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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桥镇党委书记张世卿说，
公司盈利后，郭亚培一心想着父
老乡亲，他积极帮扶困难群众，
使其实现再就业，逐步脱贫解
困。2016年，郭亚培为贫困户免
费提供优质黑小麦、黑花生等种
子4000余斤，捐款20000余元，
提供技术培训18场次，提供就业
岗位51个。

每逢佳节，郭亚培带着公司
员工去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到
贫困户家中进行慰问。 为了促
进青年人就业创业，郭亚培与妻
子积极联系周边村庄的年轻人

并鼓励他们来公司工作。2017
年 9 月，公司采取“基地+合作
社+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模式，
与 242 户贫困户签订了种植协
议，免费提供种子、植保等物
资，贫困户负责种植高效小麦，
待成熟后，基地以高于市场的
价格回收，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
脱贫致富。

东长桥村的贫困户秦进忠
把自家的一亩多地以入股的形
式加入了郭亚培的公司，平常还
在公司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样一来，我每年可增收 1200

元以上。”他说。
目前，在郭亚培的带动下，

已有76户贫困户实现了稳定脱
贫。仅2019年，郭亚培就为助力
脱贫攻坚捐款两万元，为贫困群
众免费赠送农产品良种价值达5
万余元，为金秋助学活动捐款1.5
万多元。

辛苦的付出，让郭亚培也收
获了累累硕果。“中国绿色健康
食品”“巧媳妇创业就业示范基
地”“省文明诚信企业”“农业产
业化市重点龙头企业”“爱心企
业”“平顶山市十大杰出青年”等

荣誉称号接踵而来。2018年，公
司的功能元素农业种植技术被
省科技厅认可，被定为河南省功
能元素农业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2019年12月，郭亚培入围感
动中原年度人物名单。

谈及未来，郭亚培有更多的
想法：研制对农作物绝对无害的
等离子水替代农药；利用周边的
秸秆生产生物菌肥；把果园建设
成为现代化的生态农业观光园，
作为科普基地。

记者离开郭亚培的公司时，
又一批富硒馒头装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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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上的追梦人
——记郏县创业致富带头人郭亚培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一个地道的农村青年缘何能成为“全国种粮大户”？郏县长桥镇东长桥村郭亚培让黄土地生出“黄金”来，书写了一个现
代新型农民的传奇。

1月17日上午，记者刚进入绿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便闻到一股芳香沁入心脾。车间里，工人们在包装杂粮、蒸馒
头，忙得不亦乐乎。在富硒馒头车间，一笼笼馒头散发着诱人的麦香味。“我们的手工馒头一个卖2.5元，要是邮寄到外地，每
个6块呢！”做馒头的闫旭阳师傅自豪地说。

“尝尝俺们蒸的馒头，香哩很！”经不住诱惑，记者接过馒头咬了一口，纯正的面香让记者找回了儿时的记忆。
“我们的富硒馒头是订单制作，都上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餐桌。”销售负责人刘艳娜说。

郭亚培今年37岁，1997年初中
毕业的他怀着“淘金”梦，南下深圳、
东莞等地，度过了长达6年的打工生
涯，先后干过搬运工、泥瓦匠、调车
员。郭亚培起初无牵无挂，结婚后有
了孩子，父母也上了年纪，就越发思
乡，回乡创业的想法涌现心头。

2003 年春节前夕，郭亚培回到
老家。他投资租赁了一个紧靠省道
的门面房，开了一家饭店。随后，他
又租了60亩地，准备在这片土地上
成就自己的梦想。

2003 年，郭亚培按照绿色无公
害标准种植了60亩小麦和玉米，获
得了大丰收，产品不出门就卖了个好
价钱。尝到甜头后，第二年他果断把
租地面积增至100亩，种植的农作物
品种也多了起来，绿豆、谷子、黑豆等
多达十几个品种。到了2015年，郭
亚培的租地面积发展到2000余亩，
其中，特色谷物面积有1300多亩。

2013 年春，郭亚培在北汝河西
岸承包了760多亩河滩地，发展富硒
林果，种植桃子、梨、软籽石榴等果
树。没有想到果树栽上的第二年就
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干旱，疯狂的旱魔
肆虐着大地。由于果园里不通电，也
没有机井，数百亩果树只能靠几台柴
油机抽水浇灌，这无疑是杯水车薪。
看着这片焦渴的果林，郭亚培强忍着
泪水，不惜重金雇人日夜奋战在抗旱
一线。焦灼、劳累，让他眼睛里布满
了血丝。不到一个月，他整个人就瘦
了一大圈。尽管如此，果树还是旱死
了100多亩，直接损失达60多万元。
大田里种植的庄稼也没有逃脱干旱
的魔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
旱死的哪里是果树，分明是在要他的
命啊！”忆起这场灾难性打击，妻子秦
丽敏的眼睛湿润了。

面对不少人的冷嘲热讽，有人劝
他：“亚培，你就认命吧，还是出去打
工挣钱好好过日子吧！”看着愁得夜
不能寐的郭亚培，秦丽敏心疼得直掉
泪，心里却拿定主意一定要陪着丈夫
坚持到底。“亚培，困难只是暂时的，
你可千万不要气馁，相信我们一定能
渡过难关的！”

在妻子的支持和帮助下，2015
年春，郭亚培多方筹资 100万元，对
旱死的果树全部进行了补栽。

危难时刻，各项惠民政策也向他
伸出援手。在郏县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果园里不仅打了机井，通上
了专用电线，铺修硬化了道路。在农
机部门的帮助下，郭亚培又投入60
多万元，购置了30多台拖拉机、收割
机等农业机械，全部实行农业机械
化。他还获得了郏县政府补贴的土
地流转资金、“一喷三防”补助金、良
种补贴资金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种粮成本。政府对粮食实行保护价
收购，农业部门还及时派出技术人员
进行技术指导和帮助，让他如释重
负。

为了让果园发挥最大潜能，郭亚
培还在树下从事养殖业，养鹅4000
多只，散养贵妃鸡、五黑乌鸡1000多
只。

返乡租地追求梦想

郏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宏旭
说，郭亚培认识到化肥、农药在给
农作物带来丰产的同时，也给人
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他决定改变固有的种植模式。

2012年，他委托第三方对农
产品进行检测，以数据作为在土
地中添加微量元素调节土壤的
依据，保证后期农产品的品质。

2013年，郭亚培又大胆从河
北农大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引
进了黑小麦、黑豆、老玉米、黑绿
豆、绿小麦、旱稻、黑花生等新品
种，实行间作套种，提高单位土
地产出率，实现了基地与科研院
所的强强联手。

郏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
红兵说，郭亚培喜欢钻研，他在

种好传统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
的基础上，先后到河北、山东、北
京等地考察、学习，从改良土壤
入手，添加生物微肥，将土壤改良
为富硒土地。2014年，郭亚培成
立了“平顶山市绿禾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注册了“汝河湾”商
标。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成员
扩展到了该镇的老李庄，堂街镇
郭庄、刘庄等8个行政村，发展农
户 135 户并吸纳 35 户贫困户加
入，户年收入8500元以上。

2016年夏秋之交，堂街镇寺
后村的农民豆现和等人心急火
燎地找到郭亚培。“俺种植的大
豆开花结荚了，可为啥都是空荚
啊？”郭亚培立即前往现场进行

“把脉问诊”。经过化验，发现土

壤缺乏硼、锰两种元素，导致了
农作物只开花没有果实。

“要想实现丰收，就必须进
行土壤改良，对农作物喷洒叶面
肥，使其增加微量元素。”面对
村民们满脸的迷茫，郭亚培郑重
地向他们承诺：“如果按照我开
的处方没有效果，我愿意赔偿一
切经济损失！”

在郭亚培的指导下，奇迹出
现了。次年，寺后村村民种植的
庄稼就获得了大丰收。豆现和
服气地说：“郭亚培哪里是农民，
他就是农业专家啊！”

2017年，郭亚培的富硒果园
进入收获期，利润达到了384万
元，2018年纯利润达到了410余
万元。

郭亚培还把绿色、环保的黑
谷物通过加工包装推向市场，把
小麦加工成石磨面粉，把石磨面
粉加工成富硒馒头，把玉米、黑
豆等杂粮经过石磨加工成糁，仅
面粉一项，每年的订单就达 20
万斤（一斤=500克），杂粮加工的
订单每年高达50万斤。他还建
了仓库、冷库，注册的“汝河湾”
富硒系列农产品获得了中国绿
色健康食品认证。产品在市场
上供不应求，远销北京、广东、深
圳等地，走出了一条集特色种
植、加工、贮藏、销售于一体的绿
色、生态、健康农业新路。中央
电视台先后两次走进郭亚培的
公司，对他的创业故事进行了采
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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