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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9月4日，走进郏县红伟农机专业合作
社，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农业
机械，液压翻转犁、臂展式喷雾机、卷盘式
喷灌机、打药机、深松机……一台台整齐地
停放在仓房大棚下，十分壮观。

“还有一些在外面作业没回来，如果全
部加在一起，得有140多台。”49岁的刘红
伟正在操作一台装载有北斗导航农机自动
驾驶系统的东方红LX1804型拖拉机，“这
是我的最爱，2019年引进，高精度作业，不
会偏航，不会有误差。”

当上农机手全村第一个“吃螃蟹”

刘红伟是郏县长桥镇楼王村人，也是
红伟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从 1997
年购进全村第一台大型拖拉机开始，他

“嗅”到了农机耕作服务的商机，于是组织
本村及邻村的86个农机户组建了农机专
业合作社。

“我家祖祖辈辈都靠种地为生。最近
二十几年，村里的青壮年劳力纷纷外出打
工，留守的不是老就是小，耕田种地力不从
心。尤其是麦收秋种季节，由于缺乏劳动
力，眼看着成熟的麦子收不到家，错过了农
时种不上苗，干着急没办法。”刘红伟说，他
看着很不忍心，无数次在想：怎样才能解决
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怎样才能让困难家庭
农忙季节不作难？

1997年，刘红伟骑摩托车摔断胳膊住
进医院，曾一度为以后的生活发愁。有一
位病友劝他买辆拖拉机搞农机服务，正巧
那时《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新闻：东北一
农户用大型拖拉机昼夜犁地200多亩，并

且犁得深、犁得匀。于是他就动心了。
出院后，他东拼西凑花8万元购买了

全村第一台大型拖拉机及配套背负式小
麦收割机，不仅自家使用，还免费帮本村
老弱病残及家庭贫困者耕作，同时低价为
邻村犁地。刘红伟一下子忙碌起来，

“1997年秋种，我开着拖拉机两天一夜没
合眼，渴了喝点井水，饿了吃点烙馍和萝
卜丝，真是苦。”

苦是苦，但获益不少。第二年，越来越
多的农户联系刘红伟使用农机，实在忙不
过来，他找了一个亲戚帮忙，自己则在换班
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带着油壶给拖拉机加
油，两个油壶可以盛50升柴油，他一天要
跑好几趟。

专注农机业 带动乡邻共同致富

2004年到2006年间，刘红伟抢抓政府
奖补的机遇，自筹资金40万元，购置了2台
700型拖拉机和1台904型拖拉机及诸多配
套农机具，并联合周边村的 30 多个农机
户，成立了郏县长桥镇农田作业服务队，和
农户签订代收代种协议。而后国家颁布的
《专业合作社法》，更让他坚定了自己的农
业机械化之路，于是，又联合本村及邻村的
86个农机户组建了郏县红伟农机专业合
作社。

今年50岁的许战兴是合作社里的社
员，也是一名农机手，已经入社10年，每年
工资收入四五万元。他说：“刘红伟性格直
爽，平时对社员和工人很好，生意上尤其讲
信誉。”记得有一年麦收时，刘红伟承诺合
作社的割麦机收麦每亩按35元收费。由
于收割机紧张，部分村民等不及，便在路上
拦截外地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每亩费用40

元，合作社的社员得知消息后也按40元每
亩收费，村民们没说啥。但刘红伟知道后，
严厉批评了当事社员，亲自把多收的3000
多元钱退还给了村民。

对此，刘红伟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
最基本的道德和原则。今后，会继续坚守
承诺，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大家共同
致富。”

郏县长桥镇扶贫办主任秦康乐介绍，
目前，该合作社已发展为郏县机械化、现代
化程度最高的农机合作社之一，拥有办公

场所8300平方米，机械化服务专业队3支，
日作业面积可达 1500亩，年经营收入200
余万元，并先后获得“全国100家农机社会
化服务组织联系点”“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
社”“河南省示范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多项
荣誉称号。刘红伟作为合作社负责人，除
了带动社员一起走上致富路外，还累计为
300多名困难群众减免各类农业生产服务
费超过25万元，捐助慰问品价值3万余元，
为8户贫困户实施“六改一增”，帮助他们
增收脱贫。

刘红伟：农机闯出新生活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9 月 4 日，在叶县叶邑镇段庄村的假
发加工厂，100多名工人按照各自分工，正
忙着制作假发。一缕缕长发经过他们的
精心梳理、分支、缠绕，被固定在一支支钢
钎上，然后在护理液里浸泡后送到定型车
间。

负责人万霞飞不时在车间里察看，如

果发现问题，赶紧督促工人修正或返工。
“一顶假发至少需要十几道工序才能完成，
这些假发条都是出口国外的，质量上不能
有丝毫闪失，要不然会影响到今后的订
单。”万霞飞说，别小看这小小的假发条，加
工过程非常繁琐，至少要经过拉发、分支、
称重、卷管、定型、质检和包装等十几道工
序，确认质量没有问题，才能打包发往国
外。

回乡创办假发厂

今年40岁的万霞飞家住叶县叶邑镇
万渡口村，一直在外从事外贸工作，收入还
不错。他发现农村有不少剩余劳动力，就
萌发了回乡创业的想法。他说：“我是农村
出来的孩子，我的成功离不开家人和父老
乡亲的支持，我就想做点事情回报家乡、回
报社会。”

于是，他跑到深圳、珠海、北京等十几
个地市考察，最后，听朋友说许昌有家假发
厂生意不错，便前去考察。经过考察，万霞
飞发现假发加工项目见效快，风险低，也容
易上手，加上自己曾跑过外贸业务，不愁销
路。如果在村里办一个制作假发的工厂，
村民不出村就可以上班，不仅增加收入，还
能照顾家庭。说干就干，2019年3月，他在
仙台镇丰王村开办了一家假发厂，做头套
加工，方便村民就近就业。

考虑到假发厂只做头套比较单一，在
家人的建议下，万霞飞决定拓展产业。
2020年2月，万霞飞又在叶邑镇段庄村开
办了生产发条的假发厂，吸纳段庄村70名
村民进厂务工。“多亏了家人的建议，这个
厂的开办让我顺利地度过了疫情。仙台镇
那边的假发厂疫情期间一度停产，现在这
边的厂开起来后收到了不少订单，也缓解
了那边的危机。”

为解除工人们的后顾之忧，万霞飞规
定在厂内上班时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过来，
厂里专门安装了有线电视，购置了乒乓球
台、跳绳、象棋、跳棋、书籍等，这些暖心措

施让工人们赞不绝口。

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工厂内，正在对假发进行分支的郭要
霞说：“我原来在外地打工，后来家门口有
了假发厂之后，我就回来了。在这儿既能
照顾家，也能赚钱。”

王艳霞是段庄村的贫困户，她是今年
3月份来假发厂上班的。她说：“我们厂像
我这样的贫困户有30多个，老板人很好，
工资按月发放，而且为了让工人安心工作，
专门请了两位老师，放学后辅导孩子们的
功课，感觉很幸福。”

“优化的福利待遇吸引了众多村民，现
在想进厂‘走后门’都不行，厂里的工人已
经饱和了。”万霞飞笑着说。

为了带动更多村民致富，今年8月下
旬，万霞飞又将相框加工项目带回家乡，创
办河南赤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原料
让大家回家加工，验收合格后再按件支付
加工费。如今，万渡口、蔡庄、段庄等村有
200多名村民加入代工，公司日产能16000
多只。同时，该公司在任店、夏李等地设立
了外协点，有力促进了当地群众就业。

“办好工厂，让更多村民摆脱贫困，增加
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是我最大的心愿。”
万霞飞说，下一步，他计划在段庄村投资
600万元，建一个桶装水厂。水厂建成后，
能够与现有的假发厂形成互补，形成一个小
型产业园，可以安排更多贫困人员和村民就
近就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为叶邑镇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万霞飞：假发“编”出幸福路

刘红伟在检修农机

万霞飞在车间检查产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