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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10月 12日上午，把苗圃里的活儿收拾
停当后，湛河区曹镇乡邢铺村的陶占柱便
带着工人到附近村庄搞绿化，女工一天工
资80元，男工一天工资120元，他们已经连
续干了好些天。

“别看陶师傅年龄大、身材瘦弱，但他
种植经验丰富，在发展自己产业的同时，还
经常帮我们找活儿干。”据工人们讲，69岁
的陶占柱种植花卉及园林绿化树已有20
余年，现在是村里的苗木种植能手、致富带
头人。

在失败中汲取经验

陶占柱是土生土长的邢铺村人，教过
书、当过会计，还开过电焊铺。“后来，孩子
们都长大成家了，没了经济压力，我便想着
做一件安稳的事情。咱是农民，啥时候都
离不开土地。1995年，我利用自家土地种
了几亩桃树、杏树和葡萄树，但是因为经验
不足，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几乎年年白
费力不挣钱。”陶占柱说。

等到第5年的时候，陶占柱便把果树
刨了一部分，卖了一部分，剩余的一两百棵
搞红梅、绿梅景观树的嫁接。“没想到第一
年嫁接就成功了，一棵景观树卖到了一两
百元的好价钱。”陶占柱欣喜不已，从此便
专心种植景观树。当时，整个乡种植景观
树的也就两三家。不过要想抢占市场，还

要培育好的品种。
陶占柱开始不断地充电学习，四处寻

觅优良品种。有一次，他在湖北荆门游玩
时看到满大街种的都是香樟树，便买了些
种子回来培育。香樟树的生长适宜酸性土
壤，引进培育时需要通过土壤调节和控制
温度、湿度才能保证良好的出芽率和成活
率。但刚开始陶占柱也不懂，经过了一次
次失败，第三年育苗才成功。陶占柱记得，
第一批培育了 100多棵香樟树，一棵树卖
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全部售罄。

发展自身不忘乡邻

“其实，树种也有一个去汰选优的过
程。”陶占柱表示，这些年自己一直是在摸
索中前行。2007年，在农科专家的帮助指
导下，他与多位种植能手培育出了抗病力
强、外形美观的“平抗一号金叶女贞”，并获
得了省级认证。2012年，他又凭借过硬的
苗木种植技术，获得“农民（园艺）技师资
格”证。

在陶占柱的苗圃里，周围一排排树苗
长势旺盛，品种繁多，另外还有甜润的桂花
香味，让人心旷神怡。据其介绍，苗圃占地
近40亩，内有50多种花卉及园林绿化树。

苗圃女工彭桂芳说，她和陶占柱同村，
她是2006年来苗圃打工的，见证了整个苗
圃的发展历程，“刚开始苗圃里只有三五个
工人，一人一天能挣一二十元，其间也学了
不少种植技术”。现在，她的工资涨了，她

家的土地也都种了树。“陶占柱有时帮我们
采购树苗，有时帮我们联系销路，还手把手
传授园林绿化知识和技能。”

今年65岁的陶全也在苗圃工作，他对
陶占柱的评价是：“为人厚道，社交能力强，
给工人们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五六年
前，陶全想在苗圃找份工作，陶占柱二话不

说就把他留下了。苗圃不忙的时候，陶占
柱还经常给工人们联系外面的绿化工程，
帮助乡亲们增收致富。

对此，陶占柱表现得很谦虚，他觉得，
自己就是个农民，能够体会到农民种地的
辛苦与不易，况且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能
帮尽量帮。

陶占柱：种植苗木 不忘初心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10月 7日上午，郏县堂街镇李世和庄
东村村民柳改玲在田间采摘小辣椒，看着
辣椒喜获丰收，她高兴地哼起了小曲。“俺
的小辣椒收成这么好，多亏了科技特派员
李利娟。”

郏县畜牧局下派至该村的科技特派员
李利娟，已深入基层工作4年，把真情服务
送到了田间地头。

红牛映红小山村

2016年，李利娟被所在单位郏县畜牧
局选派到堂街镇李世和庄东村、孟庄村、小

谢庄村担任农业科技扶贫特派员。
上任之后，李利娟多次到这几个村开

展农作物科学种植与管理、郏县红牛养殖
技术、肉牛饲养方法、生猪饲养与管理等巡
回宣讲培训，同时向群众发放了《肉牛养殖
技术百问百答》《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手
册》等20多种两万余册科技资料，每月到
村服务 7 次以上，通过现场讲解，亲自示
范、入户面授、集中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技术
指导，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人员。

在孟庄村，李利娟帮助该村利用闲置
的山坡地发展红牛养殖业，于去年10月建
成了一栋100头畜位的牛舍，购进了34头
扶贫红牛，成立了郏县苗刚红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合作社设立了11个公益岗位，每
年向该村每户贫困户发放1000元的带贫资
金。

今年8月，李利娟去苗刚红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回访，发现20头怀孕母牛有流产
先兆，她及时邀请了郏县畜牧局疾控中心
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布氏杆菌病毒”筛
查，又对健康牛群注射了“布氏杆菌病”疫
苗，从而防止了一场人畜共患传染病，避免
经济损失30多万元。

合作社负责人王苗刚说：“要不是利
娟，合作社的损失就大了，她可是俺的大恩
人呀！”

自2016年李利娟入村服务以来，小谢
庄村红牛养殖户邵闯是她的重点服务对
象，她每个月至少上门技术指导7次。在
李利娟的技术支持下，今年72岁的邵闯养

牛热情不减，由当初的两头红牛发展到7
头，每年都有5头小牛犊出栏，年收入5万
元以上。他还成立了邵闯养殖合作社，带
动村里多家村民发展红牛养殖，红牛存栏
180多头。

借力科技解民忧

今年3月 15日下午，李利娟接到李世
和庄东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兴举的电话，反
映该村有几家农户的麦田出现了黄叶现
象。次日，李利娟赶到现场，在麦田里取样
拍照，在微信上向市农科院小麦栽培专家
求教，然后立刻把治疗方法传达给了村民，
使麦田病害及时得到了救治。

今年8月 11日，李利娟再次来到李世
和庄东村走访，发现该村种植的小辣椒出
现了花皮现象，她立即邀请市农科院的姜
老师对该村16名农户进行技术培训，并深
入田间查看指导，及时开出了处方，使小辣
椒的花皮现象得到了控制，获得了丰收。

“今年李世和庄东村的辣椒产量不错，
价格又高，又是一个丰收年，这都是托了李
特派员的福啊！”王兴举高兴地说。

面对赞扬，李利娟平静地说：“作为一
名科技特派员，能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是
我最大的心愿。看到他们增收了，我心里
也很高兴！”

“李利娟在工作中不怕吃苦受累，想群
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一名科技特派员的职责所在。”郏县工信
局副局长林俊旭说。

李利娟：科技生金 为民解忧

李利娟（右)和柳改玲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陶占柱在苗圃修剪苗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