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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者简介：
王啸飞，30岁，河南康龙实业集团总裁。该集团是一家集养殖、种植、

农产品加工销售、农业科普、研学教育等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

归根者感悟：
集团持续向好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在市委组织部人才“归根”工

程的引领下，希望带动更多人就业创业，把健康、生态的理念广泛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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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组织部人
才‘归根’工程提供了良好平台，让
我们年轻人能在各自的领域施展拳
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
人回归这片土地，为家乡发展献计
出力。”4月11日，河南康龙实业集团
总裁王啸飞刚开完会就匆匆赶到宝
丰县肖旗乡韩店村，该集团的众口
生态循环农业科技园就在这里。

子承父业 回乡种田养殖

科技园内有大棚40余座，种植
着黄瓜、番茄、豆角等蔬菜，黄瓜已
经进入结果期，番茄和豆角正在座
苗。科技园西侧是一个生态养殖基
地，依托这个基地，该集团流转了周
边万余亩耕地，打造了共享农业产
业园及万亩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

王啸飞大学毕业时，正是他父
亲创办的河南康龙实业集团蓬勃发
展时期，急需各种人才，他决定回来
帮忙。“父亲白手起家，从种植、养殖
做起，我毕业时，集团下面已经有多
个子公司。”王啸飞说，养殖、种植是
集团的基石，他选择从宝丰康龙众
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做起。

作为新时代青年，王啸飞深知
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为了搞研究，他经常一个人在猪舍
一待就是大半天，测温度、看通风、
学习生猪防疫知识；为了掌握种植
技术，他常驻田间地头，看墒情、做
记录、观察庄稼长势。晴天一身汗，
雨天一身泥，经过摸爬滚打，王啸飞

逐渐成为行家里手。

创新发展推广“康龙模式”

河南康龙实业集团的发展理念
是“生态、循环、绿色”，其打造的“百
亩田千头猪”以地定养、农牧结合、
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康龙模
式”，是以50亩-100亩农田为单位，
建一条饲养1000头生猪育肥生产线
及配套粪污处理设施，粪污就地还
田消纳利用，改良土壤的模式。该
集团有“百亩田千头猪”生产线120
条，年可出栏生猪25万头。“康龙模
式”今年2月入选2021年全国农业
绿色发展典型案例。

此外，该集团累计投入产业扶
贫、乡村振兴资金2.56亿元，有效带
动宝丰县大营镇、石桥镇、商酒务镇
的39个贫困村、2100户贫困人口脱
贫增收。

王啸飞还在科技园对面打造了
青少年研学旅行教育营地。30亩的
大棚里，鸟语花香，多种蔬菜分区种
植。“食物从哪里来？什么是绿色有
机农产品？循环农业是怎样循环
的？在这里大家可以更直观地了解
这些问题。”王啸飞说，营地以生态
循环农业、青少年科普教育和拓展
训练为主题，吸引了不少游客。

如今，王啸飞全面负责集团业
务。他计划筹建宝丰康龙循环农业
研究所、院士工作站，制定以“康龙模
式”为主的粪污资源化应用体系和标
准，同时建设宝丰循环农业科
技馆，普及推广农业新技术、
新品种。“在市委组织部人才

‘归根’工程的引领下，‘康龙
模式’一定能走向全国。”

王啸飞：

生态循环
立起农业新标杆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归根者简介：
许红果，44岁，宝丰县张八桥镇人，平顶山市绿宝蔬菜培育研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宝丰县政协委员。曾获得第二届“宝丰县乡土拔尖人才”称
号、宝丰县首届创业创新大赛创业组二等奖。

归根者感悟：
市委组织部的人才“归根”工程为我们提供了优厚的创业政策，我会

牢牢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大力发展豆制品加工产业，带领乡邻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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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组织
部人才‘归根’工程引领下，我们公
司效益挺不错的，现在每天仅豆芽
的产量就达到100吨，而且供不应
求。”4月13日上午，在宝丰县张八
桥镇山张村张八桥镇豆制品产业
园，平顶山市绿宝蔬菜培育研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许红果说。

返乡创业 开办豆制品厂

许红果的人生经历丰富多
彩。“不上学后就去外地打工了。”
许红果说，她当过一段时间老师，
后来去了漯河市临颍县打工，还与
朋友一起开过洗煤厂，经营过宾
馆。

后来，响应宝丰县政府的号
召，许红果决定返乡创业。“当时听
朋友说豆制品需求量大，技术好
学，而且是民生刚需，就决定开办
豆制品加工厂。”许红果说，她专门
跑到山东等地学习技术，随后注册
了平顶山市绿宝蔬菜培育研发有
限公司，入驻张八桥镇豆制品产业
园。

“我们的豆子是从东北进购
的，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添加剂，
产品供不应求。”许红果说，刚创
业时并不顺利。“虽然学到了技

术，但一开始也糟蹋了不少
豆子。”她说，由于宝丰的气
候、水质与山东并不相同，在
豆芽的培育温度、水量控制等
方面，她走了不少弯路。经过

不断的失败和摸索，她现在已经完
全掌握相关技术。“生产车间应该
恒温在27℃-28℃，豆子发芽需要
6到7天……”

扩大规模 助力乡邻就业

当天上午10点半，豆制品生产
车间里，几名女工戴着一次性帽子
和口罩，身着整齐工装在一条大型
豆芽分装生产线上忙碌。一个大
方舱里盛满 1000斤（1 斤=500 克）
色泽亮丽的鲜豆芽，导入输送链
后，经过漂洗分装到筐子里。车间
外，几名工人将一筐筐清洗过的豆
芽装上冷藏车，准备运往周边地市
的农贸市场。

经过宝丰县政府协调土地，并
与银行牵线搭桥，平顶山市绿宝蔬
菜培育研发有限公司拿到贷款进
行了扩建，为周边村民提供了 60
多个就业岗位。目前，该公司主要
生产豆腐、豆腐皮、豆干、豆芽、素
鸡等豆制品，销往我市各县（市、
区）的大超市和农贸市场，还有漯
河、许昌、南阳等地的农贸市场，年
产值6000余万元。

“现在每天可以生产豆腐1万
斤，豆腐皮 2 万斤，素鸡 5000 斤，
绿豆芽、黄豆芽 100 吨。我们的
产品以安全、绿色为原则，很受欢
迎，市场逐步扩大。”许红果说，

“依托市委组织部人才‘归根’工
程这个好平台，我有信心把绿宝
豆制品品牌做大做强。下一步，
我们将投资建设二期工程，增加
腐竹、热干面、凉皮、散装方便面
等品种，预计未来能增加就业岗
位200多个。”

许红果：

鲜嫩豆芽
“生”出绿色致富路

□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许红果检查当天的豆芽质量王啸飞在科技园查看黄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