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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这个园子管理得很好，挂果多，个头
儿还大。”10月 18日上午，在鲁山县土门办
事处构树庄村庵子顶村民组一个冬桃园
内，81岁的荆中敏与村党支部书记马见发
谈论着果园管理情况。

近两年来，在荆中敏和马见发的带动
下，庵子顶由穷山沟变成了花果山，一到桃
子成熟季节，前往买桃的人络绎不绝。

辛苦尝试三十载

荆中敏的家在庵子顶组最高处。“30
多年了，终于完成了心愿。”望着四周的果
园，荆中敏感慨地说。

庵子顶位于丘陵地带，经常遭遇干旱，
无法种粮。带领村民种植果树走上致富路
成了荆中敏的心愿。

1987年，为带领村民致富，时任村党支
部书记的荆中敏率先垂范，种了10亩夏桃，
结果因选种失误，种出的桃子没卖出去。

1990年，荆中敏改种秋桃，结果还是不
行。后来他又尝试种植伏桃，也是以失败
告终。一再试错的荆中敏不知所措，哪知
打击接踵而来：儿子意外走失，儿媳随后改
嫁，老伴儿瘫痪在床，小孙子无人照顾。

为了照顾残缺的家，1992年，荆中敏辞
去了村党支部书记职务。但种出好桃，仍
然是他无法放弃的心愿。

1995年，鲁山县相关部门组织种植户
到山东考察，荆中敏报名参加。这成为荆
中敏种桃梦成真的重要一站。

“在火车站吃饭时，有人在卖冬桃，我
随手买了几个，感觉特别好吃。”荆中敏说，
这种桃子就是现在他们种植的映霜红品种，
据说是山东省一名退休干部选育成功的。

从山东返回后，荆中敏又先后到辽宁、
北京、山西、安徽等地考察，并选择了近10
个桃子品种。后经试种，最终将中秋王、宝
田雪桃和映霜红留了下来。多年种桃终成
功，新品种桃子的口感得到市场认可。
2014年，荆中敏种的5亩桃子收入两万多
元，他终于露出了笑容。

成立专业合作社

见荆中敏种桃赚了钱，桃子还好吃，村
民荆见中、雷留新、荆文中、徐迎宾4人也
打算种桃。荆中敏决定成立专业合作社，

打造自己的冬桃品牌。2015年 2月，鲁山
县金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共种植
冬桃20多亩。不过让荆中敏感到闹心的
是，虽然桃子口感好，却易裂果，不少桃子
长着长着就烂在了树上。

为查明裂果原因，2015年秋，荆中敏参
加了陕西省咸阳市召开的农产品展销会。
也是在那里的水果专家帮助下，他终于查
明了冬桃裂果的原因。

2016年，根据专家建议，荆中敏改良了
果园土壤，给桃子套上了袋子，结果长出的
桃子又大又红。

桃子丰收了，新问题又来了，因为种植面
积扩大，缺乏销售渠道，村里的桃子滞销了。

“多亏了孙子荆育程脑子活，否则真不
知道咋办哩。”荆中敏笑着说。

爱心接力桃满园

荆育程今年30岁，2012年毕业后在郑
州一家公司工作。2016年 6月，得知家里
卖桃难，荆育程辞职成立了河南中敏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又给老家桃子注册了“爷孙
俩”商标，接着又将自家桃园扩大到了30
亩，欲通过电商将老家桃子做大做红。

“第一年不行，只销售2000多公斤，之
后销量越来越大。”荆育程说，通过电商，村
上桃子再也不愁销路了。

也是在他帮助下，村里的不少果农学
会了网上销售。

2017年，当选构树庄村党支部书记的
马见发决定在全村发展冬桃种植，构树庄
村冬桃种植面积很快发展到了400多亩。

桃子越种越多，庵子顶名气越来越
大。“特别是 2018 年，因前来购桃的车太
多，把通往庵子顶的路堵得水泄不通。”马
见发说，2019年，在土门办事处的帮助下，
村里拓宽了通往庵子顶的路，又打了深水
井，建设了蓄水池和冷库。

时下的庵子顶组，成熟的桃子挂满枝
头。村民有的忙着采摘，有的忙着装箱，一
派繁忙景象。

“除下成本，现在一亩桃子能卖一万多
元，如果走电商，一公斤桃子能卖16至 20
元。”57岁的荆文中高兴地说，他原来在外
打工，后来回来种桃，收入还不错。

“冬桃已成为我们这里的主导产业，目
前已发展到了3000多亩。”土门办事处有
关人士说。

荆中敏：种桃三十载 果香满山沟

荆中敏（左一）与村党支部书记马见发在查看桃园管理情况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10月 14日上午，郏县堂街镇圈李村阴
山脚下河南宝象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车间里，随着一台大型压榨机的鸣响，清凌
凌的花生油缓缓流淌，散发着醉人的馨
香。在农副产品展销柜上，整齐地摆放着
花生油、菜籽油、艾草系列产品。

“李书记，俺要订100箱花生油！”一名
平顶山的客户在电话中急切地说。

“这几天，俺已经接到10多吨花生油的
订单啦！”圈李村党支部书记李松行笑得合
不拢嘴。

光伏发电照“钱程”

圈李村是省级贫困村，村集体没有经
济收入，全靠镇财政支持。2016年底，平顶
山学院的赵伟杰被派到圈李村任驻村第一
书记。了解村里的现状后，赵伟杰开始着
手帮该村申报河南省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
试点项目。

经考察论证，圈李村决定发展光伏发
电项目，获得了 165万元的创业项目资金
支持。在赵伟杰的指导建议下，该村党支
部书记李松行、村委会主任刘国要带领村
干部对村中一处占地面积达7亩的废弃水
坑进行填埋改造，建成装机总容量达
165.65万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同时，他
们利用该村小学教学楼楼顶实施光伏发
电，使该村光伏发电占地面积达到10亩。

经过装机试运行，圈李村光伏发电项
目在2017年 6月 30日正式与国家电网并
网发电运行。

李松行说，该村的光伏发电项目所发
的电以0.98元/度的价格出售给国家电网，

国家电网公司对其实行半年结算。同时，
安排了李占旗、李永亮、李自绍三名贫困户
做项目管理员，使他们每人每年增收5000
多元。截至去年12月，圈李村光伏发电站
累计发电量达17万度，2020年度预计收益
15万元。

花生深加工再开增收渠道

圈李村是郏县有名的花生种植基地，
为发挥一地理资源优势，2018年9月，李松
行、刘国要在李伟杰的支持下，成立了河南

宝象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利用省派
第一书记专项资金购置了花生去壳机、
色选机、内外加热榨油机、精炼机、离心
滤油器等油料深加工设备，生产花生、菜
籽油。

设备投产后，车间每小时可分拣优质
花生米 5000公斤，压榨花生油 250公斤。
公司生产的宝象山牌纯花生、菜籽油一经
上市，就深受客户好评。公司年加工花生
米达100多吨，实现销售收入46万元，纯利
润10万多元。除去公司利润外，每年给村

集体带来6万元收入。同时，还带动陈桂
荣、李存正等20多个村民就业，使他们每
人每年增收3万多元。今年春，该项目获
得郏县创业创新大赛二等奖。在日前举办
的第二届全市扶贫产品产销对接会上，圈
李村选送的花生油和菜籽油获得最受消费
者欢迎扶贫产品荣誉称号。

今年中秋节前夕，订购花生油和菜籽
油的客户源源不断，现任驻村第一书记甘
泉说：“这些日子，找我订货的电话就没断
过，我这个第一书记快变成推销员啦！”

艾草红牛拓宽致富路

2017年春，圈李村两委会干部在村里
开垦出10亩荒地，种了10亩艾草。艾草每
年收割三茬，以每吨2000元的价格出售给
一家艾草加工厂，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万多
元。同时，该村利用财政专项资金 25 万
元，购买了25头红牛，委托平顶山市瑞宝
红牛有限公司和郏县云前山红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代养，每年为村集体增加2.5万元的
红利收入。

有了村集体经济的支撑，圈李村大力
开展人居环境改善、精神文化食粮送村民、
爱心帮扶贫困户等活动，村里的道路得到
了整修绿化，建起了文化广场、舞台、悠闲
游园，村民的幸福指数大幅提升。今年春
节期间，村干部用集体经济收入为隔离在
家的村民送气、送菜、送面粉、送鸡蛋，确保
了村民生活物品的供应。“要是没有集体经
济，哪会享受到这么好的待遇！”村民李永
亮说。

“圈李村着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为全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了个好头。”堂街镇党
委书记高永伟说。

圈李村：四大产业富乡邻

工人在车间内加工花生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