自己

也愿意买。

据临汝镇社保所所长金现奇

介绍，该镇积极与汝州市人社局对

接，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力度，2023

年举办电商培训 7 期，累计培训

237人。

（本报记者 李鹏程）

搭乘直播快车，葡萄卖得快又多

1 月 25 日下午，秦文向到田地

里查看小麦长势。“去冬今春雨水

较多，地里墒情好，今年小麦会有

个好收成。”他说。

1986 年出生的秦文向身上颇

有些传奇色彩：初三辍学回家放了

几年羊，后又返校读书考上高中，

两次参加高考，最终考上中国农业

大学，本科毕业保送本校读研，硕

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到老家鲁山县

创业，创立“平安村”农产品品牌。

秦文向是辛集张庄人，父亲曾

在市区一家煤矿工作，母亲在家务

农。秦文向幼时经常在乡村与城

市间穿梭，那时的他就有一个想

法：“农村这么好，为啥农民穷，有

没有办法让农民多赚点儿钱？”

初三第一学期结束，秦文向辍

学回家开始养羊。他说，当时想法

很简单，觉得干农业赚钱不需要太

多知识，自学、从实践中获取经验

就行了。

放了两年多羊，秦文向有些后

悔了。“放羊期间，我看了一部《世

界大学 100强》的纪录片，当时就震

惊了，大学原来是这样的。再加上

养了几年羊也没挣到钱，感觉没知

识还是不行，就动了回学校继续读

书的念头。那时还有一个想法，如

果继续养羊，接着就是盖房子、娶

媳妇、生孩子，好像一下子就看到

了生活的尽头，能不能换一种活

法？”他回忆道。

2003 年 9 月 ，秦 文 向 回 到 学

校，一年后考上了高中。2008 年，

经过“二战”，他考上中国农业大

学，成为动物科技学院的一名学

生。“一来到农大，就觉得这里非常

适合我。”秦文向说。

大学期间，秦文向就开始创

业。2010 年，他从学校带了 500 只

鸡苗回家，第二年这批鸡苗就给他

家带来近万元收入。2011年，秦文

向动员母亲开始大规模饲养蛋鸡。

2014年，硕士毕业的秦文向返

乡创业，并于次年创立鲁山县平安

亿丰农林牧有限

公 司 ，注 册“ 平

安村”商标。随

后 ，他 在 张 店

乡刘湾村、辛集

乡 柴 庄 村 流 转

土 地 300 余 亩（1

亩 ≈666.67 平 方

米），引进油蟠桃、樱

桃李、杏梅等 30个特色新

品种果树，同时在林间套种玉米、

小麦等粮食作物，在林下套种菊花、

金荞麦、冬凌草、桑叶、决明子等草

本植物，配合粮食饲喂蛋鸡、蛋

鹌鹑，禽类粪便处理后回田提

升土壤肥力，形成了“粮-牧-

果-药”立体循环农业。

“下一步，我将在销售端

发力，创建‘秦文向’个人品

牌，把公司打造成种养结合，

同时兼具科研、观光功能的乡村休

闲旅游综合体。”秦文向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1 月 25 日早上 5 点，乡土大地

还是一片静寂，郏县冢头镇李渡口

村三组李红强家已升起袅袅炊烟，

李红强和妻子王爱娟、母亲杜喜仙

已忙碌近一个小时。“今天中午有

人预定 5 桌，预计有 50 人来吃饭。

择菜、洗菜、切菜任务很重，不早起

不行啊。”李红强一边说一边擦拭

额头的汗水。

李红强今年 44岁，高中肄业到

北 京 打 工 ，干 过 装 修 、做 过 传 菜

生。“孩子小，在北京开销很大，一

个月辛辛苦苦仅能勉强糊口。”李

红强说，看到李渡口乡村旅游初具

规模后，他果断回乡创业。

有一年春节，几位到李渡口村

游玩的游客因为没有找到饭店，只

能饿着肚子离开。李红强把这件

事记在了心上，决定在村里开家饭

馆。“我们村是国家传统村落、中国

景观村落、省历史文化名村，这几

年镇里投资多，宣传力度也大，环

境越来越美，游客也越来越多。”李

红强说，他的饭菜主打生态和健

康，如今一年能挣七八万元。

李渡口村始建于汉代，历史悠

久，现存明清古建筑 77 处 853 间。

这里的古楼、古房、古窗，样式丰富；

石雕、木雕、砖雕，精美绝伦。古建

筑多为砖木结构，以四合院为主，两

进院和三进院居多，前有门楼、中有

过厅、后有堂楼，东西有配房，建筑

结构严谨、气势恢宏。古村落拥有

深厚的历史资源禀赋，如何更好地

发挥其作用是关键。

2016 年，在冢头镇党委、政府

的指导下，该村按照“打造 AAA 级

景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路，挖掘

村落文化资源、整合民俗文化，着

力打造以“古建、美食、渡口、书画”

四元素为灵魂，动静结合、相得益

彰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经 过 持 续 发

力，如今，该村已

成为远近闻名的

旅游目的地，百年

古 村 的 魅 力 展 现

出 来 。 越 来 越 多 的

年轻人回到家乡干事创

业：李亚兵的渡口猪蹄、李

东方的水席扣碗、李红欣的乡村民

宿以及大大小小的文创经营实体

在李渡口村扎根，古色古香的村子

焕发出无限生机。

“去年，县里又为我们引进了

由河南中旅集团投资兴建的‘古渡

妙境’项目，一期项目预计今年五

一开业。到时候，我们村将配备码

头、露营地、茶馆、特色街区，引进

画舫、小龙舟等水上娱乐项目，旅

游承载能力会更强。”该村党支部

书记李付营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1 月 26 日，在位于宝

丰县肖旗乡枣庄村的河南

航宇种业有限公司育种实

验基地，农民育种专家、公司

负责人常天佑伏下身子，小心

地拔出几棵麦苗，一边仔细观察、

记录小麦的分蘖、长势和抗冻情况，

一边和身边的技术人员讨论。

常天佑是肖旗乡枣庄村农民，1993年高中

毕业后在村里搞种子销售。其间，他发现一些老

品种价格低、产量低、经济效益低，老百姓种一季

赚不了多少钱，一些新品种价格高、货源少，影响

了大家的种植积极性。

凭着对育种事业的热爱与责任，2005年，常天

佑不顾妻子和亲朋好友反对，拿出多年积蓄注册成

立河南航宇种业有限公司，从事粮食育种和经营。

翻书本、查资料、到地里进行种植试验……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新开始。功夫不负有心

人，2009 年，借着全省实施“科技特派员行动计

划”的东风，在宝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航宇

种业被确定为宝丰县唯一省级科技特派员协作

单位。2013年以来，航宇种业与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合作，种子成功搭载“神舟十号”飞船、“实践十

号”返回式卫星遨游太空。

2020年至 2021年，该公司培育的小麦新品种

“航宇 19”参加国家（黄淮南片）小麦新品种联合

鉴定试验，在 4 个省 28 个点进行审定试验，与对

照品种相比增产 6.9%。2021年“航宇 19”小麦新

品种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法定审定，

并被河南省科技厅确认为科学技术成果。

“‘航宇 19’是继20世纪80年代初宝丰县培育

出‘豫麦 2号’（宝丰 7228）后的又一粒‘金种子’，

具有抗倒伏性好、产量高、抗旱节水、商品性好、大

田表现突出等特性，在河南、江苏、安徽、陕西累计

示范种植150多万亩（1亩≈666.67平方米），平均亩

产650公斤以上，高产攻关田亩产800公斤以上。”

提起历时9年科研攻关培育而成的“航宇19”，常天

佑十分自豪。

如今，航宇种业又承担了国家级、省级小麦

新品种鉴定实验 4个，总数达到 6个，育种规模不

断扩大。

“我要继续培育出更多小麦新品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为粮食生产安全再做新贡献。”提起今后的打算，常天佑

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巫鹏）

1月 26日上午 10点多，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银垒驱车刚进入叶县邓李乡庙李村，就遇到了该村党支

部书记李鸿杰。“已经签了 650亩（1亩≈666.67平方米）了，我

们还在努力，看看能不能再扩大‘战果’。”李鸿杰告诉他说。

当天，不时有人敲响庙李村村民家的门。“趁着下雪，一些

村民不外出，正是我们村组干部上门洽谈土地流转的好时

候。”李鸿杰解释道。

前不久，在邓李乡政府会议室，张银垒以公

司党支部书记的身份与该乡所有村的党支部负

责人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流转或托管村集体

土地发展优质农业。“今年，邓李乡近 5 万亩土

地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工程，我们正好在

此‘跑马圈地’共同发展。”张银垒说。

张银垒是该乡邓李村人，在政策激励下，成

立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快速成长为

集种子培育、种植管理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流

转（托管）全县 3 万多亩高标准农田。前不久，

他与省投集团及叶县发投公司联手，成立叶县

大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尝试投运建管运行于

一体的农业发展新模式。

由于该公司拥有成熟的经营模式，加之国

资背景公司的引入，天硕农业可以对村集体流

转的土地进行再流转（托管），在保证村集体稳

定收益的基础上，按照盈利比例实施分红。

“天硕农业能保证每亩每季给村集体 100

元，按照目前 650亩的规模，各村已经稳拿 13万

元，这对村里来说可是不小的数目。”李鸿杰说，

对村民来说也是好事，不仅可以拿到每亩 1000

元的流转费，如果想在田里务工，天硕农业也会

优先考虑。

干农业有时候也得看天吃饭。面对一些农

业风险，张银垒自信地笑了，因为他们有多重保

障：高标准农田里种植的粮食作物，当地政府会

购买一定的保险，天硕农业只需投少量的钱，遇

到风险时，保险公司就可以赔付本钱；自育的成

熟种子、战略合作伙伴（部分自制）的农药化肥、

完备的农机和技术管理队伍，加之规模效应，将

农业种植成本降到最低；收获后按照订单销售给客户，价格高

于市场价……

“随着土地面积扩大，你们管理会不会有力不从心的时

候……”记者话还没问完，张银垒的电话响了。

“催我挑选基地负责人的。”他说，随着流转（托管）面

积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合作社）要求加盟，流转的

土地被划片形成种植基地后，会需要更多的基地负责人参

与管理。

（本报记者 杨沛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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