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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叶县常村镇是“艾草之乡”，一点也
不为过。驱车经过常村镇多个村落，不说
大到成片田地、小到一分半分，就是房前屋
后、沟间地头，也见缝插针地种满了艾草。

“艾草全身皆可入药，今年市场上更是
供不应求。”10月9日上午，河南省科技特派
员叶县科技服务队队员、59 岁的朱孝良
说。2017年，朱孝良和常村镇政府合作，共
同出资为全镇贫困户无偿提供3000亩艾
苗，并指导种植。如今常村镇艾草种植面积
已发展到 2.2 万亩，成为当地一项特色产
业。常村镇党委书记赵幸伟说，目前已形成
中草药产业一、二、三产有机融合的产业链，
保守估计每年能带来5000多万元的纯利润。

城里买了两套房

行走在常村镇田间，月台村、金沟村、
大娄庄村、养凤沟村……一畦畦、一垄垄艾
草绿意盎然。

大毛庄村村集体经济种植的200亩艾草
田刚成熟，远远地，铺天盖地的艾草香就迎面
扑来。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驰骋，所
过之处，成片艾草应声伏落。大毛庄村今年
新种艾草，这已是第二茬，比头茬产量高出
一倍。朱孝良拿起一把艾草仔细查看：“今
年雨水大，杂草有点多，不过艾草长得真好。”

在月台村，2100亩村集体经济艾草田
已收割过第三茬，又萌生出满地绿油油的
艾苗。说到种艾草的好处，月台村脱贫户、
今年57岁的谢要最有发言权。2017年，谢
要靠着朱孝良无偿提供的艾苗种了十几亩
艾草；今年，他一次性为两个在河南永城工
作的儿子付清了两套房首付共40多万元。

“山上有野艾，我知道这个东西能卖

钱。”因腰椎间盘突出，谢要能吃苦却干不了
重活儿。种艾草比种田省力，粗放型管理就
行，经济价值也高。在朱孝良手把手指导
下，一亩艾地每年能生出五六千元利润；再
加上他在艾绒加工厂打工每年3万多元的
收入，帝豪烟也放开吸了，“从前哪敢想？”

当天上午，在月台村村集体经济标准化
厂房里，工作人员正娴熟地配制艾草足浴
包，艾草、红花、丹参、益母草……十几种切
好的药材按比例装进无纺布袋内。朱孝良
说，公司已和南京一家药企签订为期两年的
艾脐贴订单，也在这里生产，总额达1.5亿元。

小艾草打开大市场

朱孝良是平顶山华宇艾之缘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高级农艺师，在外地经营中草
药生意已20多年。2017年，时任常村镇镇
长的赵幸伟邀他回乡参与本地扶贫，上艾草
种植项目并为群众提供科技指导。2018年，
朱孝良经考核，成为一名省科技特派员。

“常村镇位于丘陵地带，地下石头多，
种粮食靠天吃饭。而艾草适应性强，耐寒
耐旱，对土质气候都没有要求，管理粗放，
人人都能种。”艾草一年能割三四茬，种植

后能连续收割五六年。河南境内有十几个
艾草品种，朱孝良根据多年种植经验选择
了五叶大白艾，“这种艾草出绒率高，挥发
油含量高，产量高，耐寒耐旱，非常适宜。”

2018年见了效益，常村镇开始大力推
广村集体经济种艾草，目前已形成育苗、种
植、管理、加工、销售的产业链。除了作为
支柱产业的两万余亩艾草，还种有千余亩
丹参、白芷、决明子、板蓝根等药材。

“艾草不愁销路，今年行情好，原材料
供不应求。”朱孝良说，艾草全身没有废料，
可作为药材销往粤东制药厂等制药公司；
可在本地加工厂提取艾绒，制作艾灸所用
的艾条、艾柱；艾草可加工枕头、被褥、汽车
靠垫等日用品；艾草挥发油可制作日化用
品、洗发水、面膜、化妆品……打捆后筛下
的艾灰被饲料厂以每吨1800元的价格收购，
牲畜食用有消炎、杀菌等功效。艾草生长三
年后，多余的根还可挖出作为种根出售。

朱孝良不仅帮助农户进行田间管理、病
虫害防治，解决技术难题，还帮忙进行行情
预判，慎重布局品种，并帮忙销售。平顶山
华宇艾之缘科技有限公司就设在金沟村，直
接回收农户的艾草产品进行加工。今年月
台村村集体经济的2100亩艾草需挖艾根，
朱孝良已联系好了种植户，一亩地出1吨艾
根，每吨800元，单这一项就能增收160多
万元，“留下的须根开春又能萌发艾苗”。

“艾草种出来了，没有销售渠道可不
行。”叶县科技局副局长黄军耀说，像朱孝
良这样既懂技术、有实践经验又有销售渠
道的科技特派员，扎到田间地头埋头苦干，
在群众的致富路上功不可没。

“艾草是常村镇中草药产业的一个方
面。”赵幸伟说，如今当地艾草产业链基本形
成，“下一步将提档升级，打造自己的品牌。”

朱孝良：遍地艾草香 群众致富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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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我马上过去看看啥情况……”10
月 9日上午，乔书志在鲁山县张店乡政府
刚开完会，就接到农户姜留柱的电话，他拿
起背包，开着电动车向张店乡邢沟村驶去。

今年70岁的乔书志是鲁山县畜牧局
退休干部，毕业于原河南农学院（现河南农
业大学），是高级兽医畜牧师，中国兽医学
会会员。退休多年，他初心不改，心系“三
农”，只要农户有需要，他总是随叫随到。

“老早我就在想，等我退休了，弄辆面包车，
拉着发电机、投影仪，给乡亲们开讲座。现
在，这个愿望实现了。”乔书志说。

农业专家下乡“送礼”

从乡政府到邢沟村有十二三公里，约
20分钟后，乔书志到了姜留柱、闫玉贤老
两口的家门口。他下车没有直接进屋，而
是从后备厢里掂了两箱牛奶和麦片。“老嫂
子身体不好，过节也没顾上来，这算补上
了。”说罢，乔书志把礼品放到了里屋。“天
天给你添麻烦，咋还能收你的东西。”闫玉
贤再三推辞，还是没能拗过乔书志。

乔书志脱下外套，一路小跑来到牛棚，
给一头即将生产的母牛检查身体。“没啥大
问题，最近营养要跟上，有啥情况和我联
系。”老两口闻言，方才放下心来。这头牛是
他们喂了六七年，靠卖牛犊每年能有1万多
元的收入。从2016年乔书志成为科技扶贫
特派员起，双方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前年，
闫玉贤在县医院做心脏支架手术，乔书志
在手术室门口守了几个小时。“你们很难想
象这头牛对于他们的意义，我所做的只是

尽心尽责，帮他们把牛养好。”乔书志说。
“乔老师没一点架子，俺家牛圈那么

脏，人家回回来给牛瞧病，二话不说就跳了
进去。”提到乔书志，团城乡寺沟村的养殖
户高渺参说得最多的字眼是“没架子”。他
刚开始养了15头牛，因饲养管理不当，一个
月就死了两头。当时，市委组织部驻寺沟
村工作队邀请乔书志前来指导，乔书志第
一时间赶到，亲自跳进牛圈演示如何消毒，
又给牛挨个注射了防疫药品。后来，高渺
参养的一头母牛难产，乔书志现场进行助

产。寒冷、困倦、劳累、粪污……乔书志都
不在乎，终于把危在旦夕的母牛救了回来。

群众眼里的贴心人

这些年，乔书志不仅经常帮助养殖户
解决技术问题，还多方协调，帮助养殖户将
养殖业做大做强。

凭着热心、肯干和熟练的畜牧兽医技
术，2016年9月，乔书志被鲁山县科技局选
派为科技扶贫特派员，负责鲁山县张店乡
邢沟村、雷趴村、张窑村的养殖产业扶贫工

作，指导畜牧养殖、疫病防治和市场分析。
“要不是老乔指导着让俺提前把 400

来头猪娃卖掉了，后面就得多赔 100多万
元呢。”提起乔书志，邢沟村养猪大户狄志
国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规划到技术，
乔老师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2017年，乔书志在狄志国的猪场指导
扩建项目。当时，他骑着摩托车一周几次
往返于蜿蜒崎岖的乡间小路，有一次因坡
陡弯急、路面湿滑，他连人带车坠入了路边
的山沟，胳膊和腿都受了伤，所幸没伤到骨
头。“也就是点皮肉伤，咱不能耽误了农户
们搞建设的事。”如今，狄志国的养殖事业
搞得风生水起，带动周边20户贫困户脱贫。

“乔叔真是俺的贴心人，正是他的鼓励
和支持，我才建起了羊场。”张店乡雷扒村
养羊户李理想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毕业
生，2016年6月萌生养羊创业的想法。羊场
建好后由于缺乏技术人员，李理想有了放
弃的念头。乔书志得知后，主动与李理想
联系，为他分析市场环境、养羊前景，助他筛
选品种，更是手把手教他如何喂养、管理。

“回乡创业不仅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还想帮助乡亲们走出一条脱贫致富路。”李
理想说，他会和乔书志一起帮助更多贫困
户在家门口就业、学技术创业。

“趁着还能干动，我还要帮乡亲们做点
事。”乔书志说，在农村，家畜可能是一个家
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患畜只要有 1%的希
望，就要尽100%的努力去救治。

“乔老师不忘初心，一心服务群众，不
求回报，感动了我们很多人。”张店乡党委
书记李怀海说，乔书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一名扶贫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乔书志：退休不退志 下乡送“大礼”

在大毛庄村收割现场，朱孝良仔细查看艾草的生长情况。

乔书志上门为农户家的牛做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