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
2020.9.23 星期三
编辑 朱碧琼 校对 海飞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 我 要 3 串 葡 萄 。”“ 给 我 也 挑 几
串。”……9月 12日，叶县廉村镇黄谷李村
的葡萄种植园入口处的摊位前，好几位顾
客争相购买葡萄。葡萄园负责人宁秋香
说：“我们的葡萄都是经过绿色认证的，口
感好，有很多人专门跑到这里买葡萄。”

今年53岁的宁秋香曾是一位普通的
下岗女工，她先后经商、筑路、办工厂，现在
又变身葡萄种植大户，她用执着付出和辛
勤汗水摸索种植技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被评为“河南省巾帼建功标兵”“巾帼致富
带头人”。

下岗女工自主创业

“我是个外行，从来都没有种过地。”
提起种葡萄，宁秋香笑着说，她也是在艰
辛创业过程中发现农村留守妇女特别
多，忙完家务活后无事可干，如何把这些
剩余劳动力聚集起来成了她的一块“心
病”。

2012年 4月，她在黄谷李村创办了市
金秋昊隆电子有限公司，加工电器电子元
件。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厂里有车间工
人60多名。此外，加工厂还在其他乡镇设
了5个加工点，进行分散加工、定期收回。
看着这些留守妇女有活儿干，宁秋香的这
块“心病”算是好了，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
停止带动更多村民发展的脚步。

2013年，宁秋香作为农村实用技术人
才的先进代表，到新乡参加了中央组织部、

农业农村部举办的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训
班。学习归来，她又将目光投向了特色种
植。多次考察后，她与30多户农民签订了
土地流转合同，以1100元/亩的价钱流转了
120亩的连片土地，成立了叶县博承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又从山东等地购回葡萄种
苗，种植了“金手指”“玫瑰香”“藤稔”“夏
黑”等品种。

“自从开始种地，我每天早上5点多就
起床下地了。当初只想着把葡萄种活就行
了，没想到后期管理这么难，根系管理、施
肥浇水、抹芽修剪、绑扎枝条、病害打药、掐
穗梳果，哪一步都不能疏忽。不过，现在一
切都走上了正轨。”宁秋香看着外面成片的
葡萄园说。

2019年 6月，合作社培育的葡萄获得

中国“绿色食品”证书，是叶县第一家获得
绿色食品认证的合作社，当年，该合作社就
实现收入300余万元。葡萄园吸引了不少
种植户前来参观学习，宁秋香免费传授种
植技术，“我们的葡萄严格按照‘绿色认证’
要求，一直坚持施有机肥料，采用大棚避雨
栽培、肥水同灌、地膜防草、果实套袋等绿
色种管技术，全程人工除草，真正达到绿色
食品标准”。

努力带动乡亲增收

葡萄园区用工量极大，套袋、修果时日
均用工达50人，宁秋香会优先安排贫困户
就业。

贾秋菊、杜艳歌是坟台徐村的贫困户，
也是留守妇女，谈及在这里的工作，两人都
赞不绝口，说：“在这里上班挺好的，离家很
近，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就能来上班。平时
家里有个急事或者需要接孩子，可以直接
回家。像这几天农忙，很多工人都回家干
活了，等忙完家里的地，再来上工。”

合作社外边的水泥地上晒了很多花
生。宁秋香说：“都是这几天刚出的花生，
除了葡萄，地里种的还有黑小麦、玉米、大
豆等农作物。”

说起下一步的打算，宁秋香表示，除了
批发，现在来园区采摘的游客也不少，葡萄
的品质已经帮她打开了销路。明年将会更
换一批品质好的葡萄品种，然后延伸至发
展家庭农场、研学旅游等，拓宽致富渠道，
让更多热爱乡村生活的人爱上这里，也带
领更多的乡亲致富。

宁秋香：葡萄种出甜日子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你尝尝俺蒸的包子，用山野菜木兰芽
做的馅儿，可香啦！”9月20日中午，在郏县
茨芭镇北竹园村，68岁的村民李占卿端着
一盘包子，一个劲儿往科技特派员梁会锋
的手里塞。

梁会锋推辞着快步走出院落，李占卿
追出大门，一把拉住了她：“你跑这么远来
给俺服务，该吃中午饭了还要走，不吃个包
子我心里过意不去啊！”

一个承诺值千金

今年45岁的梁会锋是郏县畜牧局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2016年
10月，她被单位委以重任，成了一名科技特
派员，负责茨芭镇天成洼、北姚、北竹园三
个村的科技服务工作。

上任后，梁会锋深入这三个偏远山村，
挨家挨户走访，几天时间就把三个村的种
植、养殖状况摸得清清楚楚。接下来，她在
三个村先后举办了科技养殖培训班，自己
当老师对村民们进行养殖知识培训，并邀
请农业专家前来讲授种植技术。

天成洼村民张晓养了3000只柴鸡，由
于防疫时操作不当，发生了鸡瘟。看着鸡
一只只死去，张晓心疼得直掉眼泪。梁会
锋听说后，主动上门查看情况，安抚张晓
说：“没事，你放心吧，以后你家的养殖技
术服务我包了！”她及时开出处方，用中药
对鸡群进行调理，几天时间，鸡群就精神
振作起来，她还亲自为这些柴鸡重新进行
了防疫。

出手不凡，村民们都对她刮目相看。

此后，梁会锋三番五次上门指导张晓如何
正确防疫、如何科学配方，及时解决养殖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大幅度降低了鸡群死亡
淘汰率。2017年，张晓的养殖规模扩大到
了7000多只。在梁会锋的悉心指导下，张
晓靠着养殖柴鸡走上了致富之路。张晓给
梁会锋送上两箱柴鸡蛋表达感激之情，却
被婉拒。“这样的科技特派员，真是我的福
星啊！”张晓感慨道。

治愈顽疾有妙招

茨芭镇北竹园村的李占卿退休后，
2015年开始发展柴鸡喂养。梁会锋担任科
技特派员后，主动上门了解情况，发现李占
卿是在一大片空地上进行露天喂养，当即
建议他在空地上种上果树，进行林下养
殖。李占卿很快种植了石榴树，使鸡的生
存率、产蛋率大幅提升。

李占卿采取的是散养模式，防疫比较
困难，鸡群抗体水平下降，个别鸡出现了病
情。梁会锋上门进行技术指导，采取单个
治疗法，把精神萎靡不振的鸡进行隔离，及
时阻止了病情蔓延，并采用中药来提高鸡
的免疫力，给鸡两个月喂服一次左旋咪唑，
提高鸡的健康率。

2017年 11月，李占卿发现鸡的产蛋率
下降，却找不到原因。梁会锋通过仔细查
看，发现鸡群里有假母鸡和弱鸡，建议他对
挑选出来的鸡进行淘汰，及时更新鸡苗，很
快扭转了局面。

多年来，在梁会锋的帮助下，李占卿靠
科学养殖走上了富裕之路，每年出售绿壳
柴鸡蛋收入都在8万元以上。“科技特派员
不论刮风下雨，都会及时来到俺家进行技
术指导，从来没有吃过俺的一顿饭。”李占
卿说。

北姚村民李京会养了 9 头牛，今年 6
月，他家的一头牛身上出现了白色硬块，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梁会锋。接到李京会
的求助电话后，梁会锋很快赶到了现场，
经过仔细查看，说这是一种体外寄生虫，
建议用伊维菌素根据牛的体重配比使用
量，拌入草料中喂服，两周喂服一次，喂服
两次即可。半个月后，牛身上的白色硬块
消失不见了，李京会逢人便夸梁会锋的技
术高。

面对夸奖，梁会锋平静地说：“我只是
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已。”

“梁会锋在派出单位的支持下发挥自
身专长，在工作中热情积极，踏实肯干，用
实际行动把科技服务大众落到了实处。”郏
县工信局副局长林俊旭说。

梁会锋：科技惠及养殖户

宁秋香在查看葡萄生长情况

梁会锋（左）给村民赠送科技养鸡宝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