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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前段时间过节卖出去一批，我
这两天正在备货，马上给您发过去。”10月
26日中午 12点半，卫全忠挂了客户的电话
后，继续在酒厂里忙碌，查看原酒、化验度数、
灌瓶装箱……他亲力亲为，忙得不可开交。

“政府和父老乡亲相信我，有政策给政
策，有力出力，帮我建起了酒厂。我不能辜
负了大伙儿这份心意，一定要干出个名
堂。”卫全忠说话掷地有声。

祖传的手艺不能丢

卫全忠今年57岁，祖籍南阳方城，因
修建孤石滩水库，卫全忠小的时候一家迁
居叶县常村镇，在刘东华村扎根。“刚迁来时
我还小，只记得家里人会酿酒，后来就只种
地了，靠天吃饭。”卫全忠说，他们家祖上有
酿酒的历史，父辈们还留下整理成册的酿造
方法，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发扬光大。

“日子总要想办法过下去，那时候两个
孩子还小，我得想办法做点事。”1998年，卫
全忠开始了长达 15 年的外出打工生活。
他来到江苏昆山一家自行车厂做工，从学
徒开始，凭着一股韧劲，熬成了师傅。

2008年，卫全忠在抛光器械时不慎受
伤，左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各被锯断了一
节。“咱农村人出来不怕吃苦，就是要闯出
个名堂来。”2013年，卫全忠的大儿子大学
毕业找到了称心的工作，年届半百的他结
束了在外漂泊的生活，积累了一些资金后，
准备返乡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卫全忠
发现家乡有许多村民种植木瓜，于是就有
了收购木瓜做果酒的打算。2018 年 11月

22日，他注册成立了叶县果君子酒业有限
公司。

“我们祖传的手艺就是制作果酒，这手
艺不能丢。”卫全忠说，刘东华村坐落在歪
头山下，空气清新，山泉叮咚四季不涸，资
源丰饶。他结合祖上的酿酒经验，把数代
流传下来的秘方拿出来钻研，取材当地丰
富的优质木瓜，并糅合现代酿酒工艺，以传
统的液态发酵，酿出了木瓜果酒，公司于去

年10月正式投产。

吸纳贫困户就业

记者走进卫全忠的酒厂车间，一股酒
香扑面而来，穿上白大褂，走过消毒间，来
到了核心生产区，节能型风干机轰轰作
响。厂房有发酵、蒸馏、洗瓶、罐装等车间，
工人们在制酒流水线操作台前忙碌着。

酒厂位于常村镇刘东华村的村级集体

经济标准化厂房，所需原材料为叶县、鲁
山、方城三县出产的木瓜和粮食。这几年，
他号召村民在叶县常村南山和田间地头种
植木瓜树和高粱、玉米等农作物。从种植
到深加工，做成果酒，再销售，拉长了产业
链条，还绿化了荒山，又使当地的百姓增
收。

“我们鼓励大家伙干事创业，只要有一
个人成功了，就能带动一大批人脱贫致
富。”刘东华村村委会主任闫书信说，村民
们听说卫全忠要建酒厂，四处打探，问需不
需要帮助，村两委商量后，将村级集体经济
标准化厂房租给了他，为他解决了场地需
求，村集体也增加了收入。

目前，果君子酒业有限公司吸纳了20
多名农户进厂务工，其中有 8 名是贫困
户。酒厂公示栏上张贴的《贫困户花名册》
清楚地标明了贫困户们的联系方式、工种
和致贫原因，他们每天的收入在 60 元以
上。“我都70多岁了，真没想到在家门口找
到了工作。”72岁的贫困户杨学林从酒厂
建起后就在这里打工，上个月他出勤 15
天，工资是1500元。

“我要感谢扶贫干部们的帮助，没有他
们，我走不到今天。”卫全忠说，梁新林是叶
县市场监管局派驻邻村府君庙村的工作队
队长，当得知他要开公司时，跑前跑后帮忙
办手续。平煤神马八矿派驻府君庙村的第
一书记于迅，帮助他联系客户，前段时间还
把木瓜果酒推到了“扶贫大集”上，一下子
扩大了果酒的知名度，拓展了销售渠道。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卫
全忠说，下一步他将扩大酒厂规模，让更多
的人在家门口就业。

卫全忠：返乡创业酿琼浆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原来养殖全凭经验，自从村里来了
特派员，村民们学会了不少新技术，收入
提高了，养殖户也比以前多了。”舞钢市
铁山办事处中曹村第一书记郭继中口中
说的技术员，是舞钢市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郝红玲。她曾获得河南省动
物防疫先进工作者、舞钢市劳动模范等
荣誉称号。

2017年 7月，她成为平顶山市科技特
派员，到中曹村提供科技服务，进鸡圈、出
羊舍，为养殖户做好动物疫病防控。

进鸡舍羊圈忙“秋防”

10月 22日下午，记者见到郝红玲时，
她正带着防控中心人员和村级防疫员在中
曹村开展重大动物疫病秋季集中免疫工
作，有的背着疫苗冷藏箱，有的拿着注射器
正为畜禽免疫注射。

“郝老师来了，快进屋里坐。”当郝红玲
熟门熟路来到村民连海友家，他的妻子热
情地打招呼。

郝红玲笑着说：“不坐了，最近鸡咋
样？今天我们来注射疫苗。”“没啥事，上次
鸡生病多亏了你，帮我们挽回了损失，这一
只鸡卖四五十块呢。”

原来，今年夏天一个周末的中午，郝红
玲正在家吃饭，忽然接到连海友打来的电
话，称自己家的鸡有十几只生病了，耷拉着
膀子、便血、不吃食还蔫巴。匆匆忙忙吃完
饭，郝红玲顶着烈日赶到了连海友家，顾不
上休息，就去给鸡看病。经过详细诊断，郝
红玲发现鸡患了球虫病，很快药到病除。

“郝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养殖、繁育知

识，送消毒药。我们家原来有30多只鸡，
现在已经有近百只了。要是没有郝老师给
我指导，我们家现在也不敢养这么多只
鸡。”

说话间，防疫人员打开随身携带的冷
藏箱，配完药走到鸡舍边，一人抓着鸡，一
人给鸡注射疫苗。

从连海友家出来，他们又来到贫困户
袁聚材家的羊圈里，给羊注射羊口蹄疫疫
苗，十几只羊近一个小时才注射完。在贫
困户华天恩和郑国辉家的鸡圈和牛棚做完

防疫，郝红玲又把随身携带的消毒液拿出
来，给他们详细讲解了用法和用量，反复叮
嘱他们把消毒液保存好。

遇到村民不在家时，郝红玲会打电
话问问情况，实在赶不回来就约好第二
天再来。郝红玲说：“每年春秋季是动物
疫病的高发季节，为防止重大动物疫情发
生，我们对村里每一家养殖户实施畜禽免
疫，做到不漏户、不漏畜禽、不漏针。同时
将养殖生产技术、动物防病防疫知识告
诉村民。”

为养殖户排忧解难

发展畜牧业，防疫是关键。因为畜禽
养殖风险很大，一旦生病发生疫情，养殖户
可能一夜之间就会损失殆尽。

两年多来，郝红玲通过集中培训、分散
入户培训，为中曹村养殖户详细讲解各种畜
禽疫病的发生、流行情况，提供防治建议，并
把自己主编的养殖书籍印发给养殖户，还对
精准扶贫养殖户进行跟踪服务，为贫困户挽
回经济损失5万余元。

村民段随香说：“郝老师人很随和，没有
一点架子，也不嫌脏累，每周来村里都会到
养殖户家转转看看。我们这些养殖户都有
她的电话，遇到问题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
7月份，我们家的老母猪生病高烧也不吃
食，我给郝老师一打电话，她立刻和同事到
我们家，给病猪会诊、开药方，很快就好了。”

在给动物进行防疫的过程中，需要不停
地进鸡舍、羊圈、牛棚，郝红玲眉头都不带皱
地往里进。郝红玲说：“进牛棚、猪圈、鸡舍
都是家常便饭，最难的是穿着防护服给猪、
牛、羊采血，需要稳准，因为它们感到疼了，
一动针就跑了，还得抓回来重新采，常常浑
身沾染粪尿。所以每采一份血样我们都很
珍惜，拿回实验室编号、离心，一项一项认真
检测分析结果，并及时反馈给养殖户，用科
学数据来指导生产。”去年疫控中心共检测
畜禽血样 6000 余份，平均每月检测血样
500余份，运用实验室数据共排除疫情隐
患13起，为养殖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千
万元。

“看到村民的笑容，再累都值。我希望
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村民多做实事，不辜负
村民对我们的期望。”郝红玲说。

郝红玲：养殖路上的“护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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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红玲在为村民讲解消毒液的用法

卫全忠在车间检查酒水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