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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昨天下午，在郏县安良镇狮王寺东村
的玉米地里，几座高高的双孢菇大棚格外
显眼。棚内，52岁的薛红勋正和工人一起
往架子上上料，他说：“双孢菇是市场上较
为常见的食用菌种，如果种得好，效益非常
可观。”

该村驻村第一书记韩进锋介绍，薛红
勋是村里有名的种植能手、致富带头人，这
些年他先是流转了400余亩土地开办家庭
农场，后又承包了村里3座蘑菇大棚，仅去
年一年就产生了十多万元的经济效益。村
民们拿着租地的钱，还能在薛红勋的农场
和大棚里打工赚钱，所以大家都很支持他。

企业下岗跑运输

然而，在薛红勋回村搞种植之前，还有
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经历。“1993 年至
2004年，我一直在郏县黄道镇的水泥厂当
工人，后来因企业改制下岗又开始跑运
输。”薛红勋说，刚开始下岗时，心里也很迷
茫，不知道要干什么。看别人拉石子、跑运
输生意不错，他便拿出多年的积蓄买了一
辆货车，不分昼夜地干，“有一次，竟然连续
干了十六七天，吃住都在车上”。

活儿多了，自然赚的也多。“但是这些
钱都是冒着风险赚来的，家人也总是跟着
提心吊胆。”薛红勋说，2011年秋，他在郏县
东环路上拉沙时，旁边一位同向行驶的老
人突然拐弯，他猝不及防，猛打方向盘躲

避，车子瞬间发生了倾斜和颠簸，但好在没
有撞到人。从此以后，他产生了转行的想
法。

返村种植惠乡邻

至于回村选择种地的原因，薛红勋坦
言：“就是图个安稳，不用到处奔波，还能守
着家人。”2012年，他承包了村里七八十亩
土地，开始种烟叶、玉米、小麦、大豆等。为
了提高产量，他花费了不少力气，每年春季
灌水都要仔仔细细浇两遍地。村里人见他
种地种得好，都竖起大拇指夸赞。

然而，2015年大旱，薛红勋扩大种植的
150余亩烟叶一下子赔进去十几万元。为
了规避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薛红勋
打算走多元化种植道路。粮食、蔬菜、烟叶
等，根据不同品种和成熟季节都种一点，这
样就算是遇上自然灾害也不至于绝收，再
加上精细化管理，这几年地里年年丰收。
之后，他注册成立了郏县鸿硕家庭农场，为
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

郏县扶贫办副主任王亚兵说：“农忙
时，到农场工作的本地村民有一二十个人，
其中贫困户占1/3。他们守在家门口，一天
能挣60元至70元。”

撸起袖子加油干

去年，村里发展致富大产业，鼓励村民
承包栽培双孢菇。薛红勋经过一系列考察
后，承包了3座大棚，并高薪聘请了福建师
傅做技术指导。

“双孢菇伞盖比较厚实，茎腿粗短，目
前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价格也不错。”薛红
勋说，自己种植双孢菇的经验也是边看边
学，其间难免也有失误。“去年出菇打水时，
技术员有急事回老家，我和工人把水打多
了，一下子淹死了一茬儿菌苗，损失了两三
万元。没办法，只能再重新发酵。”

双孢菇丰收后，薛红勋挑选了十来筐到
市场上推销。“刚开始没经验，就先比比别家
的蘑菇，看看价格。”当时，薛红勋没有固定
客户，只能在郑州的市场上一家一家地跑，
价钱卖得也比别人便宜。幸好，去年收获的
1.8万公斤双孢菇赶在今年年初就卖完了。

“今后，还要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薛红勋：下岗后，多元种植办农场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8月 31日下午，在叶县水寨乡桃奉村
西一个葡萄园里，村民李英用剪刀剪开一
个绿色包装袋，一串晶莹剔透形如绿宝石
一般的葡萄呈现在眼前。李英和其他村民
要在成串的葡萄中剔除个别腐烂变质或成
色较差的葡萄，以确保收获后的葡萄能卖
个好价钱。

其间，葡萄园的主人董晓柯一边观察
葡萄生长情况，一边提醒李英等人注意方
法。望着丰收在望的葡萄园，董晓柯高兴
地说：“今年一亩地的葡萄估计能卖6000
多块钱。”

种粮养猪 奔向小康

今年35岁的董晓柯，高高的个子，浓
眉大眼，做事干练。2002年，17岁的董晓
柯应征入伍，退伍后在外地干过工程，在学
校从事过管理工作。2012年，为了照顾母
亲，董晓柯决定返乡当农民。第二年春天，
他同两个好友一起费尽周折流转了村里
400多亩土地种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了
让有限的土地生金，他与合伙人还先后试
种了土豆、西瓜与白术等经济作物，但收效
甚微，得不偿失。

其间，他试种的几十亩水果玉米收效
不错，一亩地可挣1500元到2000元。然而
没想到的是，当年一个玉米收购商赊购了
数十吨玉米后，玩起了人间蒸发，12万元的
货款成了泡影。董晓柯与合伙人多方追讨
但无果。

“花钱买教训吧，地该种还得种。”董晓

柯没有失去信心，依然坚持在土地上做文
章。2013年初，董晓柯与村民王晓刚、蒋印
共同成立了叶县丰收金土地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流转土地600多亩种植玉米、小麦
和大豆。董晓柯依靠种子与科学管理的优
势，使小麦亩产达到 1100 多斤（1 斤=500
克），比其他农户一亩地多产200斤至300
斤小麦。一年夏秋两季，他靠种植粮食可
获得20多万元。

2017 年底，董晓柯又投资 120 万元在
村里建起一个养猪场，内设两个猪舍，一栋
猪舍可养猪 1000头。猪场的设计、猪崽、
饲料供应和技术指导以及成猪收购均由一
家公司承担，该项目在当地俗称“千头线”
工程。

据悉，“千头线”工程是由我市推出的
一项畜牧养殖扶贫产业模式，就董晓柯的
养猪场而言，建一栋猪舍每年出栏成品猪
1000头，可以享受叶县畜牧局的项目奖补
资金20万元，但在三年内，需要帮扶10户
贫困户每年每户2000元。

董晓柯说，从建场第二年起，猪场一年
可赢利60万元至70万元。桃奉村的宋民
甫等 20 户贫困户每年每户可获利 2000
元。贫困户在养猪场务工时，工资另算。

多措并举 惠及乡邻

今年54岁的宋民甫说，他有一个80多
岁的母亲，还有一个弟弟，全家三口人。前
几年，为了给母亲治病花了十几万元，导致
家庭贫困，成了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从前年起，董晓柯的养猪场每年给他家分
红，他还经常到董晓柯的葡萄园和承包地

里干活，一天挣50元，现在已经脱贫了。
“经常在葡萄园务工的村民有十多个，

活儿多时有上百人。”董晓柯说，“有时葡萄
园和庄稼地里忙，一天光发工资就需要1万
多元。”今年6月初，他又创办了一个肉兔
养殖场，带动桃奉村七八户村民一起养兔
子，预计两个月后即可产生经济效益。

肉兔养殖场负责人冯延兵说，平时，他

会对这些养兔的村民进行技术指导，向他
们介绍防疫等养护知识，待兔子长成后，养
殖场可以统一外销。

叶县水寨乡党委副书记谢晓峰介绍，
近几年来，董晓柯在村里流转几百亩土地
种植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农作物的同时，还
种植葡萄、养猪养兔，带动了村里贫困户和
其他村民共计20多人增收致富。

董晓柯：退伍后，种粮养猪建果园

董晓柯（右）在指导村民李英去掉坏的葡萄

薛红勋在家庭农场仓库查看烟叶烘烤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