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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我的故事

□本报记者 朱碧琼 文/图

我今年51岁，生长在农村，中专毕
业后外出打工，下过煤窑、做过木工、
卖过绢花。2010年至今，我已经跟香
菇种植产业打了10余年交道，每次看
到菌棒上密密匝匝的香菇，我都特别
自豪。靠着自己的努力，我给两个儿
子在鲁山县城买了房，还给自己买了
一辆七座商务车。

回乡种香菇 成立合作社

我在驻马店泌阳做生意时，看别
人种植的香菇供不应求，觉得这是一
个致富好项目。2010年，我回乡考察，
发现村里有人种植香菇，但设备落后、
缺乏技术支撑。我扬长避短，投资50
万元购买先进设备和原材料，在自家
土地上建造大棚，种植袋料香菇5万
袋。

种香菇是技术活儿，很多细节需
要注意，来不得半点马虎。香菇未长
出之前需要什么温度、湿度、光照，长
成什么样子能够采摘，采摘以后咋保
存，我遇到问题就给技术员打电话，有
时候一天要打好几个。那时种出来的
香菇特别小，因为香菇是按照品相、大
小、好坏分级，品相不好就卖不上价，
我很着急。问了技术员才知道，香菇
不能长得太密，要把一些摘掉，菌棒上
稀一点，才可以长大、长好。后来，我
还发现，菌棒注水多了容易烂菇，少了
影响产量，我在家啃资料、上网，慢慢
摸索出一些门道。花菇的价格较高，
我就跑到外地观摩考察，向当地种植
户学习催花技术。就这样，两三年后，
我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变成了大家口
中的半个行家。

因产出的香菇口感好、品相佳，每
到采摘时节，大棚前经常停有外地货
车，将香菇运到湖北等地销售。

2018年，我扩大规模，创建了鲁山
绿普农民专业合作社。其间，镇政府
领导与村党支部书记跑前跑后，给予
了极大支持。在村“两委”的引导下，

采用香菇种植合作社+生产基地+农
户的模式，带动附近70多个种植户，
共种袋料香菇100余万袋，年产值1000
余万元。

致富不忘本 爱心献乡邻

种植香菇成功后，经常有乡亲前
来求教，希望跟着我大干一番。我毫
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技术，还经常入
户指导。我的手机也成了技术热线，
每天响个不停。电话大多是询问如何
控温、注水、通风、消毒等，其中还有干
了好几年的老种植户。就这样，附近
种植大棚香菇的农户多了，有的连续
种了几年就住上了新房，有的还买了
小车。

看着越来越多乡亲的钱包鼓起来
了，我打心眼儿里高兴，特别有成就
感，可转念一想，村里还有贫困户，心
里又很不是滋味。赵占稳一家，上有
多病的母亲，下有读书的子女，生活非
常拮据。我们合作社为他购买材料、
提供设备、指导技术、帮忙销售，他种
植的两万袋香菇年纯收入10万元，当
年就摘下了贫困帽。贫困户时长福，
家中有残疾人，我多次入户动员，给他
投资3万元，帮助他种植袋料香菇 1.5
万袋，当年创产值 15万元，纯收入7.5
万元。像这样在合作社指导下种植香
菇脱贫致富的村民有6户。

此外，合作社给十几名村民提供
了稳定岗位，月工资两三千元。在制
作菌棒、配制菌种和采摘的农忙时节，
合作社还招了很多临时工，让乡亲们
在家门口有了更多的赚钱门路。做人
不能只顾打自家的小算盘，能为乡亲
们做些实事，我心里很踏实。

经过三次扩建，时至今日，合作社
已拥有标准化香菇大棚60多个，今年
又审批下来40多个，如果正常施工，
明年合作社的大棚数量将超过 100
个。接下来，我将继续扩大香菇种植
规模，并建设一个香菇购销出口基地，
打造本地特色产业，为乡邻提供更多
就业岗位和优质的销售平台。

□本报记者 杨岸萌
实习生 汪莎 文/图

八年前工厂停产，工资停发；六年
前和三个朋友合伙创业，开了这家洗
车店……如今店内有职工7人，定点
到店美容的车辆有1000余辆，店内平
均每天洗车三四十辆，生意还算可
以。近几年，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都
走上了正轨，我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借钱带母亲到郑州看病

我1977年出生在驻马店农村，上
有一哥一姐，我是家里的老幺。父亲
当兵出身，上世纪 60 年代来到平顶
山，在当时的平顶山矿务局七矿上班，
母亲是一名小学老师。1988年，我和
姐姐来到平顶山上学，母亲当时没有
过来，父亲和已经上班的哥哥负责照
顾我们俩。

高中毕业后，我就到原平顶山市
耐火材料厂上班，直至2013年厂子停
产，工资停发。也正是那一年，多年操
劳的母亲患了脑梗。在别人印象中，
我父母都有工作，手里肯定存有钱。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我大舅、大舅
母和大伯父先后离世，他们两家七个
孩子后来都是由我父母照顾的，男孩
子娶妻都是我父母帮着张罗，出力出
钱，所以他们手里根本就没有余钱。

我母亲生病，老两口当时只有
4000元钱。为了给母亲找个好医生，
我坚持要带母亲去郑州看病。我们兄
妹就出去借钱，前前后后花了 14 万
元。幸运的是，母亲没有留下后遗症，
身体现在也还可以。

那些年，最多时，家里有十个孩子
需要父母操心。他们的付出也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着我。在我心中，男子汉
大丈夫，要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打
拼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坚持下来一切都在变好

从2013年到2015年，我一直在外
打工，靠着电工、焊工的手艺，辗转在

各个工地，那时候大儿子正上幼儿园，
家里全靠妻子忙活儿。

天天在外跑顾不上家，几个朋友
就提议开个店。三四个人在一起合计
后，决定开个汽车美容店。一开始，我
们把汽车美容服务中心定位为“社区
服务”，四个朋友，凑了40多万元钱，
在佳田·塞纳城小区西门租房开了店。

刚开始，客源少、客户不稳定，开
业前半年几乎都在赔本。为了开拓市
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开业酬宾，大
小车洗车都是19元，总之想方设法，一
步步坚持下来，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2018年，因为经营问题，两个合伙人要
求撤资。一番账算下来，留下了17万
元的“账”——顾客在店内储值，钱没
了，服务还要继续。

一年后，凭借着服务好、口碑好，
生意多了，也把“窟窿”补上了。这两
年，虽然受疫情影响，生意时好时坏，
但是总体而言还是不错的。

勤恳做事踏实做人

从小看着母亲批改作业到深夜，
看着父母毫无怨言地照顾伯父、舅舅
家的孩子，他们的兢兢业业、热心善良
都影响着我。我开店做生意，一直没
有涨过价。到我这里洗车、贴膜、维
修，我会先给他们提建议，一些不必要
的项目，能不做就不做。在做服务的
过程中，使用的洗车产品、各种配件都
是好的。员工入职前都会由店里出钱
到郑州参加培训，业务能力都不赖。

服务质量好，人气就旺。尤其是
近两年，好几家单位都选择到我这里
定点洗车。现在店里有 400 多个客
户，定点过来清洗的车辆有1000余辆。

前段时间，我通过创业担保贷款
贷了一笔款，钱马上就要下来了。这
笔钱将全部投入店内，重新装修车间，
更新设备。

现在我父母身体都还可以，大儿
子马上要小升初，学习成绩挺好；小儿
子上幼儿园；我的生意也走上了正轨，
希望以后会越来越好。

幸福来自种香菇 洗车洗出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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