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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10月13日上午，秋高气爽。鲁山县瀼河
乡邓西村一家猕猴桃和车厘子樱桃园内，53
岁的王德民与来自山西省的5名果树修剪
师傅以及村民王和义等人，有的给果树剪
枝、有的施肥、有的割草，个个忙得不亦乐
乎。修剪师傅是王德民出资聘请的，果园也
是他一手打造的，面积 100亩，其中仅猕猴
桃一项今年就收入5万多元。

外出考察发现商机

王德民是瀼河乡邓西村一名普通村民，
初中上完就回家务农，并在父母的 帮助下在
街上开办了一家中药材购销店。1995年，随
着药材市场效益下滑，王德民改行种起了黄
贝木耳。

种植黄贝木耳很累，经常起早贪黑，王
德民不怕辛苦，终于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
金。但随着种植户越来越多，黄贝木耳价格
大跌，王德民又做起了雨搭生意。时间不
长，加工雨搭的生意也越来越萧条，王德民
便改行做起了玻璃画。“刚做玻璃画时确实
赚钱，每天购画的人排成长队。”王德民说，
做了不到 5 年，效益再次出现危机。后来
王德民见出外卖丝绵的人很多，又做起了
丝绵批发，结果没多久又生意滑坡，只好关
门歇业。

多次更换生意后，王德民深深体会到
了经商的不易，同时，如何打造一个稳定产
业，让村民跟着一起有钱挣，也成了他最大

的梦想。
2016年，王德民外出考察发现，南阳市

西峡县一家科技公司培育的中华红心猕猴
桃和车厘子樱桃以及阳光玫瑰葡萄有很好
的发展空间，便打算种植。但这些水果产量
低、售价高，属于高端水果，家人担心销售问
题，都极力反对。

“为这事我自己又出去考察了几天，感
觉市场行情不错。”王德民说，阳光玫瑰早
几年市场上就有，本地也有人种植，经再三

考虑，他决定种植中华红心猕猴桃和车厘
子樱桃。在他看来，种植水果一次种植常
年收益，而且现在人们生活提高了，吃喝讲
究了，不差钱的人越来越多，这两种水果在
当地少有种植，物以稀为贵，一定能卖出好
价钱。

就这样，说干就干，2016年底，王德民一
次性流转土地100亩，种上80亩车厘子樱桃
树苗，20亩中华红心猕猴桃，并注册成立了
鲁山县建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打造属于

自己的“绿色银行”。

政府助力信心倍增

“在这里干一天活儿挣60至 100元，也
不累，还能照顾家。”正在果园忙着施肥的邓
西村村民王和义和姚邓平说，目前果园有十
几名工人。

王德民坚信，只有产出好的果品，才会
有更好的销售门路。他聘请果树专家帮助打
理，还专门买来农家肥，按照科学配比的方法
对果园进行施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去年
部分猕猴桃就挂了果。因数量少，他没有拿
去卖，全部送人品尝，猕猴桃口感很好，深受
好评。今年猕猴桃产量达到3000多公斤，售
价20元一公斤，没几天便被抢购一空。

“今年苗子小，明年猕猴桃产量会更高，
车厘子樱桃明年也将大量上市。”望着眼前
的果园，王德民充满了希望。

“他种的猕猴桃确实好吃，个头儿也大，
俺今年去他园里买了两次。”瀼河乡邓西村
一名村民说，现在很多人都富起来了，只要
产品好，农村人也愿意花钱消费。

由于果园经常用工，王德民的合作社成
了村上带贫企业，并受到了政府的帮助。前
不久，瀼河乡政府帮助协调资金110万元，给
王德民建设了一座占地15亩的连体大棚，让
种植的部分车厘子樱桃和猕猴桃明年提前
上市，王德民的干劲儿更足了。

“他头脑聪明，踏实能干，在脱贫致富的
道路上为不少村民作出了典范。”昨天上午，
瀼河乡政府工作人员刘志远说。

王德民：
种植高端水果 打造“绿色银行”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自 1993年参加工作以来，无论风霜雨
雪，他都坚持深入基层乡镇、养殖场户，尽心
尽力为基层畜牧业发展排忧解难，他是养殖
户心中的贴心人。

他就是周璞，舞钢市畜产品质量检测中
心主任，曾获得河南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平
顶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市畜牧系统先进工
作者、平顶山市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2016
年 10月，他作为平顶山市扶贫科技特派员，
被派到舞钢市尚店镇王庄村、杨庄乡郜林
村、武功乡刁沟村开展科技服务。

村村跑 为养殖户解忧

10月9日，周璞驱车来到舞钢市尚店镇
王庄村贫困户郭留柱的家中，远远地就看到
郭留柱站在路边。本来准备去放羊的郭留
柱得知周璞要来，就站在羊圈前的路边一直
等着。看到周璞的车，他开心地迎了上来。

停好车，周璞拎着随身携带的兽用工
具，走进羊圈对羊进行诊断。随后从车后备
厢里拿出一袋药递给郭留柱，并一一交代这
些药如何使用。

“这是兽用温度计，这是消毒的药，这是
治拉肚子的，还有青霉素……”

“有几只羊这段日子有点拉肚子，我昨
天刚给他打过电话，他今天就带药来了。这
几年里，羊有病治疗用的兽药都是他免费给
我的。对我很照顾，无论啥时候打电话他都
接，从来没有烦过，我可感谢他。”今年66岁
的郭留柱感激地说。

随后，周璞带着药来到贫困户陈留成的
牛棚，陈留成正在给牛喂饲料。围着牛棚转
了一圈，周璞看到有几头牛很瘦，但是肚子
特别大，有点消化不良，就让陈留成给牛喂
点健脾丸和山楂片。

陈留成说：“以前村里没有技术员，养牛

都是自己摸索，牛生病了，需要跑到兽医站，
哪像现在这么方便，遇到问题一打电话周老
师就来了，还免费给我送药。”

手把手 传授养殖户技术

从陈留成的养牛基地出来，周璞又来到
王庄村贯沟自然村附近，把车停到路边，沿
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往贫困户王广军家
的养鹅基地走去。这段路，车根本开不进
去，下雨天要穿着胶鞋才能走过去。

基地里，一大群白鹅在河道里饮水嬉
戏。“咱不会养鹅，多亏了周老师，否则我们
心里也没底儿。”王广军的妻子师巧玲说。

刚开始养鹅时，王广军家买了 1000多
只鹅苗，短短两天死了近200只。着急上火
的他给周璞打电话，周璞立即赶到现场，详
细询问鹅苗的饲养情况。经过仔细检查，
周璞发现鹅有拉稀甩头现象，他又请检测
中心的专家到基地对病鹅进行解剖诊断，
确诊为大肠杆菌和鹅瘟合并感染。找到病
因后，周璞立刻配药，对鹅苗进行药物注射
治疗。

“我那时候不会打针，1000多只鹅苗周
老师用了 3 个多小时才注射完毕，当时他
衣服都湿透了，鹅苗病情得到了有效控
制。后来，周老师经常来我家，讲一些养

殖或繁育方面的知识，还手把手教我给鹅
打疫苗，我现在也算是半个‘养鹅专家’了。”
师巧玲说。

周璞准备离开时，正好碰到外出归来
的王广军。王广军大步上前热情地拉着周
璞的手，非要让他再多留会儿说说话。王
广军说：“周老师人特别热情，我是打心底
里感谢他。”

心连心 致力科技扶贫服务

为了扶贫，周璞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接
打了多少个电话，自费购买了多少兽药。他
率先推行科技服务卡服务，发放服务卡1000
多张、各类技术资料2000多份，方便为贫困
户提供各种及时的服务。“只要群众有需要，
我随叫随到，手机24小时开机。”

有周璞的技术“支撑”，近年来，王庄村
和郜林村养羊户不断增加，老养殖户的养
殖数量也不断扩大。现在全村的牛、羊总
存栏量比原来扩大一倍，老养殖户的经济效
益大幅提升，原来村里“光见养殖，不见挣
钱”的现象不存在了，不少贫困户通过养殖
脱贫致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科技特派员
不能只是当技术顾问，更需要带出当地的‘土
专家’‘土秀才’，让群众也成为科技员。”周璞
根据贫困户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集
中技术培训，采用“一带一、一带多”的方式培
育农村技术明白人和乡土人才。

河南天成鸽业有限公司是舞钢市的农
业龙头企业，也是周璞的服务对象。他和该
公司技术人员一起为贫困户传授技术，带
领贫困户发展养鸽业，打造了“公司+示范
基地+农户”的模式，成为舞钢市科技扶贫
的模范。

“我们技术人员走到群众家里去指导，
解决群众最急、最难的问题，感觉自己很有
用武之地，也很开心。”周璞说。

科技特派员周璞：养殖户的贴心人

周璞（右）给陈留成讲解兽药的用法

王德民手捧自家种植的红心猕猴桃，满脸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