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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万工今天过来，忙完了早点回来，有
啥问题到时候一起问。”9月 16日一早，舞
钢市尹集镇大刘庄村石窝自然村村民王慧
彩就到村里通知村民。

万工名叫万少侠，是舞钢市林业局林
业工作站站长、高级工程师，也是市级科技
特派员。他从事林技推广30余年，指导林
农果农如何提高造林成活率、怎样消灭林
木病虫害等。尹集镇大刘庄村、尚店镇王
庄村是他分包的村子，在这两个地方，村民
们一听说万工要来，一定会抽时间过来“听
课”。

田间地头上培训课

当天上午11时许，万少侠提着装有手
锯、修枝剪刀等工具的布包，直奔石窝自然
村村南的果树园。这里种植着核桃、杏、
梨、石榴等果树，是一个天然的“培训教
室”。“村民种植的一般就是这几种果树，集
中在室内讲理论课不如在这里讲实践课，
能随时上手，大家也看得清。”万少侠说。

不一会儿，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果
园。曾经的贫困户侯月琴、邱海洲、王慧彩
等十来个人争先恐后地提问题：“今年我家
的核桃树结果不少，但是后来落了不少，收
成不太好。”“啥时间给果树打农药合适？
现在果子都摘完了，还用不用打农药了？”

针对村民提出的问题，万少侠举例子、
打比方，风趣幽默地逐个讲解，其间村民们
不时发出笑声。一个多小时的授课结束
后，万少侠把自己写的书和农药发放给村
民，还仔细讲解了农药的使用方法。

“万工没少给我们村做工作。”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驻大刘庄村第一书记张朝辉
说，石窝自然村22户村民中有12户是贫困
户。“这里平地少、山地多，种的果树比较
杂，技术指导也比较繁琐，但是万工手把手
地教大家，从无怨言。”

技术指导随叫随到

离开大刘庄村，万少侠又来到王庄村。
沿着水泥路、土路到村西的半山坡，三

间简易房掩映在桃林间，这是附近潘庄村
村民郭兴致和张巧民的家，房子建在林间，
方便照看果树。

2013年，河南丰瑞农业有限公司在附
近设立农业观光园，种植桃、梨等果树。常
年在外打工的郭兴致和张巧民返乡，在观
光园干活。

“不料，第二年桃树一开花就遇到了难
题，桃园虫子越来越多，治不住。观光园的
果树都是生态种植，不能喷农药，所以当时
俺俩就慌了，晚上10点多跟万工联系。”郭兴
致说，第二天万少侠就来了，让用糖醋水熬
汁，装入矿泉水瓶中，挂在树上诱捕昆虫，
效果很好。

“那时候万工经常过来指导种植技术
和病虫害防治，俺俩的桃树种植、管理知识
都是万工教的。”张巧民说，经过几年学习，
2018年，他们承包了400余亩果园。

果树种得好，收益逐年增长，郭兴致家
年收入突破10万元，迈进了小康。

近年来，万少侠进行林业技术扶贫180
多户，指导林农新建高效生态示范果园
4200多亩，举办林农技术培训班128期、培
训林农1.9万多人次，为舞钢市的林业生态

建设、贫困果农脱贫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

专利、图书硕果累累

万少侠的“糖醋水”熬汁诱捕昆虫，实
际上是“桃蛀螟成虫诱粘剂”，于2017年 1
月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他还有“提高树
木移植成活率的营养液”“茶花苗木伏天繁
育成活率高的方法”等四项发明专利。

万少侠个人或者与人合著共出了《园
林果树主要病虫害发生与防治》《落叶果树
丰产栽培技术》等五本书，自费印刷，免费

送给果农们。他实验室的柜子里，还有昆
虫标本337种，昆虫照片1万多张，为林农、
贫困户种植林果病虫害的识别、制定防控
预案、防治技术提供了科学依据。

多年来，万少侠先后荣获国家林业局
“全国森林病虫害优秀测报员”“平顶山市
拔尖人才”“平顶山市科技功臣”“平顶山市
学术技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是“平顶山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是舞钢市劳动
模范。前段时间，万少侠还被聘为河南城
建学院的兼职教授，给大学生讲课。

万少侠：奔波果园传技术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叶县绿筑菌业有限公司位于该县龙泉
乡草厂街村，占地70亩，目前以生产双孢
菇与褐菇为主，产品主要销往广州、深圳、
三亚等城市。工厂化生产食用菌，让昔日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部分农民走进了工厂，
成了产业工人。

公司投产 村民增收

9月 18日上午，来到该公司褐菇生产
车间，周玲、周红和贾瑞英等三名工人分别
挎着一个塑料筐在采收褐菇。随后，她们
又将采收的褐菇存入冷库，等待客户前来
收购。

今年40多岁的周玲曾是草厂街村的
贫困户，全家6口人，上有公婆，下有一双
儿女，丈夫刘海峰在外打工。两年前，叶县
绿筑菌业有限公司双孢菇与褐菇生产车间
在草厂街村投产后，周玲率先被招入公司
务工。周玲说：“活多了，干得多，一般一个
月可拿到2000多元工资。活少了，一个月
也可以拿到几百块钱工资。”

今年 41岁的周红家住龙泉乡南水城
村，一家4口人，女儿上八年级，家里还有
一个六七十岁的婆婆。周红说：“我每天需
要接送女儿，还要照顾婆婆，没办法出去打
工，现在守着家就能挣钱。”

草厂街村党支部书记李运山说，2017
年，叶县绿筑菌业有限公司流转该村70亩
土地，投资兴建了食用菌生产基地，其中草

厂街村争取县财政资金 140万元，作为发
展村集体经济的资金，以入股的方式投入
了这项惠民产业项目中。该公司一期工程
于当年7月建成，2018年投产，在12个车间
里仿生态立体化生产种植双孢菇与褐菇，

“平均55天生产一茬儿菇，一年生产6茬
儿，一个菇房（车间）一年可产60吨菇，公
司年产值1000多万元。”

目前叶县绿筑菌业有限公司录用长期
工和临时工7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附近
村民。2018年底，草厂街村共有26户贫困
户从公司分得红利。2019年底，草厂街村
凭借本村集体经济在该公司占有的股份，
全村1100多口人，人均分得现金加物品将
近300元。

变废为宝 惠及全县

李运山说，该食用菌生产基地采取就
地取材的方式进行生产，他们从美国引进
菌种，从荷兰引进仿生态工厂化生产种植
食用菌技术，然后利用当地村民麦收后的
秸秆和养鸡场的鸡粪等原材料经过22天
加工处理后，作为生产双孢菇与褐菇的基
料，从而达到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的功效。
仅今年夏天，该公司就从叶县13个乡镇收
购4万多吨麦秸秆。

另外，为了将这些基料进行再利用，该
公司已投入800多万元正在筹建一个有机
肥厂，预计今年年底即可投产。届时，有机
肥厂将是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将吸纳
更多村民前来务工。

龙泉乡党委副书记毛建河说，该食用
菌生产基地是龙泉乡政府的一个招商引资
项目，它是叶县食用菌生产行业的一家龙
头企业。除草厂街村以外，龙泉乡还有雷
岗村、贾庄村等28个非贫困村分别在该公
司入股 20万元。自 2018年底以来，这 28
个村子已连续两年参与保底分红2万元至
4万元，从而打破了全乡35个行政村村集

体经济零收入的局面。
此外，这家公司还吸引了叶县水寨乡

17个村子也参与了入股分红。目前，该公
司二期工程投资4000多万元，正在加紧施
工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同时，
二期工程投产后将会利用更多的秸秆生产
食用菌基料，对整个叶县的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绿筑菌业：助力村集体增收

周玲在车间里采收褐菇

万少侠（左二）在田间地头给果农上培训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