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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王长锋

通 讯 员 李怀川 王明明

在南召县云阳镇白行村，有一

位退伍不褪色的优秀退伍军人，他

踏实肯干，曾经辗转于村庄之间打

零工、卖蔬菜；他敢想敢做，硬是在

荒山野岭上创建了农民专业合作

社；他致富不忘乡邻，用赤子之心引

领困难群众脱贫致富；他时刻不忘

战友情，在退伍军人创业联盟和“老

兵驿站”里共叙家国情怀……

他叫靳贵杰，2007年入伍，2009
年退伍。2016年成立南召县豫阳富
民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2017
年成立南召县退伍军人创业联盟，

2018年成立战友之家“老兵驿站”。
几年来，他的事业涉及养殖、种植、

乡村观光游等领域，不仅个人创业

成功，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共同致富，

也 引 领 了 一 批 创 业 成 功 的 退 伍

军人。

从部队回来后，靳贵杰开始了

艰苦的创业历程，走村入户卖过菜，

打过零工。后来，他筹措资金开了

一家老北京布鞋店。两年后，他又

开办了第二家分店，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他被评为脱贫致富带头人，

县人武部也为他颁发了“退伍不褪

色”的锦旗。

2014年底，他突然决定回老家再
次创业。大家都很纳闷。原来，他想

养殖黑山羊和种植花卉苗木，通过发

展生态农业，引领全村人共同致富。

修山路、平整场地、修建养殖场

房、规划建设办公区……他又花了

20多万元首批购买200多只黑山羊，
养殖之路算是正式开始了。

2016年，他成立了南召县豫阳
富民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对

于想搞养殖的贫困户，合作社一律

无偿提供服务，从购羊、养殖、防疫

到销售等进行一条龙帮扶。

“我是真心希望所有贫困户都

能和我一起圆‘脱贫梦’啊！”他无限

感慨地说。

现在，他的专业合作社里雇了

两个贫困户，每人每月工资1500元；
合作社每年还要用很多贫困户和留

守人员，在这里干活每天工钱 100
元；村里的一些贫困户在他的带动

下，养黑山羊、种植花卉苗木等。贫

困户靳付营因为照顾父母，不能外

出打工，在合作社的影响下种植杜

仲、辛夷等中药材，每年创收达两万

多元。

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2016年
成立南召县退伍军人创业联盟，

2018年成立南召县战友之家“老兵
驿站”。在他的引领下，十几个退伍

军人也像他一样走上了创业之路。

他们经常在“老兵驿站”里商讨

创业大计，共谋事业发展。青山绿

水之中，坐在绿色的仿真帐篷之中，

看着墙上的塑胶卡宾枪、钢盔、木质

手榴弹等，喝着军用茶缸中的水，共

叙战友情，畅谈创业史……外面山

青青，水悠悠，清风吹拂鲜红的军

旗，好一副令人壮怀激烈的“军绿

梦”啊！

说起他们的事迹，他深感自豪：

罗振，有机农业的佼佼者，公司的

“东坡嘴”有机蔬菜深受欢迎；程华

勇，流转土地1800亩，创立了锦冠生
态园林……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和靳

贵杰一样，乘着国家支持退伍军人创

业的东风，在南召的青山绿水之间尽

显铁骨柔情的军人情怀。�3

大山深处“军绿梦”

□郭天强

西峡县不仅工业强，农业也

很可观。在种植业方面，这个县

依托强劲的农产品深加工优势，

强力发展“果”、“药”、“菌”，形成

了“百公里香菇长廊”、“百公里猕

猴桃长廊”，使“果”、“药”、“菌”三

大支柱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县的

好项目。

这就是区域化种植的范例。

所谓的区域化种植，是指农

业生产在较大的区间内实行日益

明显的分工，逐步由“千篇一律”、

“万物仅全”、“自给自足”的生产

结构转变为比较集中地生产某些

农产品，从而逐步形成各具特色

的农业种植区域。

区域化种植是个老课题。但

在南阳这个农业大市，这个课题

在很多地方至今没能破解。譬如

说，艾草、花生、红薯、甘蓝、大葱

以及中药材丹参、桔梗等等，在一

些地方种植有基础、有技术、有特

色，但至今很少形成规模化优势，

且缺乏深加工企业的强劲带动，

这些作物的种植，充其量只是区

域化种植的雏形。

区域化种植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避免一哄而上的跟风种植问

题。跟风种植，会导致农产品价

格忽高忽低，甚至大批量滞销。

这一点，笔者在《跟风种植何时

休》一文已有提及。但区域化种

植只有在全国、甚至是超出国界

的范围内实行，才能彻底解决跟

风种植问题。尽管如此，在局部

范围内实施区域化种植仍有很多

优势。

区域化种植有利于农产品的

深加工，有利于打造农产品品牌，

有利于种植技术的提高和先进科

技成果的转化。这些道理人所共

知，恕不赘述。

笔者想说的是，如何推进区

域化种植。谈起区域化种植，一

些人就想到了土地流转、龙头企

业带动、规模化经营等等，而摒除

千家万户的分散种植。其实，在

区域化种植的推进中，一家一户

分散生产的优势不可小觑。目

前，无论是新野县的甘蓝、大葱，

还是宛城区黄台岗镇的土豆、胡

萝卜，以及唐河县桐寨铺镇的西

瓜、红薯生产，这些农产品尽管已

经具有一定公共品牌效应，但其

生产主体仍然是分散的千家万

户。即便在西峡县，“果”、“药”、

“菌”生产已经形成了支柱产业，

区域化种植已经完全实现了，家

庭分散经营仍然占有绝对份额。

何以如此？因为一家一户的

分散经营具有很强的自觉性、灵

活性以及相对的低成本。一家一

户分散经营，减少了土地流转费

用和用工费用，与种植大户相比，

生产成本要低得多。生产成本

低，产品的竞争力就强，抗市场风

险的能力就强。譬如，无论市场

行情如何变化，在黄台岗镇土豆

种植中心区域，土豆的种植面积

从未增减。

由此，笔者是否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推进区域化种植，要以

市场为导向，要以区域资源优势

为依托，农户自觉自愿，政府引导

扶持。

但不管怎样说，在推进区域

化种植中，把经营的自主权交给

农民，政府部门不搞行政干预、强

迫命令和“一刀切”，这才是正

理。�3

“老郭说农事”之五十三

如何推进区域化种植

口述·脱贫

本报讯 （记者秦会娟 王鑫

通讯员李修对 王英）桐柏农商银

行推出“整村授信”项目，大河支

行对大河镇峡山村整村授信。

桐柏农商银行以坚持服务

“三农”，支农支小支微定位，积极

改善金融服务，在农村产业发展、

金融精准扶贫、农民致富增收、小

微企业融资等经济领域和民生领

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以

实实在在的金融服务，支持地方

经济发展。

该行推出“整村授信”项目，

使农商银行、地方政府与农户、工

商户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共建良

好社会信用环境，为“乡村全面振

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全

面实现奠定了金融服务基础。桐

柏农商银行已向授信户颁发授信

额度200万元。�3

桐柏

整村授信落地开花

镇平县老庄镇

采 取“ 合 作 社 +农
户”、“基地+农户”等
办法，发展“秸秆+畜
禽+沼气+果树”等生
态 养 殖 和 循 环 农

业。200余户贫困
群众发展特色种养，

并吸纳40名贫困人
口就业。图为该镇

牧兴生态一体化养

殖扶贫基地散养肉

牛的场景 �3

傅俊珂 摄

本报记者 张松

讲 述 人：田喜连

讲述地点：社旗县李店镇朱

庄村

俺叫田喜连，今年47岁，家中
4口人。因缺少发展项目，又要供
两个孩子上学，导致家庭贫困。

没有扶贫政策之前，由于没有

文化和技术，一家人全指望几亩薄

田过日子，生活很是艰难。俺总是

盼望地里有个好收成，能够给孩子

们交上学费，逢年过节了多买点

肉……

正当俺为如何摆脱困境而发愁

的时候，脱贫攻坚战打响了，各项

政策补助更多倾斜惠及贫困户。俺

听说后打心眼里高兴，这是让穷苦

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帮助

俺们脱贫致富的好消息啊！于是，

俺向村里提出了帮扶申请。

没多久，俺家被识别为贫困

户，驻村工作队也来了。俺家成了

帮扶对象，有了帮扶责任人。帮扶

责任人多次到俺家制订脱贫计划，

给俺讲解怎么增收脱贫。在了解相

关政策后，俺奋力脱贫致富的决心

更大了。

帮扶责任人鼓励俺家建大棚种

蔬菜，俺听了后心里直打鼓。没有

资金、没有技术，也不懂经营，怎

么办？在了解俺家实际困难后，帮

扶责任人给俺家争取了扶贫小额贷

款，还带着俺到蔬菜基地学技术、

学管理，了解大棚的效益。

就这样，俺家甩掉了思想包袱，

并于2016年5月建了占地4亩多的
蔬菜大棚，用来种植西红柿、辣椒、

西瓜等。这当中，帮扶责任人和农

技人员常来俺家指导，俺也不断加

强学习，蔬菜种植之路越来越顺。

辛勤的劳动终于有了好的回

报。去年俺家仅靠蔬菜种植，就增

收两万多元，成了村里的“脱贫致

富光荣户”。小妮从学校毕业后，

在南阳城区找了一份工作，收入还

不错，不用俺担心了。

俺深知，幸福的日子，要靠自

己奋斗。这些成果里既有俺的辛勤

汗水，也有政府部门、帮扶干部对

俺家的鼓励。只要心怀感恩，吃得

了苦、受得了累、不等不靠、敢想

敢干，俺家脱贫致富就一定能实

现。�3

“幸福日子靠自己奋斗”

特约记者 陈新刚 通讯员 张保德

初夏时节，正是方城县赵河镇

陈庄村樱桃采摘旺季。放眼望去，

数百亩樱桃基地人潮涌动，游客

如织。

“过去俺提着篮子，起早贪黑到

县城集镇卖（樱桃），如今扶贫道路修

到樱桃沟，在家门口不动弹，游客就

买走了！”这两天，陈庄村樱桃火红，

人流如织。该村81岁的五保户吴海
增，看着接连不断前来采摘观光的游

客，乐呵呵地说，“镇里在樱桃沟举办

采摘节，人气旺得很，连柴鸡蛋、红薯

干、芝麻叶、花生这些土特产也成了

香饽饽！”

赵河镇樱桃沟位于方城县城西

20公里，乌云山南麓、S331线北侧，
所产樱桃果小皮薄、富含糖分、天然

有机。每年樱桃成熟时节，慕名前

来赏花摘果的游客络绎不绝。晶莹

剔透的红樱桃吸引众多游客徜徉樱

桃林，尽情体验生态采摘游的惬意

和快乐。

赵河镇党委、政府立足陈庄村

樱桃沟区位和生态优势，将生态旅

游扶贫与樱桃沟开发紧密结合，与

美丽乡村建设、田园综合体打造、传

统村落保护、村集体经济项目建设等

融为一体。筹集资金修建了通往樱桃

沟长3.5公里、宽5米的水泥路，建设了
沿途长1公里、面积380亩的瓜果采摘
长廊，打造集石头墙、广场、池塘、廊

亭、路灯于一体的小王庄美丽乡村，修

缮了樱桃沟水库。在樱桃沟北侧建成

集桃、梨、杏、核桃、石榴等为一体的

2000多亩乌云山林果基地，并于去年
成功申报陈庄村为省级传统村落。

该镇还在樱桃沟举办了脱贫攻

坚送戏曲下乡文艺演出，为村民和

游客演唱了《赵河发展谱新篇》、《花

木兰》、《朝阳沟》等精彩的戏曲节

目。悠扬的戏曲在樱桃沟上空久久

回荡，激励和鼓舞着干部群众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铆足劲儿脱贫致

富奔小康。

红红火火的樱桃沟，不仅为陈

庄村聚集了人气、提升了名气、带来

了财气，更重要的是转变了村民们

的发展观念，树立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态绿色理念。该村

35岁的青年王良喜滋滋地告诉记
者：“俺早几年在外面打工，这几年

樱桃沟有名气了，就回来在通往樱

桃沟的路边种植6亩大樱桃，明年就
要大面积挂果了，相信樱桃沟将来

会更加红火！”

“把樱桃沟变成群众脱贫致富

的‘金银沟’。”看着日益红火的樱桃

沟，赵河镇党委书记孔令东欣喜不

已，“我们将进一步发展壮大樱桃沟

林果产业，丰富樱桃品种，建设完善

樱桃沟农家乐、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积极构建‘乌云山——陈庄樱桃

沟——石头寨’三位一体的文化生

态休闲旅游圈，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让樱桃沟产业兴旺、村美民

富、生态宜居宜游。”�3

上图：扶贫道路修进村,陈庄樱
桃就地卖 特约记者 陈新刚 摄

赵河镇陈庄村打造田园综合体

樱桃沟变成“金银沟”

新华社记者 柴海亮 王靖

记者不久前在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宁城县采访发现，由于缺

资金、缺保洁，导致一些乡村遭垃

圾围困，乡村振兴之路亟须解决

垃圾“挡道”难题。

垃圾长时间不清理
挡道熏人污染河水

在富家窝铺村村民倪淑娟家

门前，有个超过400平方米的垃
圾场，死猪、牛粪、塑料袋等各式

垃圾一直堆到村中的主路上，触目

惊心，令人作呕。她说，这里原来

是个坑，七八年前开始，垃圾越堆

越多，从来没人清运，把道占了或

者上面来检查，村民或村里就找来

推土机往里推一推。一到热天，臭

气熏天，苍蝇扑面。她8岁的孙子
袁宇奇对记者说：“在家门口待久

了会头晕恶心，但我好想出去玩。”

记者走访近20个村庄发现，
几乎每个村庄都在遭受垃圾围

困，街道边、沟渠里、田埂旁不时

可见大堆的垃圾，乡村“污颜秽

色”毫无美丽可言，一些村民见到

记者主动大倒苦水。

记者采访了一些村干部，他

们一致反映，无钱清理是垃圾围

村的主因。富家窝铺村村支书王

凤山无奈地说，村里没有集体经

济，外债欠下30多万元，上面有
检查或者严重影响生活了才找人

清理一下。去年全村清理垃圾费

用共 4.5万元，但只付了 1万余
元。大明镇一棵树村村支书马文

廷说，垃圾清理费是目前村里最

大的开支，去年上半年清理了一

次，费用1.3万元，一分也给不了，
“垃圾成了村里最头疼的事”。

地膜“上天入地”
田野“非黑即白”

在宁城，春耕前的广阔田野

基本被地膜所覆盖，白色或黑色

的残破地膜或伏在地上或吊挂

树梢。一些村干部和群众反映，

宁城县近年大力推广覆膜种植，

提高了产量，但也留下了污染。

风一吹哪儿都是，污染环境；埋

到地里难降解，土壤肥力下降；点

燃焚烧，污染空气，甚至引发过

火灾。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种地效

益低、清膜有成本，多数农民对地

膜的危害关注不够，处置不当。

汐子镇丛家窝铺村村民康广军

说，清理地膜不得花钱？另外，清

不清理，清理完怎么无害化处理，

这还事关农民的教育问题，咱农

民哪有这方面的知识啊。

农村垃圾归何处
多措并举除障碍

宁城县的“垃圾围村”现象是

我国不少农村的一个缩影。一

些干部群众和学者建议，各级政

府协力建立乡村垃圾收集处理

长效机制，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切

实扫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垃圾

障碍。

内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韩成福认为，应适度加大对

村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保障

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正常运转，

同时各级政府出资金、出政策扶

助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提升农村

发展内生动力。

内蒙古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副教授尹雪峰说，应加大力度推

广可降解地膜，也可研制可回收

地膜，并研发性价比较高的地膜

回收、清理机械。

马文廷等干部群众建议，政

府出台相关法规，允许村委会向

村民收取适当的垃圾清理费，组

织干部群众开展乡村环境整治活

动。同时，以学生课堂、农民讲堂

为平台，配套奖惩措施，大力推进

农民文明素养提升工程。�3

“垃圾成了村里最头疼的事”
——内蒙古宁城县“垃圾围村”成乡村振兴之困

通讯员 华中强

在西峡县重阳镇街上，有一个

开业不久经营羊肉汤、米线、凉皮

的小吃店，生意不错，也格外醒

目。店主叫李金生，55岁，是该镇
寺沟村的一个贫困户。

“每天收入几十元，既解决了

生计，又能照顾两个孩子上学，感

觉挺满意。”身材矮小、面容清瘦

的李金生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生于1963年的李金生，自幼家
境贫寒。2008年，40多岁才从陕西

商南娶回一个智障媳妇，但好景不

长，2012年媳妇离家出走，至今杳
无音讯，给他留下一个5岁的女儿
和一个 3岁的儿子。生活的艰难，
真的是无以言表。屋漏偏逢连阴

雨，2013年10月，李金生又患上了
严重的十二指肠穿孔，花了4万多
元，才捡回一条命。一段肠子被切

除，肚子上留下7寸长的疤痕，手
术后不能干体力活。面对债台高

筑、一贫如洗的家和一双年幼的儿

女，李金生一度失去了生活的信

心，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和政府的救

助勉强度日。

2017年，重阳镇分包寺沟村的
民政所扶贫干部李敏对李金生的事

非常上心。他感到，李金生虽然身

材矮小，不能干重体力活，但头脑

灵活，会做小生意；加之他的两个

小孩一个9岁、一个12岁，都在上
小学三年级，寺沟村只有学前班和

一年级，要到18里以外的镇中心小
学上学，他这样的家，确实困难重

重。如果能在镇上给他找个合适的营

生，既能解决生活问题，又可照看两

个孩子上学，可谓一举两得。于是，

他千方百计帮李金生张罗起了这个

小吃店。

看着李金生的日子有了起色，

重阳镇党委书记杜晓伟深有感触地

说：“扶贫工作既要解决贫困户生

产生活中的共性问题，更要量体裁

衣，有针对性地考虑其长远发展，

这样才有意义。民生无小事，扶贫

在 路 上 。 李 金 生 的 例 子 可 供 借

鉴。”�3

小吃店托起脱贫梦

乡村采风

新乡贤

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