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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张欣很忙，他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如
果不提前联系，很难在办公室里找到他。今
年53岁的张欣已有36年的兽医工作经验。
作为一名省科技特派员，叶县常村镇一带的
养殖户们都说，一看到张欣，就像吃了一颗
定心丸，感觉有靠山了。

曾经的贫困户成了能人

9月 25日一早，张欣吃过饭，就来到叶
县常村镇栗林店村64岁的李连成家，查看
羊群的生长情况。两年前，李连成家还是贫
困户；去年靠养羊脱贫后，如今家里养了七
八十只羊的他带起来十几家养殖户。从过
去的不敢多养到现在放心大胆地养，李连成
认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技特派员的技术
指导。

李连成家的羊场有六七百平方米，分
为饲料储存、羊群活动和羊床三个区域。
饲料存储区今年新加盖了蓝色彩钢瓦棚。

“以前棚子没顶，麦秸用薄膜盖着，一下雨
就沤烂了。搭这棚花了四千多元，搁以前
都不敢想。”李连成说，院子另一角羊床上
的彩钢瓦棚是前几年的扶贫产业，省了不
少心。

几年前李连成开始养羊的时候，村里只
有两个养殖户。起初，他只敢养十来只，“不
会养，净糟蹋羊，没利润”。自从张欣经常来
指导、治疗，他养羊渐渐有了起色。前年，他
买了批高产的杜泊羊，每只母羊3年就能繁
殖5窝小羊。“羊有病，张特派员随叫随到。
感觉现在有靠山了，敢放心养。”如今利润已
相当可观，“规模到50只的时候，一年能有
四五万元的纯利润”。

李连成的两个儿子在外面打工，他和老
伴儿领着3个孙辈一起生活。“搞搞养殖，带
带孙子，乐呵着哩。现在孙子用的、玩的都
敢买好的了，花钱也松快多了。”他说，过段
时间，他打算改进羊床，把竹笆换成水泥板，
将羊分成两边喂养。

紧接着，张欣又来到艾小庄村明生养殖
场，查看牛的生长情况，讲授牛的防病知识。

有了依靠，干劲儿更足了

李连成口中的“靠山”张欣在常村镇农

业服务站工作，为人热情，干劲儿十足。张
欣建了一个“常村镇养殖群”，里面有300多
个常村镇的养殖户。虽说他主要针对常村
镇西刘庄村和李九思村进行养殖业技术指
导，但整个常村镇37个行政村的养殖户只
要来电话，他都随叫随到。

常村镇柳树王村脱贫户王爱玲家养了
25 头牛。以前，她家种了几亩地，收入菲
薄，被识别为贫困户，后来逐渐靠养牛脱贫
致富。“张医生经常过来指导，技术上有啥
难题都能解决，不怕养不好。”王爱玲哈哈地
笑着说，两个儿子正读中学，得给孩子存钱，

“这两年先把牛养好，等孩子大了再翻新
房子。”

去年底，王爱玲家一头母牛难产，生命
垂危，屠宰户上门出3000元收购。王爱玲
给张欣打了电话，张欣忙了几个小时，接生
小牛后，又给产后子宫脱垂的母牛进行子宫
复位。“浑身是血，满脸汗都没法擦，又脏又
累。”王爱玲说，最终母牛和小牛都平安，后
来卖了2.5万元。差价相当于家里种地五六
年的收入，全家人非常感激。

“贫困户发展养殖业不容易，张欣经
常半夜出诊，用技术帮助养殖户挽回损
失。”叶县商务局驻常村镇文庄村干部赵
晋甫说。

科技帮助群众走上致富路

村民口口相传，除了常村镇，就连鲁
山县，甚至南阳市等地的养殖户也都知道
张欣技术好，为人热心，时不时地找他咨
询问题。

采访间，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养牛农户
谷银红发来视频：家里一头牛从头天早上就
一直卧倒在地，没精神。张欣一看，牛肚子
胀得鼓鼓的，也不发烧，他判断是牛吃的草
料未消化，在肚内发酵引起急性胃扩张。常
村镇和独树镇相距五六十里地，张欣怕赶过
去来不及，开了药方发给谷银红，让她先赶
紧去兽医站买药给牛服下。

张欣说，常村镇有几名畜牧科技特派
员，他经常和市农业干校高级兽医师赵伟组
团为村民服务，讲知识，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会。在他建的养殖群里，大家不仅能学习各
种家畜养殖知识、不同季节的疾病预防保
险、答疑解惑，销售遇到困难，在群里求助，
也能找到适合的渠道。

科技特派员张欣：养殖户的“主心骨”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9月 28日，秋意渐浓，叶县夏李乡小官
庄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水泥
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地从新建的游
园内传出。为了繁荣村集体经济，提高村民
经济收入，经多方考察研究，村里流转土地
200亩与河南省裕构农牧有限公司签订协
议，以“公司+农户+集体”的模式进行桑构
树种植。这项产业每年将为村集体带来可
观的收入，使村民既有流转土地收入，又有
参与种植、管理、采摘等务工费用，进一步拓
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特色种植繁荣经济

“我村现在已经流转土地260亩，已经
种植桑构 200 亩、辣椒 60 亩，眼下长势良
好。下一步我们准备再往南发展500亩桑
构，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小官庄村党支部
书记贾录明说。

此外，小官庄村还发展辣椒种植60余
亩，采取“农户+集体”自主经营模式进行，
采用冬小麦套种的方式经营。贾录明算了
笔账，按照每亩地年投资1920元，每亩小麦
产出700斤（1斤=500克）左右，按市场收购
价1.1元/斤，每年每亩可收入770元，辣椒亩
产500斤左右，按市场价8元左右，每年每亩
可收入4000元，每亩地每年可产生净利润
2850元，60亩地每年净利润就是171000元，
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也为群众开辟新的

致富道路。

合作社引领发展

随后，记者来到岳楼村，在该村的田间
小道上，村民陈栓柱用三轮车往工地上送
砖。“啥时候盖好，大伙儿都盼着哩！”刚停
稳车，陈栓柱就问道。“快了，慢工出细活
儿，咱也得出个精品工程。”工人王学才回
答道。

麦田边，房屋地基已经打好了，再有两
个月，这里将出现一座生猪养殖基地，此举
将进一步带动村民致富奔小康。

岳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建党介绍，今年以
来，村里与平顶山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合作，
建设经济合作社生猪养殖综合体项目。项
目总占地面积35亩，总投资1270万元，计划
建成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及养殖单元 7
个。投产后，一年可产生猪近万头。根据合
作协议，正大饲料有限公司为岳楼村经济合

作社每年分配纯收益 128万元。集体经济
收入的10%用于贫困户的生活环境改善、巩
固脱贫成效，40%用于村内人居环境整治及
基础设施建设，剩余50%作为村集体经济流
动资金用于扩大生产规模。

距离生猪养殖综合体不远处，也是一番
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这里正在建设村级集
体食用菌大棚，已建成的两座大棚的覆膜在
阳光下闪闪发亮，另外两座正在加紧施工。
目前，基地场平、道路、供水管道等工程均已
完工，另外两座在建大棚，工人们正在运钢
材、焊接钢架。这个项目占地12亩，用来种
植花头菇和草菇等食用菌，预计每年能为村
集体带来10万元左右的收入。

2018年以来，该村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为突破口，按照“因地制宜、多元发展、
效益优先”的思路，采取“村集体+公司+农
户、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抱团发展模式，
让村民入股收红利。推动产业发展并提升
发展质量，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像岳楼、小官庄这样的村庄在我们夏
李乡还很多，各村因地制宜发展烟叶种植、
肉牛养殖、迷迭香种植、绢花生产等产业，
助力群众脱贫奔小康。”夏李乡党委书记徐
亮说，近些年乡党委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对
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到点上扶
到根上，把政策精准落实到每户每人。立
足本乡优势，因户施策、因人帮扶，下大力
气扶持产业、促进就业、鼓励创业，实现村
有脱贫产业、户有致富门路，促进贫困群众
稳定增收。

村集体+合作社：产业助推脱贫致富

在艾小庄村明生养殖场，张欣和养殖户沟通牛的生长情况

小官庄村发展肉牛养殖繁荣村集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