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本市
2020.4.23 星期四 编辑 刘蓓 校对 马骁

□本报记者 牛超
通讯员 李向平

昨天上午，湛河区北渡街道
汴城村崔慧的草莓大棚里，一垄
垄绿油油的草莓苗生机盎然，饱
满通红的草莓颗颗诱人，阵阵香
味沁人心脾，几位市民有说有笑
地沿着畦沟采摘草莓。

“现在疫情缓解，人们都出
来尝鲜，采摘游又热起来了。”崔
慧说，“俺能有今天，多亏区妇联
到村里宣传、动员、帮忙……”

崔慧今年 34岁，过去一直
在周边打短工，整日起早贪黑，
忙得连家都顾不上。近年来，湛

河区妇联结合当地农业种植的
区域特征，针对居家妇女年龄大
不好就业，或要照顾孩子、老人，
无法走出家门创业的现实，携手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着力
发展“居家创业项目”，引导留守
妇女因地制宜发展草莓、香菇等
种植业，拓宽增收途径。

2018 年，崔慧开始尝试种
草莓。本着“先扶上马，再送一
程”的原则，湛河区妇联、湛河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多次邀
请草莓专家对村民进行技术培
训，解决生产环节中的技术问
题，并予以资金支持。在工作人
员无微不至的帮扶下，崔慧越干

越有劲儿，她一开始只有1个大
棚，现在有7个大棚，每个大棚
年收入万余元。

“自从种上草莓，我是挣钱、
顾家两不误。”崔慧笑着说。

疫情期间，草莓成熟了，市
民急着买，村民盼着卖，但都出
不了门。于是，湛河区动员区直
单位包村干部、乡（街道）及村干
部当“卖货郎”，通过互联网发布
供求信息、积极联系收购商“找
关系”“跑门路”，为村民吸引来
大批客商，让草莓种植户露出了
笑颜。

“通过微信下单，定点配送，
今年‘隔空’对接卖草莓，省了不

少工夫，销路还好。”湛河区河滨
街道陶寨村张新惠说，今年草莓
卖得顺利，卡点值守人员帮了不
少忙。感动之余，她还多次为值
守人员送去“爱心草莓”。

“客户吃了我们的草莓如果
分享到朋友圈，再买时就能享受
优惠。”湛河区曹镇乡李庄村陈
振友创新推广营销方式，草莓预
售微信群有400余人，她种植的
红颜、巧克力、奶油等10余个品
种，每天通过微信就能接收到五
六十筐订单。

据了解，截至目前，湛河区草
莓种植户达150余户，种植面积
600余亩，年创收入1100余万元。

居家妇女种出好生活

□本报记者 孙书贤

4月 19日，雨过天晴，阳光
明媚。在郏县西郊张永鸽的青
龙湖草莓生态园里，草莓采摘已
接近尾声。大棚里的畦垄上，鲜
红的草莓已经褪去热闹的繁华，
一棵棵舒展着绿叶的无花果树
又孕育着新的生机。

曾被蝎子“蜇伤”

2008年6月，郏县黄道镇黄
北村90后女孩张永鸽在郏县职
业中专毕业，外出打工几个月
后，哥哥的蔬菜摊忙不过来，她
就回来帮着哥哥一起打点生意。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永鸽从
电视里看到了一条养蝎子年赚
10万元的消息，就动起了养蝎子
的念头。说干就干，和家人商量
后，找到当地的蝎子养殖户，买
来1万只野生蝎子苗，张永鸽信
心满满地等待一年后的丰收，打
算用养蝎子来赚取人生的第一
桶金。

然而由于种蝎没有经过驯
化，张永鸽的蝎子越养越少。养
蝎子是一个一直投入的过程，其

间她跟一位卖粽子的师傅学习
做粽子，每天一边养蝎子一边卖
粽子，就这样维持了将近一年，
养蝎子宣布失败。

首次创业的失败和街头叫
卖的辛苦，反而激发了张永鸽创
业的激情。“这次创业失败只赔
了几千块钱，可惜的是耽误了我
很多时间。”

尝到种草莓甜头

2011年，张永鸽在厦门一家
印刷公司打工期间，和同事去一
家草莓园采摘游玩，这让爱吃草
莓的她眼前一亮，自己也可以搞
个草莓园来实现创业梦想！

张永鸽很快回到家乡，四处
调研一番发现，当时郏县没有草
莓种植，市场是空白的，如果自
己种好，肯定会大火。随后，张
永鸽跑到郑州、信阳等地考察学
习草莓种植技术。

种草莓比养蝎子成本大得
多，启动资金成了拦路虎，张永
鸽前前后后向 20 多个亲戚朋
友借钱，终于凑够了钱。一开
始，她在自家的一亩地里进行了
试验性种植，人工加上大棚构架

以及草莓苗共花了 2 万元左
右。结果比预期还好，草莓进入
采摘期后，生意很是火爆，她从
早上8点就忙着招呼客人，一直
忙到傍晚，中午饭都顾不上
吃。一天下来，她虽然筋疲力
尽，可心里像草莓一样甜。那
年，她不仅还清了外债，还有了
一笔可观的盈余。

挫折中求发展

2012年6月，张永鸽来到县
城西郊的青龙湖畔租地进行规
模种植。她又借了 10万元钱，
租了6亩地，建起了10座小型温
室大棚，当年虽然草莓的产量不
高，可不仅让她还清了债务，还
赚了8万元。

2013年，张永鸽把种植规模
扩大到了 14亩，可挫折再次来
临，早春的一场大风把大棚薄膜
全部刮烂了，她又花4000多元
将大棚换了新装。12月底，天气
严寒，第一批花都被冻坏了，这
让她直接损失5万多元。她总结
经验，愈战愈勇，到了2014年，她
的草莓亩收入已达10万元。

2015 年，张永鸽再一次扩

大草莓种植规模，种植面积增加
到22亩。她打出了青龙湖草莓
生态园的招牌，几年下来收入相
当可观。张永鸽成了郏县的创
业名人，从2014年起 ，她陆续带
动了郏县堂街镇的张丰台、白庙
乡马湾新村的张华、茨芭镇的王
亚可从事草莓种植走上了创业
致富之路。

套种无花果增收

仅种植草莓有点单一，土地
也不能得到有效利用。经过两
年的考察，张永鸽发现具有养生
保健功能的无花果不但好管理，
也很有市场前景。无花果与草
莓对接了不同的季节，让采摘游
更加持久。去年 12月，她引进
了波姬红、布兰瑞克两个无花果
品种，套植在大棚里的草莓畦
上。2000多棵矮化无花果树很
快扎根生长，今年7月将进入采
摘期。

“我打算下一步在草莓、无
花果的深加工上下功夫，把草莓
和无花果做成果干、果脯、果酱，
把自己的草莓园建成一个农业
休闲综合体。”张永鸽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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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90后女孩的田园牧歌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从朋友圈看到宁庄村
景致可好，今天专程带上家人来这里
游玩，还在旅游产品体验店里买了不
少难得的山货呢！”昨天，在白庙乡宁
庄村新建的小游园里，来自郏县县城
的游客王芳芳说。

村子靓了

郏县宁庄村有着400多年的历
史，是省级传统文化村落，村中至今
仍保留有大量明清建筑和古树。这
里地处丘陵山地，位置偏远，水资源
严重不足，以前村民大多依靠种田、
养牲畜维持生活，2014年，该村被评
定为省级贫困村。

“以前村里养牛养羊的多，到处
都是牛粪、羊粪，没有一条硬化的路，
一到下雨天，不穿胶鞋哪都去不了，
有的年轻人把女朋友领回来，人家一
看就分手了。”村党支部书记叶建军
介绍道。

美丽乡村建设激发了宁庄村村
民谋变谋出路的动力，从2018年5月
开始，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
司、县委组织部和郏县供电公司驻村
工作队的帮助下，该村安装了65盏
太阳能路灯，修建3个文化广场、3个
游园，新铺设道路3100平方米，安装
道路防护栏284米。

“这里原来是个垃圾坑，现在变
成了大广场。现在这日子是出门不
踩泥，晚上不摸黑，到处是美景。”今
年84岁的姬凤云说着脸上笑成了一
朵花。

腰包鼓了

美丽乡村不能光摆花架子，更要
摘掉头上的穷帽子，塞满群众腰里的
钱袋子。88千瓦光伏发电站可带动
20户贫困户增收；养羊合作社年出
栏500余只，净收益30多万元，带动
7户贫困户脱贫致富；红牛养殖每年
能有1.5万元分红；2019年10月，在帮
扶单位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司的
支持下，占地约 8 亩、总投资近 400
万元的平顶山众鑫一家亲薯业有限
公司红薯深加工项目落成投产。12
名贫困村民和22名村民在家门口实
现了就业，全村每户年平均增加收入
800 元左右。全村贫困户 42 户 160
人，目前未脱贫的还有1户5人，贫困
发生率降至 0.7%。2016年，宁庄村
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我把妈妈在山上挖的野生蒲公
英，还有石磨碾的玉米糁，放到小邮
局里卖，贴补家用。”村民宁建伟将自
家山货在电商小邮局里上了架，没想
到一天就卖完了。

据了解，宁庄村电商小邮局依托
中国邮政电商运营平台，将乡域内特
色农副产品及郏县特色产品上架销
售，村民可以将自家山货进行上架销
售，并开通了代缴话费、电费、邮递包
裹、助农取款等服务。目前体验店内
有红薯、粉条、蜂蜜、芝麻叶、野生中
草药等30余种农特产品，盘活周边
及本村农产品资源的同时，既带动了
群众增收又方便了日常生活。

宁庄村的华丽变身是白庙乡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白
庙乡统筹规划，按下美丽乡村建设快
进键，高标准建成5条乡村振兴示范
带，培育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环境
优美村 12个，提升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三农”底色。

穷山沟变成网红打卡地

白庙乡宁庄村
华丽变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