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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者简介
董必甫，今年39岁，叶县常村镇石门口村人，河南千村堂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被叶县评为“十佳种植大户”“农民工返乡创业之
星”，获叶县第一届创业创新大赛创业组三等奖。

归根者感悟
归雁情深报桑梓。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为

我们农民工创业者提供了更多政策资源、信息资源，免除了我们的后
顾之忧，也更加坚定了我投资家乡、发展产业的信心和决心。今后我
将继续扩大产业优势，努力把家乡中草药做大做强。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
才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
访大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
资智助乡推动鹰城发展。“平顶山
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再加上
乡村振兴的好政策，为我们农村
返乡创业者提供了很好的施展才
华的舞台，我对未来充满了信
心。”1月8日，河南千村堂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必甫说。

“这白芍根将近30厘米长，长
势非常好，现在天气寒冷，最需要
注意的是给根部保暖。”当天上
午，在叶县常村镇孤古岭村的白
芍种植园，董必甫正指导村民进
行冬季管护。

反哺家乡 药材卖到国外

董必甫干过保安、搬运工，一
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中草药
产业，开始在安徽、河北、天津等
地从事中药材收购和加工。当发
现家乡的沙质土壤条件、生态环
境非常适合中药材种植后，他决
定返乡创业，成立河南千村堂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河南千村堂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厂区占地近两万平方

米，集种苗培育，中药材
种植、加工、销售于一
体。公司拥有现代化的
中药材加工生产线，可以
完成中草药水洗、烘干、
切片、打包、打粉、炒制

等，公司注册商标“千村堂”，产品
有艾叶、益母草、天麻、山萸肉、榆
根皮等五十余种。

“我们通过‘公司+村集体+农
户’集体合作种植中药材2800余
亩，每年出产 1500吨以上优质中
药材并远销韩国、新加坡、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家。其中2021年年
产值4000万元左右，为叶县增加
外汇创收 300 多万美元，增加就
业岗位近500个。”董必甫说。

创新产品 产业做大做强

随着中药材市场需求的变
化，董必甫不断调整产品结构，把
发展重点转到艾草产业，生产以
健康调理、膳食滋补、美容养生为
主要方向的养生茶和养生礼品，
仅4个月就实现销售额270多万
元。董必甫依靠自己成功创业的
经历，参加了叶县首届创业创新
大赛，并荣获创新组三等奖。

“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实施的在
外优秀人才‘归根’工程，为我们返
乡创业人员提供了优惠政策和全
方位支持。我将利用家乡的自然
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加快建设符
合药品生产标准的厂房和流水线，
丰富产品结构，继续完善产业链。”
董必甫说，这两年由于疫情原因，
全球范围内对我国中草药的认可
度大大提升，他想趁此机遇进一步
扩大海外市场，把家乡的中草药产
业做大做强，为周边农户提供更
多的就业岗位。

董必甫：

回乡反哺
把药材卖到国外

□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董必甫（左）检查切片榆根皮，这些榆根皮晾晒完成后将远销韩国。

归根者简介
刘自超，今年46岁，叶县水寨乡伍刘村人，叶县友顺农业种植合作社创

始人。他无偿向周边种植户传授红叶石楠等观赏树的扦插育苗、树枝修剪
等技术，被评为河南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叶县致富带头人。

归根者感悟
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今后我将以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优

秀人才“归根”工程为契机，扎根农村，立足种植业，利用自己作为科技特派
员的优势，向周边群众传授更多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依靠科技振兴农村经
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带动更多在外优秀人才返乡创业。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才
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大
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助
乡推动鹰城发展。

“市委组织部实施的‘归根’工
程，为我们农村创业者提供了政策、
信息等支持，让我没了后顾之忧，全
身心发展种植业。作为一名扎根农
村的创业者，我会承担应有的社会
责任，创造更大产值，帮助乡亲们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1 月 8 日上
午，在位于叶县水寨乡伍刘村的叶
县友顺农业种植合作社，创始人刘
自超说。

在这片占地100多亩的土地上，
大片的红叶石楠生机勃勃。“这些苗
都超过40厘米了，已经可以出售。”
刘自超满脸喜悦。

返乡创业 自创育苗技术

刘自超今年46岁，早年间一直
在广州打工，考虑到在外打工不是
长久的事儿，他决定返乡创业，但一
直未找到合适的项目。经搞工程的
哥哥介绍，刘自超接触到红叶石
楠。一开始，他只种了两亩，由于缺
乏种植技术，前几年没有收益。

他先后跑到我省许昌鄢陵、开
封、新乡和江苏常州、湖北等地学习
种植技术、开拓市场，尝到了种植红叶
石楠的甜头，10亩地收入几万元。

“红叶石楠的耐寒性比较强，主
要用于园林绿化，种了不愁卖，市场
供不应求。我们研究出的大棚穴盘

育苗技术能够将周期缩短 2个月，
成本节约 1/3，苗株成活率 90%以
上。”刘自超自豪地说，这个技术他
是“独一家”。使用这一种植技术，
红叶石楠每年能扦插育苗两季，5月
份一次，12月至次年1月一次。

共同致富 带动农户增收

自己富不算富，小康路上都要
富。目前，叶县友顺农业种植合作
社带动13户农户种植红叶石楠，种
植面积已经达到800多亩1000余万
棵，预计能有500万元收入。

伍刘村种植户刘迎年今年 56
岁，以前每天起早贪黑种庄稼，一年
下来收入仅够吃喝，他通过友顺农业
种植合作社加入种植红叶石楠的行
列。“现在我一共种植150亩红叶石
楠，预计每亩地年收入1万元左右。”
刘迎年笑着说，这比以前强太多了。

伍刘村党支部书记刘世超说：
“人才兴才能产业兴，现在农村发展
得很好，希望更多在外优秀人才返
乡创业。”

“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实施的在
外优秀人才‘归根’工程给我们很多
优惠政策和支持，让我更有信心。
作为科技特派员，我将扎根家乡，立
足苗木种植，把自己摸索总结的技
术和经验传授给乡亲们，带
领大家一起走上更加富裕
的道路。”刘自超说，今年他
准备增加金森女贞和豆瓣
黄杨两个绿植品种，带动周
边农户持续增收。

刘自超：

红叶石楠
让日子红红火火

□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刘自超（右）在大棚里指导农户扦插育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