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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施歌 校对 马骁

口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1月4日，天气寒冷。鲁山县熊背
乡大年沟村一片桃园内，30岁的闫蒙
蒙正手持剪刀修剪着桃树枝条（上
图）。

放眼望去，四周尽是桃树。“种得
多，必须提前修剪，年前能剪出来最
好。”闫蒙蒙一边整理桃树枝条一边
说。

返乡创业掌管家中桃园

闫蒙蒙家在大年沟村民委员会东

边不远处。或许是生于农村的缘故，
他从小对土地情有独钟。2014年大学
毕业后，闫蒙蒙想回老家农村发展，遭
到父母反对。后来闫蒙蒙到郑州一家
企业工作，虽然风刮不住、雨淋不着，
待遇也不错，但闫蒙蒙却没一点儿激
情，总想自己干些什么。想到家里的
七八十亩桃园因疏于管理荒芜着，觉
得很可惜。况且老家很多人在种植血
桃，他觉得种桃是个很好的致富门路。

2016年，闫蒙蒙说服家人辞掉工
作回到了农村，开始掌管家中桃园。

“现在想想，回来是正确的，因为我们

村上的桃子发展很好。”闫蒙蒙说，乡、
村领导对产业发展特别重视，在政策、
技术上给予扶持和指导，村里还创办
了种植合作社，鼓励村民抱团发展，资
源共享。2017年，大年沟血桃荣获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致使闫蒙蒙
更加坚定了返乡创业的信心。

苦心钻研桃树管理技术

事实上，那时闫蒙蒙对桃树管理
一窍不通。为学到桃树管理技术，闫
蒙蒙不断向村民请教，参加村里组织
的技术培训班，进步很快，不到一年
就掌握了打药、施肥、疏果、修剪等技
巧。

种桃不是件容易事儿，闫蒙蒙也
因此吃了不少苦。“特别是回来第一
年，因不懂技巧，修剪桃树时手上经常
磨出血泡。喷施农药得背喷雾器，俩
肩膀经常勒得红肿。”闫蒙蒙说，尽管
这样，他丝毫没有退缩，咬牙坚持了下
来。后来他见别人购买了油式喷雾器
和电动修剪工具，便跟着改变了传统
劳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

接下来，卖桃又成了难题，因为桃
子产量越来越高，而且整个村上都是
桃树，使闫蒙蒙真正感到了压力。

为解决卖桃难，闫蒙蒙把信誉和
质量放在首位，一边利用网络宣传血
桃，一边对卖出去的每一个桃子严把
质量关，哪怕有一个斑点，都要扔掉或
免费送人，只为守住自家的桃子品牌。

“这方面他做得很好。”熊背乡政
府办公室主任葛小平说，去年桃子成
熟时，天下起了雨，为不影响桃子口
感，闫蒙蒙硬是退掉多个订单，导致一
万多公斤桃子烂在地里。

付出总有回报，闫蒙蒙的做法得
到了不少客户的信任，前往他家购桃
的人络绎不绝。

尝试大棚种植渴望进行深加工

在进入大年沟村路口处，有一座
新建的塑料大棚，大棚内栽种着蟠桃
和血桃。“这是 2018年投资建设的试
验田，预计明年就能挂果。”闫蒙蒙说，
这里几乎全是血桃，所以想尝试种点
其他品种，看消费者是否喜欢，大棚种
植上市早，能提前带来效益。

“他想法不错，也能吃苦，别看年
龄小，是我们村上的种桃大户。”大年
沟村党支部书记王长海说，闫蒙蒙家
的桃园因缺乏管理，眼看要毁了，他硬
把它救了过来，目前发展到了 90 多
亩。也是靠着种桃，闫蒙蒙家去年还
盖了楼房、买了轿车。桃子成熟时，闫
蒙蒙雇佣村民到桃园打工，自己赚钱
的同时还吸收了村上闲散劳力。

“我最大愿望是把桃子进行深加
工，比如制作成桃子罐头、桃干等，因
为桃子一旦成熟后不及时处理容易烂
掉，产量大，销售是个问题。”闫蒙蒙
说，他也希望有识之士能与他合作，发
展共赢。

闫蒙蒙：血桃红火“前景”旺

口本报记者 张骞 文/图

1月4日下午，叶县水寨乡天边徐
村的产业指导员王艳娜，又来到村民
赵庆伟家走访。

赵庆伟家的小院打扫得干干净
净，屋里虽然陈设简单，但整整齐齐。
今年74岁的赵庆伟成家较晚，两个儿
子还在上学，他依然得承担养家的责
任。前些年，他还能在外打工，如今年
纪大了，工作不好找，只好守住家里的
7亩多耕地，在土里刨食。

如何帮助赵庆伟在有限的耕地里
提高收成，创造更多效益，是产业指导
员王艳娜的责任。

“学习+实验”指导农户

王艳娜32岁，2011年毕业于周口
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嫁到天边徐村，
2019年1月成为村里的产业指导员。

产业指导员的职责之一，是在农
业科技专家和普通农户之间建立技术
联络和对接，这正需要王艳娜这样有
知识、有学习能力还有传授能力的年
轻人。

2020 年夏天，在王艳娜的指导
下，赵庆伟种了1亩多花生和6亩多玉
米。花生卖了2600多元，还留了3袋
花生种，玉米卖了7000多元，两下相
加，比往年多挣2000多元，赵庆伟喜
不自胜。

“小王经常来家里，问问有啥事有
啥活，孩子上学有啥困难。我种的花
生，啥时候打农药，她都过来问。”

一个告别学校没几年的年轻姑

娘，如何指导一个老农民种庄稼呢？
王艳娜的方法是：学习+实验。
每月甚至每周，市农科院的专家

和叶县科技局的特派员到村里做产业
指导培训，王艳娜都会准时打卡参加，
学习如何种庄稼，比如，玉米种子如何
拌药、如何剔苗、叶子如何打杈，乃至
如何把握收获时机等，从种到收都是
学问。

王艳娜不会把专家讲授的学问，
纸上谈兵搬给农户。她还向村里的种
植能手学习、与之探讨，在自家的耕地
里做实验，把理论和经验“种”在田里，
看看到底能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实
践成功了，她才会向农户建议。

按“套路”种田，收成更好了

王艳娜的建议让村里的农户李全
生受益良多。

李全生60多岁，身体有病，他和
老伴还要奉养年迈的岳父岳母。李全
生不甘心生活贫困，前几年种植葡萄，
却在失败中丧失信心。2020年春，在
王艳娜的指导下，李全生种了4亩多
春花生。从选种、拌药、播种，到控制
密度、深度，施肥、打药、灌溉，乃至后
期判断花生成熟及干燥储藏等，王艳
娜皆悉心指导。

在过去，李全生种田全靠土经验，
现在有了科学知识做指导，种庄稼也
讲“套路”了，他的4亩多春花生，产量
比往年明显增加。

李全生高兴之余，又把剩下的 1
亩半地种上了秋花生，收获后卖了
2800元，还留了4袋花生种子。李全

生高兴坏了：“小王，来年我要扩大花
生种植规模。我相信有你的指导，我
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继续学习实践，帮农民致富

作为产业指导员，王艳娜还有个
烦恼，如何突破玉米、花生等传统农作
物的限制，种植高收成、高效益的经济
作物？这也是村里新任党支部书记王
怡超的愿望。

王怡超29岁，刚刚当选为天边徐
村党支部书记。1月4日，是他上任的
第一天。

天边徐村有1326口人、2380亩耕
地。王怡超说，村两委已整合420亩

大块田，非常方便大作业生产，但目
前缺知识、缺人才、缺合作，希望争取
资金和技术，帮助他们发展村集体经
济。

王艳娜说，现在掌握的知识还不
够全面，仍需要学习和实践，研究村中
土壤土质，帮助村民找出一条合适的
能发家致富的种植之路。

2020年，天边徐村2000多亩耕地
经过专家检测指导，全部用上生石灰
和有机肥，改善酸碱度，改良土壤。

采访中，王怡超和王艳娜一再表
达了对知识和人才的渴求。在农村的
广阔天地，正需要他们这样有知识、有
目标的年轻人改换天地。

王艳娜：提升自我，帮扶农户

王艳娜（左一）到村民赵庆伟家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