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看，我们的‘益花1号’在老挝开
始种植了。”12月 14日，位于汝州市丹
阳中路新步行街的河南益人实业有限
公司内，董事长助理周双双拿着手机
让董事长陈耀全看客户发来的照片。

2004年，陈耀全从经营正火的建
筑生意脱身，组建团队投身农业种
植。经过 14年的潜心研究，2018年，

他们培育的花生高产新品种“益花 1
号”不仅通过农业农村部的登记，还被
列入国家花生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
项目。目前，该品种已在全国推广种
植，带动越来越多农户共同走上致富
的道路，陈耀全也荣获了2019年度平
顶山市乡土拔尖人才称号。

转行培育花生新品种
提起转行这件事，今年57岁的陈

耀全说，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学的是农
学，对农业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因此
2004年决定转行培育花生新品种，在
汝州市小屯镇流转土地做试验田。

“我前几十年挣的钱全部投到研
发中了。”陈耀全说，经过反复研究、试
种，2018年3月，公司科技攻关团队终
于培育出了耐旱耐肥性强、适应性广
且表现高产稳产的优质花生品种“益
花1号”。该品种在中水肥地亩产400
公斤左右，高水肥地亩产500公斤左
右，高产示范田亩产可达600公斤以
上，顺利通过农业农村部品种登记，拿
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通行证。

不过，首年推广陈耀全却损失惨
重。当时公司免费为省内部分种植户
提供了价值300万元的种子，由于缺
乏经验，收获时一分钱都没收上来。
第二年，公司改变方式，改“以产定销”
为“以销促产”，按照与种植户签订的
订单组织安排生产，逐步走出一条订
单农业发展新路子，农民增收，公司也
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小花生成“致富豆”
“我已留足了田地，准备明年春播

种‘益花1号’。”小屯镇杨其营村56岁
的种植大户魏电杰高兴地说。

魏电杰之前一直采用平地播种方
法种“白沙果”和“罗汉果”这两个品种

的花生。高产的“益花1号”品种面世
后，技术员告诉他要用起垄和点播的
方式种，花生的行距和株距都要间隔
大点，他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当时看着种子点得很稀，但成熟
的时候随便拔一株，结的果都在 150
个以上，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将信将
疑的魏电杰这次服了，“一亩地以前需
要花生种子40斤，种2万株以上，现在
用15斤种子种7000株左右就够了。”

当年，经河南省种子管理站邀请
的花生专家测定，魏电杰那块种了“益
花 1 号”的花生田，百亩方亩产高达
644.8 公斤，比河南省花生平均亩产
300公斤翻一番还多。

“这样大面积的种植能达到如此
高的产量，全国少见，很有推广价值。”
现场测产的专家、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油料处处长王积军说。

面对这一测产结果，陈耀全并不
意外。他表示，推广“益花 1号”的第
一步，就是说服农民改变传统的种植
思维和种植模式。现在，不少国内知
名专家和种植大户纷纷来汝州考察，

“益花”系列花生种子供不应求。“‘益
花1号’是‘益花’系列的代表品种，我
们将继续加大对这一品种的推广力
度，并扩大繁种基地面积，把花生产业
做大做强，让更多的农户都能种上‘益
花1号’，让花生成为致富‘金豆子’。”

陈耀全：小花生变成“致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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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耀全在查看培育出来的花生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文/图

12月 12日上午，走进叶县任店镇
寺庄东村方圆苗圃杜鹃花繁育基地，
大片顶着米粒般大小花苞的杜鹃映入
眼帘，仿佛春天提前到来一般。

“我们培育的杜鹃花已经适应了
本地气候，叶子常绿，冬天移栽也没问
题。”苗圃主人李建勋笑吟吟地说，“今
年基地已经销售了60多万棵，还有很
多客户没拿到货。我们正加紧育苗，
活儿多得干不完。”

20年执着梦想、20年潜心研究，
经过无数次失败，李建勋和哥哥李建
立终于培育出适应本地气候的杜鹃花
新品种，叩开了一扇致富之门。

种植花卉苗木找到致富门路
“杜鹃花品种近千个，我们在全国

各地考察了 100多种杜鹃花，引进了
将近20个品种。”46岁的李建勋中等
身材，说起花卉种植来滔滔不绝。如
今，他是行内知名的苗木专家。但在
20年前，他对这一行还是一窍不通。

李建勋家在寺庄东村，与同龄人
一样，他告别校园后也曾外出谋生。
成家之后，他开始寻思创业。

1999年，李建勋和李建立发现城
市绿化所用的花卉苗木十分紧俏。俩
人一合计，在自家责任田里种了五六
亩草本花卉。

第一年种植的花卉，亩产收入超过
了2000元。“当时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
农作物亩产收入不过三五百元，我们的
亩产收入翻了几番，高兴得很！”

首战告捷，兄弟俩第二年大胆流

转土地20亩，种起了绿化苗木。

20年潜心钻研育出杜鹃新品
2000年春，李建勋从全国各地购

买了2万棵杜鹃花苗种下，岂料，半个
月不到花苗枯死殆尽，仅余10多棵。

“杜鹃花期长，是非常好的观赏花
卉，很受欢迎。我们得让它在咱们这
儿生根开花。”性格倔强的兄弟俩立志
培育出适应本地气候的杜鹃。

看书学习、请教农林专家，兄弟俩
如饥似渴地学习杜鹃花栽培技术。改
良品种是一项非常细致且辛苦的工
作，他们钻进田地观察、实验，不断地
给杜鹃花人为地制造一些恶劣环境，
以增强杜鹃的适应能力。

“江西、云南、贵州、山东等地，我
们都去考察、学习过。”李建立比弟弟
大三岁，和弟弟一样执着。他吃住在
苗圃，一次次扦插试验，一次次失败，
他从没想过放弃。

2010年8月份，首批上千棵杜鹃花
苗繁育成功，兄弟俩高兴得心花怒放。

最近几年，他们与平顶山学院合
作建设杜鹃繁育推广基地，借助科
研团队，加快繁育推广本地杜鹃新品
种——石岩杜鹃。

2018年，兄弟俩成功繁育了50多
万棵杜鹃，这一品种丰花性好、四季常
绿、生长旺盛、抗逆能力强，很快被抢
购一空。今年，他们已经销售了60多
万棵杜鹃，销售额突破150万元。

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时值隆冬，基地的生产一直没

停，五六名村民正在花卉大棚前移栽

杜鹃花苗。58岁的张敏熟练地把培
养土装到塑料小花盆里，然后栽苗，培
土。“俺在这儿干了差不多10年，离家
近，方便照顾丈夫和孩子。”张敏边忙
边说。

张敏是任店镇寺庄西村人，丈夫
患脑梗后行走不便，她家原是村里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靠着苗圃，俺月月
拿工资，儿子也工作了，现在家里也脱
了贫。”张敏呵呵笑道。

方圆苗圃如今占地 600亩，每天
吸纳周边30到60人务工。“我们优先
照顾贫困村民，帮助他们稳定脱贫。”
李建勋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李建勋
的引领、带动下，一些村民也发展起花
卉苗木种植。平顶山学院化学与环境
工程学院的程世平博士隔段时间就会
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到方圆苗圃开展
研究，帮助李建勋科学管理杜鹃花。

“李建立兄弟俩还通过提供就业岗位
帮扶贫困群众，很不简单！”程世平说。

“今年，俺村流转了100多亩土地
种起了韭菜，发展村集体经济。现在，
我们正在考察草莓种植，准备发展特
色农业，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已是寺庄东村党支部书记的李
建勋有了更大的梦想。

李建勋：杜鹃叩开致富门

李建勋在查看杜鹃花苗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