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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文 禹舸/图

8月7日，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记者
一行走在舞钢市尹集镇姬庄村旁的田间
小路上，不久，就望见一片“绿色的海洋”；
走近，发现其间点缀着众多星星点点的黄
色小花。“这是决明子，目前正是开花期。”
王海民的妻子田玉凤说。

决明子是一种中药，后因不少商家将
决明子当作“挖沙材料”供孩子玩耍而被
人们熟知。在姬庄村，王海民和田玉凤夫
妇因种植决明子、夏枯草等中草药名扬全
村，种植面积有200多亩。

返乡种木耳，成了带头人

王海民今年50岁。据其介绍，姬庄村
周边都是山，土地相对贫瘠，人均耕地不
足一亩。高中毕业后，王海民在家务农，

“就种一些常规作物，忙一季也就能维持
个温饱。”1995年，不甘心的王海民去湖北
等地考察，回家后决定种木耳。

“一亩地能放5000棒木耳，家里当时
有不足4亩地，总共放了近两万棒木耳。”
王海民说，当年，木耳的市场行情非常好，
每到收获的时候都有人上门收，所以也不
用考虑销售的问题。“当年，除去各个开
销，净收入五六万元。”

见木耳收益好，村里不少村民也都开
始种植，遇到问题还总是找王海民请教。
然而，种木耳的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

激烈，市场行情开始走低。王海民便动了
“转行”的心思。2013年，一位朋友转让种
香菇的设备。王海民和妻子商量后，租下
设备，并承包了十几亩地，开始种植香菇。

“不论是种木耳，还是种香菇，都需要
催芽、养菌，而且一块地不能长时间种单
一作物，容易产生杂菌。”田玉凤说，有一
年，他们种了几十亩香菇，结果一大部分
都没有催芽成功，“损失特别惨。”

成立合作社，种植中草药

姬庄村地处山区，空气好，水也多，山
里长有夏枯草、决明子等草药，周边还有
中草药种植基地，可以说种植中草药有着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2018年，王海明和
朋友一起成立了富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专
门种植中草药。当年，他们种了近30亩的
夏枯草，一亩地纯收入有 1000 多元。去
年，王海明又流转了200多亩地，除了种植
夏枯草外，还种了决明子、苦参、瓜蒌等。
当天，在他的瓜蒌基地，一个个碗口大小、
外形酷似西瓜的瓜蒌吊在架子上，很是好
看。80多亩的决明子正值花期，一片片长
势旺盛。

“决明子抗倒伏又抗旱，沙土、黏土均
可种植，最大的保障是收割后直接有厂家
回收，每亩收入比传统农作物能多收入四
五百元。”田玉凤说。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为了
带动更多村民致富，田玉凤和王海民优先

雇用家庭清贫又无法外出打工的村民。
如今，在合作社帮工的贫困户有30多户。

姬庄村村民阮青发今年55岁，因为种
种原因，家里的5亩地一直荒着。后来，他
将土地流转给了王海民，每亩地每年租金
500元。“以前荒着，啥也没有，流转出去至
少每年有两三千元的进账。”阮青发说。

村民那朵的丈夫几年前因病去世，留
下她和孩子相依为命，生活清贫。如今，
那朵来到合作社做帮工，每天收入60元。

“在这干活不仅能挣钱，还离家近，能照顾
孩子。”那朵说。

对于以后，王海民说，“下一步打算再
流转些土地，扩大种植规模。”

王海民：靠着中草药 过上甜日子

□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近日，在郏县冢头镇北三郎庙村的青
阳蔬菜合作社种植基地，58岁的李明现在
查看绿芦笋墒情和苗情。他说：“绿芦笋
属于耐旱植物，如果照顾得好，亩产可以
达到1300公斤以上，再加上有市场、有订
单，大伙儿的收入也高。”

北三郎庙村位于郏县县城东北方向
15公里处，有耕地1300亩，以前村民一直
种的是小麦、大豆、玉米等，但收益不好。
2009年下半年，李明现从外地回村带领大
家种植绿芦笋，并通过“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对村民实施统一供种、施肥、
收购，然后再由山东收购商二次加工出口
到韩国、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

从外出打工到回村耕耘

李明现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20多岁
到深圳打工，48岁回村搞种植，这中间经
历了不少心酸与困难。“我算是我们村第
一批出去打工的人，当时在深圳火车站行
包房当货车司机，每天替往来的旅客运送
行李，一年才回一次家。”他说，农村人挣
钱不容易，手里有了钱赶快寄回家，毕竟
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逢年过节的时
候，也是最想家的时候。

在深圳干了许多年，原本他有机会留
在当地，但后来考虑到家庭，他毅然决然
地回来了。2009年回村以后，正赶上村里
发展经济，而且已经有人到山东考察了绿
芦笋种植项目。刚开始，村民都有疑虑，

不敢贸然行动。李明现便和一少部分村
民带头种植了近100亩。“开始特别难，为
了连片种植，不停地跟村民交涉、沟通，有
的一家都能去二三十趟。”有一位60多岁
的老农户，愿意种绿芦笋，但是家里缺人，
李明现就找人种。还有一位村民，把土地
承包给李明现后见到收益了，硬是把土地
要回去自己种。

“其实，对于村民的任何想法和做法，
我都能理解。因为农民种地不容易，也都
是指着地过日子的。”李明现说，原先他有
20多亩承包地，现在只剩几亩了。这几年
绿芦笋种植成功后，给村民真真切切地带
来了收益，有劳动力的家庭自然不愿意对
外承包，有地的都自己种了。

从一点一滴到助力脱贫

李明现清楚地记得，2010年 4月合作
社第一批新芦笋收割，涉及136户村民，亩
产量达到500公斤，直接收益25万元。

据冢头镇扶贫主管马千里介绍，2010
年，该村成立青阳芦笋蔬菜种植合作社，
2013年又被省农业厅评为省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北三郎庙村以前最多时绿芦笋
种了 1100 亩，今年该村种植的绿芦笋也
有八九百亩。附近的王寨村、高庄村等
村的村民也纷纷加入，目前全镇种植超
过 3000亩，并带动了众多村民实现家门
口就业。

“绿芦笋一年收割两次，春季两个月，
夏季一个半月。只要开始收割，中间一天
都不能停，哪怕是刮风下大雨。”李明现

说，因为供给山东收购商的绿芦笋有严格
要求：直径要在0.8厘米以上，长度要在19
厘米以下，还不能有散头和空心。夏天天
热雨水多，绿芦笋长得非常快，如果今天
不割，明天就可能长过头了。如今，在合
作社务工的人员有二三十名，都是本村或
邻村的闲散劳动力和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每人每月工资1500-2000元不等。

“这几天，我正在地里忙着除草、打

药、追肥，等这些忙完了，我再出门找个活
儿干。”该村村民徐占伟说，2018年以前，
他还是村里的贫困户，后来通过种植绿芦
笋，不仅实现了脱贫，还能在农闲的时候
打点零工补贴家用。“现在我种了三四亩
绿芦笋，行情好的时候，一亩地能收入七
八千元。另外，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的政
策，村民不愁销路，不出村就能拿到钱，真
是不错。”

李明现：种下绿芦笋 奔向小康路

李明现（右）在合作社种植基地向扶贫人员介绍绿芦笋生长情况

王海民的妻子田玉凤（右）和村民一起查看决明子的生长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