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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美食
鹰城名吃-四不腻猪蹄3413983●

助听器
耳聋请配助听器13087062226●

老年公寓

●弘福祥老年公寓15937568881

●康乐居老年公寓13937585159

●晚晴老年公寓15516017081

广告热线 : 13183330295 13592179403
地址：市区建设路西段 268号（鹰城广场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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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在微信公
众平台同步刊登
微信公众号：
ycqueqiaohui
相亲报名热线：4940520

分类广告分类广告

回收名烟名酒15617032223●
回 收

健康美容
假发、补发

市联盟路中段（联盟鑫城院内一楼）
电话：13849583359

广告宣传
出租电子屏
广告宣传车 13939965888

专业保安省厅资质 13503413333●
保安物业

五星物业免费试用 13783266331●

龙 山 公 墓
龙门大道 电话：2078631

殡葬服务

绿化苗木假山奇石18803759991●
园林绿化

河南迈景园林17603753837●
景观设计施工

移动业务
●移动宽带办理18317678165

●查漏水精准定位13409389567
漏水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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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阿胶糕和生
态驴肉，您尝尝。”3月6日，在叶晓娜的
肉驴养殖园区，她指着桌子上的驴产品
热情地说。

从一个普通农家女，到今天总资产
3000多万元的企业家，叶晓娜把事业做
得红红火火，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收益。

“原来除了种地啥也干不了，自从
有了养驴场，俺不出家门也能打工赚钱
了。”在养殖场喂驴的两名村民说。

筹资近500万元养驴

叶晓娜家住鲁山县辛集乡程西村，
面对众多行业，单单选择养驴业，对她
来说并非偶然。

程西村有养驴的传统，驴肉更是远
近闻名，加之父亲以前以赶驴车为生，
叶晓娜从小对毛驴有着很深的了解。
逢年过节时，买驴肉的人经常排成队，
这不仅因为驴肉好吃，吃驴肉的好处也
有很多。高中毕业后，叶晓娜萌发了养
驴的想法，但因缺乏资金，养驴成了一
种奢望。

驴和别的动物不同，妊娠期为12个

月，生长还慢。不过驴易饲养、成本低、
疾病少。叶晓娜此前养过鸡，也养过
猪，后来出外打工数年。2007年，手头
宽裕的她决定实现自己的梦想。

一个女人，干起了老农干的活儿，
不少人向其投去了异样的目光。好在
有家人支持，她成了村上第一个养驴大
户——筹资近500万元，创办了一座占
地20多亩、养殖规模400余头肉驴的养
殖园区。

打造毛驴产业文化观光园

为把产业进一步做大，2009年，叶
晓娜成立了宇和顺养殖有限公司，并在
鲁山县城开办了一家“状元驴”养生餐
厅，自产自销。2010年，叶晓娜又成立
了鲁山县宇和顺养殖专业合作社，扩大
了养殖规模，并聘请来有饲养经验的师
傅，加之不断钻研，摸索出了一套科学
的饲养方法，还将三年两胎的孕育率提
高到了六年五胎。

可叶晓娜对此并不满足，“要做就
做大做强”。2015年以来，叶晓娜的公
司又先后注册了“状元驴”“叶氏九天”

“驴大姐”等商标，同时采用“公司+基
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大力扶持示范

户、示范村，引导带动农户走
规模化养殖之路。

叶晓娜办公室墙壁上，一
幅上书“舍得”的书法作品透露
着叶晓娜的性格。“我一直觉
得，吃亏是福，所以宁可不赚
钱，也不赚黑心钱。”她说。

抱着这样的想法，叶晓娜受
到了同行的尊重，也受到了消费
者欢迎，制作的驴产品供不应求。

在叶晓娜办公桌上，放着一
份彩色规划图，这份规划图也是
叶晓娜在心中蕴藏了多年的另一
个梦想，就是打造毛驴产业文化观
光园，依托合作社毛驴养殖优势和
该县丰富的旅游资源，建设集毛驴
养殖、交易、繁育、旅游休闲观光、农
耕文化展示、特色餐饮服务等为一
体的产业文化园区。

“土地目前已经征好，相信很快
就能实现愿望。”叶晓娜说，到时候观
光园内还将设置“毛驴博物馆”“驴拉
磨”等，以此打造“毛驴文化”，吸引游
客前往游玩。说到此，叶晓娜笑了。

▶叶晓娜在养驴场

叶晓娜：逐梦，把小毛驴养成大事业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
信。”3月4日，叶县洪庄杨镇观上村村民
朱蝶的家中，二楼传来阵阵读书声。

今年62岁的朱蝶开设道德大讲堂，
举办传统文化学习班，以建设最美家庭
为切入点，传承孝道文化，弘扬优良家
风，帮助身边不少村民，大家都亲切地称
她为“朱老师”。她曾获得“叶县优秀志
愿者”“感动叶县十大年度人物”“和睦家
庭示范户”等荣誉，今年又获得我市“三
八红旗手”称号。

为村民开设道德讲堂

走进朱蝶家的二楼，虽然面积不大，
却布置得干净典雅。近20位村民坐在
小板凳上，人手一册《弟子规》，跟着朱蝶
齐声诵读。这些学生中有年过花甲的老
人，也有生气勃勃的年轻人。随后朱蝶
用切身经历为大家讲解孝文化，不少人
落下了感动的泪水。

今年83岁的苗福妮感慨地说：“我
听朱老师讲了5年多的传统文化，现在

我不管家里恁多闲事，也不生气了。不
仅身体变好了，家庭也更和谐了。”

以前，苗福妮经常因为家庭琐事跟
家人发脾气，吵架生闷气，后来生了一场
大病。她来道德大讲堂听了几次课后，
开始学会反省自己，渐渐地不仅心态变
平和了，也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好婆婆。
家人看到她的改变，都很惊讶，也跟着她
一起来学习传统文化。

现在一家人在一起很和睦，原来吵
吵闹闹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每天吃
饭时，孩子们争着抢着给苗福妮端饭盛
饭。偶尔遇到家庭问题，她也不像以前
那样张口就吵，而是先反省自己哪里做
得不好。孙子孙女一放假，就去朱蝶家
的道德大讲堂为村民们领读《弟子规》
《论语》。

传承美好家风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以前朱蝶自家
也矛盾不断。2013年，朱蝶在叶县妇联
的引导下接触到了“家庭伦理道德”教
育，学习了《弟子规》《家庭美德》等传统
文化，并参加了多期家庭美德培训班。

从此她开始返观内照，不再对丈夫曹国
收冷言冷语，而是经常对他主动关心、
问候。

在朱蝶的引导下，曹国收也开始
学习传统文化，夫妻俩学会了互相包
容、互相理解，日子越来越幸福。其
后，村里谁家有矛盾了，都过来找朱
蝶帮忙调解，或者请她上门做思想工
作。2013年，朱蝶萌生了开办道德讲
堂的想法，把自家二楼改成学堂，每
月固定时间组织两次授课活动，每
节课两个小时，为大家传授《弟子
规》《道德经》等传统文化知识。

除了在家里弘扬传统文化，朱
蝶和丈夫还走出家门，成为宣传家
庭美德教育志愿者。在叶县县
委、县政府和县妇联的带领下，他
们的足迹从家庭到邻里、从邻里
到乡村、从乡村到县市，并在叶
县、许昌、襄城、周口等地的传统
文化论坛上当义工，参加志愿者
服务活动。

▶朱蝶在领读《弟子规》

朱蝶：传承，为村民开设道德讲堂

姓名：叶晓娜

年龄：45岁

职业：创业者

从业时间：14年

姓名：朱蝶

年龄：62岁

职业：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