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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骞 校对 李京晶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1月 2日上午，在郏县冢头镇南三
郎庙村的郏县勇业养猪场，一批生猪被
装车运走。72岁的王景池走进猪舍巡
视了一圈，高兴地说：“今天我们又出栏
了800头生猪。”

“猪倌”带村民共同致富

2004年，王景池投资6000多元，从
新郑购买了3头优质品种猪，当上了养
猪倌。他把猪当宝贝，照顾得无微不
至。一年后，3头母猪都喜添猪宝宝，
他的庭院养殖发展到了存栏猪崽 35
头。次年，他的养殖生猪规模就达到了
80多头。

2006 年，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大
干一场时，一场高热病让不少小猪夭
折。但他没有气馁，在当年底又购进
40头母猪和一头公猪从头开始。一年
后，他的养殖场生猪存栏达200头。

王景池对猪崽特别照顾，不仅建了
单间猪舍，冬天还在猪舍安装光照灯增
加温度，夏天在猪舍安装电风扇，让猪
崽们在凉爽中快乐生长。他把怀孕的
母猪关在单间猪舍开小灶，并安排技术
人员体检。母猪生产时，他为母猪提供
了专用产床，让它们在舒适的环境中迎
接猪宝宝的出生。

2008 年，出栏生猪 260 多头。随
后，他逐年扩大母猪存栏量，到2012年
就发展到母猪90头、公猪4头。为了更
好地发展养殖，他以6000元月工资聘请

了一个技术员，并安排4名村民就业，每
人月工资3000元。他带领技术人员和
工人大干一年，当年出栏生猪1100头，
远销北上广，实现纯收入50多万元。

2015年，王景池将废弃的造纸厂改
造扩建，挂牌成立了郏县勇业养猪场。
他和妻子负责磨饲料，儿子王勇锋负责
购买玉米、药品和生猪销售。他以每月
1万元的高薪从正大牧业聘请了一名技
术人员来做技术指导，工人工资也由起
初的每月 3000 元涨到 6000 元。“景池
对人很热情，很关心工人的冷暖，我在
他这里干活就像在家里一样温暖。”62
岁的村民郭国昌说。

2018年，王景池不仅偿还了150万
元的外债，还在郏县县城买了房，也买
了小轿车。

2019年，生猪行情看好，他一年实
现纯收入180多万元。

2020 年，王景池又建起一栋可容
纳生猪900头的猪舍，生猪存栏总量达
到了3500头，截至目前全年已出栏生
猪3000头，实现纯收入300多万元。

王景池致富的同时，还带动8户村
民养猪，并热心进行技术指导，有啥难
题，他还让自己的技术人员前去帮忙。
如今，每个养殖户每年的收入都在 10
万元以上，真正走上了致富之路。

种养结合效益高

2018年，在养猪的同时，王景池还
承包了60亩土地种植芦笋。他安排了
20多名村民去芦笋基地务工，村民每

天可增收80元。他在养猪场里建了一
个7000多立方米的氧化池，把养猪场
产生的猪粪全部清理入池，经过氧化
后，用粪便干沥机将猪粪做成有机肥培
育芦笋，用氧化池内的水来浇灌，形成
种养结合生态链。

2018年，王景池种植的芦笋亩产达
2000公斤。2019年实现纯收入30多万
元，全年发放工资10万多元。

在王景池的带动下，王帅、王大召

等村民也开始种植芦笋。王帅种植了
20多亩芦笋，在王景池的技术指导下
连年获得丰收，一年增收 10 多万元。

“他致富不忘乡亲，处处想着带领我们
奔小康，真是太感谢他了！”王帅说。

“王景池虽然在 2015 年已经不再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可他初心不改，一
心想着带领村民致富，体现了一名老党
员对民生福祉的责任和担当。”冢头镇
镇长李磊说。

王景池：猪壮笋绿助民富

□本报记者 王会静 文/图

“目前基地正在施肥、耙地，马上就
种植下一批菜心。立体无土栽培车间
马上也要投产了，到时候用工人数肯定
要增加。”

“中，有啥事要协调，你只管打电话。”
1月4日上午9时，平顶山绿瑞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龙泉基地机器声隆
隆，公司总经理张跃杰和产业指导员李
金铭站在地头，谈论着近几天的生产情
况。

绿瑞农业是叶县龙泉乡大湾张村
重点扶贫企业，也是大湾张村集体经济
示范点。龙泉基地种植的广东菜心、芥
蓝及上海青等蔬菜源源不断销往广东
等地，吸纳周边7个村130多人就业，平
时用工60多人，主要是大湾张村村民
及贫困户。

谈及当初说服村民放弃传统种植
模式，走“公司+农户+集体”模式的发展
道路，李金铭坦承不是件容易事，前后
花了半年时间。

贴心服务做产业发展的金牌服务员

今年54岁的李金铭身材高大，头
发浓密卷曲，2004年起任大湾张村村
委会主任，也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是
村里的老干部，也是村里的贫困户产业
发展指导员。大湾张村处于叶县的边
缘地带，澧河和甘江河三面环村，地处

平原却交通不便，除了玉米和小麦等传
统农作物，并无经济作物，1000多口人
452户的村子，仅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一
度达到133户。

2018年，在物流行业打拼了 25年
的张跃杰返乡创业，在家乡注册成立绿
瑞农业公司，发展高效农业，但初创就
要“圈走”村里七成土地。

“有的村民是不舍得，有的村民认
为地一流转出去家里的农机具就废
了。还有村民担心田上建了冷库、仓
库，再收回来无法耕种，甚至有人说公
司大量用化肥农药，农药残留在地里几
十年，以后种啥也长不成。”李金铭说。

“村无产业不富”。为了使县乡重
点引进的这一特色种植产业项目平安
落地，带动村民脱贫增收，进而带动村
民创新创业，给脱贫攻坚注入更多内生
动力，李金铭与村两委成员一家一户做
工作，讲解“公司+农户+集体”发展模式
的优点，给不愿放弃传统种植方式的村
民算经济账。

历经半年努力，张跃杰以每亩800
元的年租金依法流转了大湾张村 320
户村民的860亩土地，基地一期建成。

疫情防控期间，李金铭为在基地务
工的村民、车辆办通行证，给公司冷藏
运输车协调超高车辆上路问题，深夜
带领村两委成员帮助基地排除田间积
水……回顾公司在发展中克服的难题，
张跃杰说：“李书记功不可没。”

因村选业与村民共谋小康之路

为尽快帮助贫困户脱贫、普通农户
致富，李金铭与村两委成员引导农户大
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和肉羊养殖。目前，
村内迷迭香种植面积70亩，村民张石
碾种植吴茱萸30亩。2017年，李金铭
积极申请扶持资金，利用村中林地建设
光伏发电项目，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再
增5万元。

“这几天羊出栏后，能净赚 5000

块。”80多岁的李河清说。李河清父子
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0年 10
月，李金铭说服李河清父子养羊，并为
他们申请了小额扶贫贷款，父子俩购进
36只羊进行育肥。“当初李书记劝我养
羊时，我还不相信，没想到几个月就见
着效益了。”李河清说。

“产业有发展，集体有收入，村民得
实惠，未来一年，我还会做好政策宣传、
技术服务，让村民稳步增收，早日奔小
康。”李金铭说。

李金铭：助推产业发展 共谋小康之路

李金铭（左）和张跃杰在田间交谈

王景池在粉碎玉米作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