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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燕亚男 实习生 李怡霖 文/图

7月25日，记者来到位于郏县安良镇任
庄村西的马头岭现代农业产业园，沿着新修
的柏油路一路上山，满目都是郁郁葱葱的果
树，似将满山空气都染成了绿色，山坡上，玫
瑰花和月季花含苞待放，山林间，一条条小
路错落穿过……让人怎么都不敢相信，这里
就是曾经常年贫瘠、杂草丛生的马头岭。

而改变这一切的却是郏县一位普通的
退休职工尤秋军。6年间，她战严寒斗酷
暑，用非凡的毅力和汗水，将昔日的荒山变
成了如今集果木种植、农品加工、休闲观光、
农事体验、田园餐饮、乡村民宿、自然教育等
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农业观光示范园区。

林果飘香 山上物产丰富

来到山上，身穿一身朴素棉布裙的尤秋
军已经笑吟吟地站在路边。身后石头路的
尽头是她新盖的住房，掩映在核桃林里。

“这山上原来一铲子下去全是石头，这
铺路的石头就是山上挖的。走，带你们先转
转。”尤秋军走到停车场，熟练地开起了观光
车，她每天都会开着观光车或者步行在山上
转一圈，她喜欢待在大自然里，一到这里，呼
吸都感觉畅快。

“前几天一直下雨，树下的草疯长，现在
天晴该锄草了。我们虽然7月7日正式对外
开园了，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儿童研学
基地、露营和户外拓展基地、创意民宿等都
还在建设中。”一路上，不时能看到工人们除
草、铺路的身影。尤秋军说，目前，山上种得
最多的是核桃和可食玫瑰。核桃有 1000
亩，可食玫瑰有200亩。还有桃、杏、雪花
梨、山楂、桑葚、樱桃、葡萄、石榴等果树。

“层林尽染千幅画，赤橙黄绿苗木中”。
站在山上向下俯瞰马头岭，美景尽收眼底。
但是尤秋军回忆起开荒山那段日子时直摇
头：“难，太难了，没想到会这么难。当初只
是比较向往田园生活，而且姥姥家就在任庄
村，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在这片岭上玩，
出于对土地的深情我选择了这一行，但说实
话，一开始不知道会这么苦。”

回归田园 为荒山披绿装

2014年3月，50岁的尤秋军从郏县移动
公司退休，突然闲下来的她萌生了过诗意田
园生活的想法。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斟酌，尤

秋军决定就在任庄村西的马头岭开始她“向
往的生活”。

当大家知道她这个决定时，都认为她
“疯”了。为啥？岩郭村村民李巧说，附近几
个村庄的人都知道，马头岭的几千亩荒坡地
土地贫瘠，砾石遍布，别说种地了，一棵大树
都没有，杂草倒是长得比人都高，这样的荒
坡地，谁承包谁吃亏。

这些都没有击退尤秋军想要改变马头
岭的决心，怀揣着全部的积蓄，她成立了郏
县绿水青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陆续流转
了4000亩荒山和撂荒的农田。从此，每天
清晨，尤秋军就带着 100余名周边村民在

马头岭上搬石头、整地、挖坑、打井、建蓄水
池……为了恢复荒山的活力，她用脚踏遍了
岭上的每一寸土地。

为了种树，尤秋军从山下买土，去焦作
选树种。因为没经验，她当年就遭遇惨败：
2000多元一棵的香樟树一下死了40多棵；
近2000棵枣树成活率不足6成。不服输的
她请技术员到山上，反复尝试，不断投入。

2019年，尤秋军又找了两位杭州的合
伙人，有了专业的园林设计团队，资金也有
了着落。6年时间，4000亩荒山平整完毕，
灌溉设施和引水管道全面就位，柏油路铺进
山中。

荒山巨变 带村民一起致富

马头岭变了，也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附近任庄、高楼、岩郭等村的村民除了
有荒地流转的收入外，在山上打工每年还能
挣数万元。

秦红敏家是任庄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以前在工地干活伤到了腰，3年前来到山上
干活。“这里一天管三顿饭，离家还近。你看
我拍的抖音，很多都是在园区拍的，大家都
很羡慕我。”秦红敏一边翻着手机一边说。

从一片荒山野岭，到如今的世外桃源，
马头岭现代农业产业园逐步实现绿水青山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荣获了市巧媳妇
基地和河南省三八绿色工程基地称号。尤
秋军注册了“尤三姐”商标，陆续开发出了小
麦粉、花生油、芝麻油、松花蛋、红薯粉条、蒲
公英茶等绿色农产品……一个个新的故事
在这片曾经的撂荒地上发生。尤秋军说：

“前面的路还很远，这只是一个开始。等到
明年你再来，这里将是一个更美的现代版世
外桃源。”

尤秋军：垦荒建起“世外桃源”

□本报记者邢晓蕊实习生楚雅涵文/图

纺织机哗哗地响着，各色线轴飞快
地旋转着，一条条松紧带很快被编织出
来……7 月 24 日下午，走进湛河区佳鑫
织带厂的生产车间，机声轧轧，一派繁忙
的景象。郑忠辉来回巡视着机器，认真察
看产品质量。

郑忠辉家在湛河区河滨街道肖庄村，
曾是一名打工仔。靠着勤奋好学和不懈奋
斗，他实现了从打工仔到企业老板的华丽
转身，还成了乡亲们的致富领头人。

辛苦打工 边干边学

今年48岁的郑忠辉不善言辞，喜欢用
行动说话。

初中毕业那年，他去南方打工，当时，
身上只带了200多块钱，是家里卖了玉米
给他凑的路费……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
起，郑忠辉就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赚钱，
改变家里的窘境。

他不怕吃苦，脏活累活都愿意干，为了
多赚钱，他主动要求加班，没日没夜地干
活。靠着辛苦打工，郑忠辉家的经济状况
渐渐好转。结婚之后，他和妻子田秋芝结
伴到浙江打工，夫妻俩双双应聘到一家织
带厂工作。这家工厂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程
度比较高，工作环境相对轻松，但郑忠辉夫
妇并没有满足于这份安逸的工作，而是把
主要精力用在了学习和提升纺织机操作技
术上。

要掌握机械维修技术，对于只有初中
文化水平的郑忠辉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在妻子的鼓励下，他从最基本的电力知识
学起，“啃”书本提升自己。他向厂里的老
师傅虚心求教，一趟趟往师傅家里跑，师傅
最终被打动，将技术传授于他。

郑忠辉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掌握了纺

织机一千余个零部件的拆卸组装技能，能
够轻松解决厂里任何一款纺织机的常见故
障。他因此被提升为机械维修工程师，田
秋芝也被提升为车间主任，俩人的年薪直
接翻了一番，成为打工者中的佼佼者。

回乡创业 不懈奋斗

郑忠辉和妻子常年在外打工，女儿一
岁多就成了留守儿童，对孩子的歉疚让夫
妻俩痛心不已。

“回乡创业吧，这样不仅可以陪伴孩
子，说不定还能为家乡作点贡献。”郑忠辉
和妻子有了新的梦想，干劲更大了。下班
了俩人还在车间琢磨纺织技术，学会了30

余款弹力线的数控编程，还熟练掌握了先
进的数控纺织机操作技能。

2004年，郑忠辉夫妇俩回到家乡，决
心办一家织带厂。彼时，郑州的服装业刚
起步，货运周转也非常便利，考虑到这些便
利条件，郑忠辉决定在郑州办厂，他负责生
产，妻子负责销售。

创业之路艰辛异常，郑忠辉每天在车
间里通宵达旦地干活，田秋芝用旅行包装
着自家生产的弹力线样品，跑遍全国各地
开拓市场。北京、上海、武汉……身材瘦小
的田秋芝背着一二十公斤重的旅行包，辗
转于全国各大城市的批发市场，努力推销
货品，受尽了冷眼，吃尽了苦头。好在市场

渐渐打开，工厂渐渐立住了脚跟。
正当生意好转之时，郑忠辉夫妇又迎

来了一个更大的难题。随着郑州城市建设
的推进，郑忠辉租的厂房一次次被拆迁，他
不得不一次次地搬家。有一回，他们租车
雇人刚把机器搬到新厂，就又接到拆迁办
的通知。

2012年，郑忠辉夫妇回家过春节，有乡
亲找到他，希望和他俩一块儿外出务工。

“把厂迁回老家吧，这样不仅能解决乡亲们
的务工问题，还省得老搬家了。”夫妇俩想
到了一块儿。

湛河区第一时间帮郑忠辉对项目发展
前景进行研判，并提供了手续办理一条龙
服务。建厂期间，热心的乡亲们纷纷赶来
帮忙运料、施工、安装设备……很快，这座
占地四五百平方米的织带厂建成投产了。

帮扶村民 共同致富

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诚信经营的口
碑，郑忠辉的工厂渐渐在业界有了名气。
他不敢停止学习的脚步，密切地关注着行
业动态信息。

如今这家工厂的数控纺织机已由当初
的7台增加到20余台，产品销售到浙江、黑
龙江、吉林、湖北等省的数十家企业，年销
售额100万元以上。

湛河区河滨街道肖庄村党支部书记杜
桂青说：“富起来的郑忠辉夫妇也开始回馈
家乡人民，逢年过节，他们都会购买礼物看
望村里的老人，以身践行孝老敬老的传统
美德。他们还出资维修了村中的一段主干
道，并为肖庄村小学配置了4台空调，正准
备给孩子们建一个图书室。”

“回来创业后，乡亲们没少帮忙，俺都
记在心里。现在俺们条件好些了，也想力
所能及地为乡亲们做点事！”不善言辞的郑
忠辉动情地说。

郑忠辉：双手织就幸福生活

郑忠辉察看产品质量

尤秋军在马头岭上察看核桃的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