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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还没走进郏县渣园乡
林村扶贫油厂大门，便有一股浓郁的
油香扑鼻而来。厂内，电机带动着石
磨悠悠旋转，旁边大铁架上悬着的两
个空心球在油浆锅里上下震荡，时而
滴下几滴油珠子，溅起阵阵油晕。

“这种传统的制作方法，叫‘水代
法’，是将芝麻和沸水按照一定比例倒
入铁锅中进行分解、搅拌、震荡，然后
再沉淀、灌装打包。”林村党支部书记
林志民说，小磨香油加工在他们村由
来已久，繁荣时期几乎全村人以此为
业，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技术革新、竞
争加剧等各种原因，很多从事手工制
作的村民纷纷退出，小磨香油产量大
减。但他觉得，世代传下来的老手艺
不仅不能丢，还要继续依托本地资源
和优势传承下去。

这几年，通过“村集体+农户”“老
技工传帮带”的形式，林村不仅把小磨
香油扶贫油厂开办起来，吸纳贫困户
就业，还带动本村200多名农户发展
芝麻种植。油厂前些年实现的 10万
余元盈利，全部用在了村民入股分红、
村民劳务支出、公共设施维护及公共
事务支出上。

致富“传帮带”

今年 68岁的孙金安曾是村里建

档立卡的五保贫困户，也是一名老手
艺人，对小磨香油加工的所有工序都
了如指掌。“从芝麻选料、淘洗，再到起
油、沉淀等，要经过9道工序。就拿芝
麻翻炒来说，火大了抓锅，味发苦；火
小了出疙瘩，油不香……”孙金安说。

2017年，村里刚开始建设扶贫油
厂时，孙金安和其他贫困户一同被安
排进厂。“按照一天80元的标准，我一
个月能拿2000多元，而且中午、晚上
厂里管饭，不花一分钱。”孙金安说，平
时村里对他十分照顾，通过各项扶贫
政策的落实，他还能收入粮食直补、土
地流转奖补、养老保险金等多项补助
费用。2019年，他成功实现脱贫。

“现在，我既想在厂里长期干，又
怕哪天身体突然支撑不了，耽误事
儿。”眼看年底小磨香油进入产销旺
季，工人忙起来，孙金安有些担心。对
此，林志民宽慰他说：“别想太多，你只
用负责技术指导，做好传帮带，把好质
量关。”

大家齐心干

“就是，重活儿、累活儿交给我
们。”接话的是一位年轻小伙儿，他叫
林兵兵，刚从外地打工回来。

林兵兵说，这两年村里的变化很
大，修路、治理河道，每天还有保洁员
在村里打扫卫生。另外，村里同步发
展起来的红牛养殖、烟叶种植、小磨香

油加工等集体经济，也拓宽了大家增
收的渠道。

36 岁的林兵兵是个能干的小伙
子，早上8点到油厂做工，不怕苦、不
怕累，虚心向老师傅们请教。他说，自
己小的时候，林村生产出来的小磨香
油远近闻名，但现在他这一代人，已经
很少有人会做了。他这次回村就想进
厂多学习技术，这样既能给自己增加

一点家庭收入，又能把老辈人留下的
手艺传承下去。

随着订单的不断增多，林志民表
示，前期他们从本村及周边村落收购
的5000公斤芝麻，已出1000公斤小磨
香油，“但根据固定客户的需求量，这
还远远不够。”接下来，他们将进一步
提高生产能力，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
村民实现增收致富。

郏县林村：加工香油 传承老手艺

林志民（左）和工人一起在油厂查看芝麻淘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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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近期就开始采摘了，刚好赶
上双节，可以卖个好价钱！”12月28日
上午，郏县李口镇寺杨村的温室大棚
里，今年38岁的杨登举看着已经出袋
的香菇高兴地说。

创业受挫不气馁

2005年初，在舞钢经营网吧的杨

登举因生意不好，果断关了网吧，回到
老家李口镇寺杨村办了个养猪场。当
时，他从许昌襄城县一家养猪场购买
了6头母猪，准备繁育仔猪滚动发展
壮大，不料那年冬天发生了一场口蹄
疫，所喂养的母猪全军覆没。2006
年，杨登举筹集资金建起了猪舍，投资
3.8万多元，购买了 50 头优质品种仔
猪。但因再次遭遇病毒性感染，当年
喂养的猪只卖了20头，还了外债后所

剩无几。
面对连续而来的挫折，杨登举没

有气馁。他总结经验教训后，开始刻
苦钻研养猪技术，参加了郏县畜牧局
举办的养猪技能培训班，还在网上学
习养猪的先进经验，学会了给猪打针、
防疫、保健等技能。

2007 年，杨登举从头开始，筹借
了6万元买来母猪进行喂养繁育，当
年实现纯收入5万多元。经过多年的
发展，2017 年，生猪市场行情十分看
好，杨登举的养猪场年出栏量达到了
600多头，纯利润突破百万元。

致富不忘助乡邻

杨登举还种有20亩小麦、玉米和
花生。他把养猪场的猪粪制成有机肥
料，给农作物施肥，实现生态循环种养
结合。

杨登举安排了4名村民在养猪场
务工，除供应食宿外，每月他们还有
2000元工资。另外在杨登举的帮助
下，寺杨村已有4家村民靠养猪走上
了致富路。

2016年，在杨登举的指导帮助下，
村民杨明正购买了两头母猪开始搞养
殖，当年所喂养的母猪就产下20多头
仔猪。经过多年的发展，每年可出栏
生猪40多头。去年，杨明正不仅在市
区买了房，还买了车。“没有登举的热
心帮助，哪有俺家的今天？真是太感
谢他了！”杨明正说。

今年9月，村民赵小飞在杨登举
的帮助下也走上了养猪致富路。他在
庭院养了12头猪，杨登举全程为其提
供技术服务。“在登举的帮助下，我养
的猪长得很壮实，到春节前就能出栏
了！”看着满圈肥壮的猪，赵小飞心里
美得像喝了蜜一样。

建起温室种香菇

今年7月，杨登举和村民赵小飞、
赵战涛、赵广兵共同投资80多万元，
在该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支持下流转
土地 48 亩，首批建起了 18 座温室大
棚，从汝州引回优质香菇品种，栽培了
8棚香菇和10棚羊肚菌。

经过精心管理，目前杨登举等人
栽培的香菇已进入采摘期，正好赶上
双节市场供应。羊肚菌也已长出菌
丝，到明年3月即可上市。

“试种成功后，我准备将温室大棚
规模扩大到 50 个，再承包给其他村
民，我义务提供技术，以带动更多乡亲
共同致富。”杨登举对未来充满希望。

近年来，李口镇党委、政府相继出
台了创业扶持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李口镇党委书记
何鹏飞说：“杨登举通过勤劳创业走上
了致富路，还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是
当代青年人学习的榜样和典范。乡村
振兴就需要有更多像杨登举这样的年
轻人来创业带动，让村民的日子过得
更加美满幸福。”

杨登举：返乡创业 养猪种香菇

杨登举在查看香菇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