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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采风

黄 土 地 上 写 春 秋
——记镇平县苗圃场副场长曹德俊

上港乡

“两业”帮扶实现全覆盖

□郭天强

《以有解思维看蔬菜滞销》一文

刊出后，总感觉谈得太笼统，很多读

者朋友也有此看法。在此，老郭再

谈点具体想法。

当今，农业生产主体仍然是个

体的分散的农户和小规模种植户，

因信息不对称、信息混乱、信息失

真、信息断链、信息流通不畅等问

题，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他们普

遍为种什么、种多少、卖给谁、怎么

卖而发愁。因而，他们只能凭经验、

凭感觉来决定种什么、种多少，说到

底是跟风种植。这是导致农产品滞

销的根本原因。

农业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解

决农产品滞销提供了可能。依托现

代计算机技术，我们可以收集农产

品的产地、产量、品种、流向、销售等

详细信息，也可以收集到全国范围

内或一个区域内一定时期对某种农

产品的消费量等方面的信息，并在

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农产品

种植指导信息、流通指导信息。

这就是“大数据”的威力。但单

纯依靠大数据，仍然无法解决农产

品滞销问题。因为，农产品生产、销

售、消费信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

种农作物，只有在种子销售到一定

程度时才能弄清哪里在种、种了多

少、产量将会多大等信息；同时，当

众多种植户看到某类农产品种植面

积不够的信息时，更会一窝蜂地种

植，这样还会出现“销售难”的问题。

这就需要用“区域种植”来框

定。区域种植是根据作物的生态要

求和地区生态环境条件，因地制宜

地划分出适宜种植区，并在此区域

内开展的种植活动。譬如说新野县

土地平坦且肥沃，是蔬菜生产的重

要区域；唐河、白河、湍河之间的平

原地带是小麦、玉米等粮食种植区

域；唐河、白河、湍河两岸的肥沃沙

土地也适合蔬菜种植；而在南阳盆

地周边的浅山丘陵区域则是小杂

粮、果树的适生区域。政府可以在

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区域

进行规划，确定某些作物的种植区

域。当然，仅在南阳市范围内搞区

域种植规划显然不够，这需要在全

国范围内搞规划。

种植区域规划好了，却无法做

到不让其他区域种植此类农作物。

怎么办？就用“定点补贴”来调节。

国家只在已定区域内对有种植经验

和种植能力的种植户根据其实际种

植面积给予种植补贴，一旦遇到农

产品滞销，这些种植户靠农业补贴

能够承受住价格冲击，即便产品被

销毁了也不会赔多少钱；而在非划

定区域内，那些缺乏财政补贴的自

由种植户将会损失惨重，一次次的

赔钱后，他们将不得不按照自己的

种植区域规划搞生产经营。

这就是以“大数据”+“区域种
植”+“定点补贴”来解决农产品滞销
问题的基本设想。�3

“老郭说农事”之七十八

以大数据破解农产品滞销

村镇短讯

本报讯 （记者张松）新野县上

港乡把产业帮扶、转移就业作为脱

贫攻坚的主要抓手，通过培育特色

化产业、鼓励灵活就业等多渠道开

展帮扶工作，形成贫困户稳定增收

的长效机制，确保脱贫质量。

产业兴旺是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的根本。上港乡有贫困户 552户
1073人，为抓好产业扶持，助力脱贫
增收，该乡流转土地120亩，由南阳
鑫晶生态农业公司集中托管，合作

建设扶贫基地，发展有机葡萄、有机

蔬菜等。扶贫基地通过培育产业、

吸纳就业、带动增收三种方式，带动

124户贫困户每年增收不低于1000
元,并吸纳20余名贫困群众就业。

就业一人，脱贫一户。该乡加

大培训力度，让贫困群众掌握一技

之长，增加致富的本领，培养“我会

脱贫”的能力。针对部分贫困户文

化水平低、缺乏致富技能的问题，

结合县妇联、农业局和社保局等单

位，对贫困户进行农作物种植、畜

禽养殖、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实

现了由“物质扶贫”向“脑袋扶贫”

的转变。累累累3

特约记者 刘理政 通讯员 张一鸣

34年，他吃住在苗圃场，结婚在
苗圃场，小孩出生在苗圃场。

34年，他与苗木为伴，顶烈日冒
酷暑，防火灾抗洪涝，扎根田间起早

贪黑默默无闻。

34年，他自学嫁接扦插技术，精
心培育定植各类玉兰、红叶石楠等

苗木数千万株，实现了育苗技术创

新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他就是镇平县苗圃场副场长曹

德俊。

34年来，他从一位普通的苗圃
工逐步成长为苗圃行业里的“专家

能手”，苗圃场如今已发展成为国家

级木兰良种基地，连续多年承担省

级良种育苗项目。

1984年春天，22岁的曹德俊成
为县苗圃场一名技术工人。当时的

苗圃场林木稀疏、瓦稀屋漏，位于镇

平县城西南50多公里处的张林镇。
曹德俊自报到的第一天，便带

着衣被把家安在了苗圃场。结婚

时，婚房就设在苗圃场。小儿子出

生时，苗圃场距离镇医院偏远，再加

上小孩早产，他硬是在简陋的工房

里自己接生。一年四季，曹德俊一

边照看孩子，一边下田犁地、挖沟、

培土扦插、泡种播种、嫁接……像养

育孩子一样精心管护着一苗一木。

春天来了，沃厚的土地上长出了嫩

绿嫩绿的树苗。移植出去，培育成

大苗小树，出圃送到造林绿化的各

个地方。这些都成了曹德俊一年中

最幸福的事情。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个体苗
圃业兴起，苗圃场一时间连工人工

资都发不下来。在此情况下，苗圃

场工人纷纷撂挑子，放下工具外出

挣钱。最艰难的时候，苗圃场仅剩

下曹德俊等3个员工。每逢夏季，
一遇到紧邻苗圃场的黄土河河水暴

涨，他便披上雨衣携着手电筒四处

排查险情。干燥季节，他走遍苗圃

场每个角落，排查火情严防火灾。

数十年如一日，曹德俊与苗圃场一

道同呼吸共命运不离不弃。

在张林镇的26年里，曹德俊的
憨厚老实、勤奋刻苦，被大伙亲切地

称为不讲代价的“老黄牛”。多年来，

经他手培育的苗子上千万株，除满足

全县造林绿化外，还销售到四川、湖

北、陕西、河北、北京等多个省市。

如今，镇平县苗圃场在圃苗木

作物资产高达1760万元，收集定植
各类木兰1.7万余株，年繁育红(黄、
紫、二乔)玉兰、深山含笑、乐昌含
笑、辛夷及其他造林绿化树种18.75
万株，良种穗条60万条，良种种子
0.36万公斤，并成功申报国家级木
兰良种基地，2012年至2015年连续
三年承担国家林木良种苗木育苗任

务等。

2010年6月，镇平县苗圃场响
应“中线工程”搬到距县城5公里的
杨营镇。面对更加激烈的苗木行业

竞争，曹德俊瞄准市场需求，从苗木

培育技术上求突破，苗木花卉创新

上求发展。

曹德俊打破了南阳地区在夏季

无法育活的神话。他实践总结，红

叶石楠在六月份搭棚扦插，温度控

制在16℃至28℃之间。遮阳通风及
棚内温度一天不少于观察 3至 5
次。45天后，红叶石楠发芽，棚内要

保持20℃左右的恒温，避免嫩芽晒
死。2011年，苗圃场一次性育苗10
亩，成活率达95%以上，填补了南阳
地区夏季扦插红叶石楠成活率低的

空白。苗圃场红叶石楠种植成本降

低一半，亩产5万多元，慕名学习技
术和采购苗木者络绎不绝。

同时，曹德俊凭着一股钻劲和

长期的积累，熟练掌握了一套行之

有效的地膜覆盖育苗技术、超短截

插穗、药物处理插穗、灌水扦插和种

子直播技术等。在木兰基地建设

中，他探索出木兰主要抓好灌溉、中

耕除草、追肥、修剪抹芽、嫁接、病虫

害防治“六关”等关键技术，所繁育

的红、黄、白、紫、二乔玉兰和深山含

笑、乐昌含笑等品种，当年嫁接苗最

高长势达3米左右，粗度达2.5厘米，
出圃率达到90%以上，价格比市场价
高30%左右，苗圃创收逐年增加。

在曹德俊身上，满带黄土地的

厚重劲，老黄牛般的韧劲，愚公移山

持之以恒的干劲，感染并带动着每

一位农林人。累累累3

细心修剪 特约记者 张卡申 摄

□郭俊

单位举办“我与改革开放 40
周年”征文活动，自己刚好也有写

点东西的冲动，提起笔，发现原来

一手好字差点被电脑废了。很久

没用笔来写东西了，电脑、互联网、

手机这些现代化信息工具及技术

的普及，应该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来最明显的变化之一了。调整思

绪，时光倒转，穿过时空隧道，尘封

已久的记忆片断又浮现眼前。

1978年，听父母说那时物质生
活是极度匮乏的，农村也很落后贫

穷。但是，接下来的几年，分田到

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父母忙里忙

外，干完农活就做些馒头、红糖包

子挑到其他村去卖，换些米、钱回

来，生活渐渐有所改善，1982年盖
了新瓦房。那年，弟弟出生了，家

里的笑声也多了起来。还依稀记

得奶奶曾经对我说过，几个兄弟姐

妹中，带我最累最辛苦，哭得最多，

十个月断奶，没有什么营养，有时

候整晚上哭个不停，现在想想，估

计是饿的。

2003年，经过十几年的寒窗
苦读，我已经坐在宽敞明亮的大

学教室里，攻读硕士学位，每个

月有 200多元的生活补贴，不用
花家里的钱了。父亲把大学期间

给我汇款的收据全部收藏起来，

有次暑假在家时，我把它们加了

加，总共不到一万元。2005年我

弟上大学了，一年下来的各种费

用就一万元了。靠着种田、做点

小生意的多年积蓄，父母不仅供

我们兄妹几人念完了大学，还盖

起了一幢三层的楼房，算是“奢

侈”消费了一把。

2018年，不知不觉，我已经在
桐柏县农业局工作了十个年头。

这十年来，我和单位共同成长，一

起进步。改革、创新，让农业部门

充满生机和活力，严格规范使单

位的发展后劲十足。单位如此，

国家更是如此。当我坐在电视机

旁观看北京奥运赛场比赛时，听

着“中国，加油”的呐喊声响彻

云霄，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今日之祖国，已经不是40年前的

中国了，贫穷落后已成为过去，

繁荣昌盛的现代化中国正用它的

似火热情款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们，用它的非凡成就吸引着全

球的目光。51枚金牌，100枚奖
牌，多项世界纪录被打破，数字

的背后是国力的强大、人民的幸

福。

1978年到 2018年，短短 40
年，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

滴，弹指一挥间。然而，这是中

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人民过上
幸福生活的40年，是国家走向繁
荣的40年，在历史画卷上绘出了
不朽的华彩篇章！累累累3
（作者单位：桐柏县农业技术

推广站）

在改革开放春风里成长

□刘铜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家乡人民凭着一股逢山

开路、遇水搭桥的闯劲，凭着一股

滴水穿石的韧劲，农业农村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1978年）依稀记
得，那时是人民公社，我家住在宛

城区瓦店公社瓦南大队18队，是
蔬菜队，我家上有爷奶、爹妈、大

哥、大嫂、大姐、二姐、二哥，下有三

个侄子。全家努力挣工分，可还是

吃红薯、玉米糁、红薯面馍、玉米饼

长大，只有来客或过春节时才有白

面馍。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每到晚

上街上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

做饭烧的是地锅，拾树叶、树枝，甚

至草当燃料，有时燃料湿，厨房冒

大烟，呛得喘不过气来。住的是土

墙瓦房，路是土路，一下雨，深一

脚、浅一脚，泥泞不堪。出行一般

都是步行，自行车都很少，更别说

汽车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中国农村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改革，分田到户，大大提高了

生产力。与此同时，我们和大哥也

分了家。高考恢复招生，让大批学

子考学有望。大哥大姐参加民师

考试后依次转正。

为了把地种好，大人们起早摸

黑，我们这些小孩、小学生也干些

力所能及的拔草、摘菜、割麦、锄

草、点玉米、拉耧播种等农活，提高

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困扰农村多年

的温饱问题。我家在大哥的带动

下，种西瓜、草莓等经济作物，家庭

很快富裕起来。

1991年我到南阳农校农业专
业学习二年，1993年 7月顺利毕
业。1994年到卧龙区种子公司上
班，从事种子销售。

1998年我又买了一部手机，
1999年我在单位集了一套单元房，
二哥在家开了农资店，2000年我结
婚成家。2004年买了一辆面包
车。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

幸福生活。

2009年，老家门前的瓦英公路
贯通。2014年二哥在瓦店买了二

层临街商铺，2015年买了车。在物
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精神文明也

在发展，瓦店镇建起了文化广场、

垃圾转运站，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等。村民闲暇时跑步、跳舞、打球、

下棋有了好去处，娱乐身心，其乐

融融，令人流连忘返。

我们回首过去，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忠诚干净担当。感谢党恩

情，热爱祖国。中国兴盛，我的责

任。中国好，世界好。累累累3
（作者单位：卧龙区种子技术

服务站）

物质和精神都富裕起来

通讯员 丁国法

当笔者看到唐河县苍台镇高彭

村35岁的贫困户刘静时，她正站
在她的小吃摊前叫卖油炸鸡腿、

烤鸡翅。走近她，趁她生意空闲

时，和她攀谈起来，言谈之中，

了解到她一度曾被评为“出彩中

原”、“十佳”孝星、“女强人”荣

誉称号。2016被评为贫困户后，
她下定决心，早日摆脱贫穷。

十年前，丈夫因染上毒品，

被判监禁。太突然了，刘静一头

雾水，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惨

况，当时她才 24岁，想抛家离
子。经过几天几夜的沉思，她很

快冷静下来，大人不能过了，可

俩孩子今后怎么生活呢?想想年迈
的父母，还有可怜的公公婆婆，

自己的不幸又能算什么?她硬是平

静地回到困苦的家中，去迎接艰

难险阻的挑战。当时刘静没有逃

避而是选择坚强面对，为了整个

家，一向不服输的刘静每天起早贪

黑没日没夜地干活，就是要让村里

人看一看，一个女人也能支撑一个

家。犁地、播种、收获……全家 20
亩土地，柔弱的刘静没有让它荒

废；儿子上学穿的都是旧衣服，她

把每件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让儿

子体体面面去学校；虽然每天累得

腰酸背痛，但她仍会把家里收拾得

干干净净。

“人穷志不穷。丈夫不在身

边，我绝不能让这个家散了。”刘

静说，这十年里，她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累，只有她自己清楚，从

没有向别人说过，不想用这些事情

来赢得别人的同情。“这些年，刘

静从没向村里提一点要求，从没要

求村里帮她做点什么。”村党支部

书记高新增说，刘静凭借吃苦耐劳

的精神支撑着一个家，令人敬佩。

都 说 家 长 是 孩 子 最 好 的 榜

样，这句话在刘静家体现得淋漓

尽致。

这些年，为了让两个儿子能

安心读书，刘静除了忙地里的农

活，每年还抽空到镇上超市打工

挣些零花钱，来弥补家里生活之

需。刘静吃苦耐劳、不向命运低

头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里

的两个孩子。他们都以母亲为榜

样，省吃俭用，刻苦学习，用优

异的成绩回报母亲。这让刘静感

到十分欣慰。

2016年，考虑到刘静家的实
际困难，村里把她认定为贫困

户，这既让她高兴又有些难为情。

“成了贫困户后，孩子在学校

读书都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能

为我减轻不少压力。但我有手有

脚，当贫困户脸上无光，所以一

定要尽快摘掉贫困户的帽子。”刘

静说。刘静不仅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这一两年，她更忙

了，除了继续种好家里 20亩土
地，还利用空闲时间在街上摆摊

卖烧烤增收。

刘 静 一 边 干 活 一 边 对 笔 者

说，今春她在帮扶人侯中华帮助

下，从镇信用社贷款两万余元买

了一台四轮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

械，今后的日子更有盼头了。累累累3

今后的日子更有盼头

脱贫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王玲玲）“个人

卫生要做到勤洗脸、勤刷牙，勤洗头

洗澡，勤换衣;不要在人面前剔牙
齿、掏鼻孔、挖耳屎、修指甲等;声音
大小要适宜，要养成使用敬语的习

惯，如“请”、“谢谢”、“对不起”、“你

好”、“您”……

冬日的一天，笔者刚走到西峡

县石界河镇烟镇村，就被从远处传

来真挚而又朴实的声音吸引了过

去。

驻村第一书记武宙正在烟镇村

“扶贫夜校”上为贫困户讲授文明基

本礼仪知识，帮助贫困户解决“精神

贫困”及“知识贫困”问题。

看到大家都收获满满时，武宙

的脸上露出了微笑。石界河镇将文

明礼仪、健康卫生知识等内容作为

“扶贫夜校”的重要课程，让贫困户

在家门口接受文明洗礼，感悟道德

力量，扭转贫困户“等靠要”思想。

据悉，该镇9个村的“扶贫夜校”
相继完成了挂牌及开班授课工作，共

培训贫困群众200余人次。累累累3

石界河镇

贫困户乐享“精神食粮”

宛城区红泥湾镇红泥湾村李贞许，种植的50多亩丝棉木树苗长势良
好。丝棉木是适宜我国北方和中部地区的绿化树种，具有耐旱耐寒发芽早

落叶晚能开花等特点，适宜道路、广场、河边等绿化栽种 累累累3
特约记者 许学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