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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记者百名记者
走基层走基层

“丹参王，裕州长；品质好，疗效良，上海、武汉药庄

藏。走水路，去留洋……”这首在方城县广为流传的民

谣，字字句句诉说着道地药材“方城裕丹参”的良好功

效和历史美名。依托“裕丹参”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品

牌优势，方城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种植中药材

成了百姓致富增收的“良方”。

仲冬时节，位于方城县杨集镇境内的万亩丹参迎

来收获季，基地里药香浓郁，沁人心脾。几台收获机来

回穿梭，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颜色鲜红的丹参根随之

破土而出，村民们紧随其后忙着捡拾、分拣、装车，一派

繁忙丰收景象。

记者现场看到，眼下，不仅是丹参的收获季，也是

丹参冬季移栽的最佳时机。在基地的另一端，几台起

垄铺膜机正开足马力工作，工人们分成小组抓紧移栽，

整个万亩丹参基地呈现出一派抢收抢种的繁忙场景。

村民崔英一边栽苗一边告诉记者：“这几天开始栽丹参

苗了，俺们 5个人一组，干得快的话，一个人一天能挣

100多元。”

丹参的规模种植，让当地群众成为最大的受益

者。“现在村里发展中药材种植，我经常会来基地务工，

像现在挖丹参，一天 80元，不耽误自家农活，在家门口

就把钱挣了。”务工村民马俊说。

据了解，杨集镇的万亩丹参是方城县中药材龙头

企业——河南芝元堂药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之一。

该公司中药材种植基地技术经理赵志鹏介绍，目前，芝

元堂在全县种植中药材近 3 万亩，其中，种植裕丹参

21000多亩，种植艾草 5000亩。中药材产业带动农户

2000多户，农民每年增收 2万元左右。

方城县野生中药材资源丰富，有 400多种。近年

来，该县充分发挥道地药材的资源优势，采取政府支

持、龙头带动、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将中药材产业与

健康养生、乡村振兴等有机结合，推动全县中药材产业

向标准化、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目前全县已建成中药

材种植繁育基地和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6个，总面积

超过 12万亩，形成了以裕丹参、南阳艾草为主要特色

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新格局。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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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租
新华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路北二楼临

街门面房对外出租，面积约 110 平方

米。交通方便，有意者面谈。

联系电话：13037606565

遗失声明
△素心和缘（河南）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遗失，声

明作废。

△马励钧1996年 6月18日的出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410047839，声明作废。

公 告
原南阳市副食品总公司邹彬、王君、

葛卫琼、孙英波、余玲等人，因社保缴纳

等问题，一直联系不上，现公告通知：请

以上人员于2023年12月28日前，与南

阳市副食品总公司破产留守处联系，逾

期后果自负。

联系电话：13937711258

南阳市副食品总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12月21日

寻亲启事
2023年7月29日6时，接邓州市公

安局110指挥中心指令，在邓州市腰店

镇刘营村西侧发现一名弃婴（男），2岁左

右，无人看护。邓州

市公安局腰店派出

所民警到现场多方

寻找，无人认领，现

登报寻找该弃婴亲

生父母。

联系单位：邓州

市民政局

联 系 电 话 ：

0377-62164650

邓州市民政局
2023年12月20日

“兔子满山跑，依旧归老巢。”这句俗语是打趣在外谋生的人眷恋
故土，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

带着兔子和创业的底气“跳回农门”，90后大学毕业生胡学礼酝
酿了整整8年。

为何如此执着于回乡？12月 17日，记者来到胡学礼所在的邓
州市陶营镇胡营村肉兔养殖基地，寻找答案。

方城：中药材种植成致富“良方”
本报记者 于晓霞 通讯员 王小玲 文/图

栽种丹参

带着兔子带着兔子““跳回农门跳回农门”，”，9090后胡学礼后胡学礼——

““我愿和大伙一起致富我愿和大伙一起致富””
全媒体记者 赵林蔚

“离开家乡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看看这些兔子，多壮实！”记者见到胡学

礼时，他正在指挥将肉兔装车。现代化的兔舍

整齐干净，来自法国的“伊普吕”小兔子活蹦乱

跳，装运小兔的四川牌照车辆整装待发。

胡学礼介绍，目前兔舍里养殖种兔千余

只，每月繁殖一万多只。“当初离开家乡是为了

更好地回来，总惦记着做些能融入农村发展的

事，很庆幸毕业时选对了路。”

2013 年，作为河南工程学院电气自动化

专业的毕业生，胡学礼的第一份工作是肉兔养

殖技术员。8年间，他从技术员、营销经理干

到场长，一直围着肉兔打转，科学喂养、疫病防

治、饲料加工、市场营销……他把整个行当学

了个遍，摸了个透。

“门外汉成了行家里手，该回家乡了！”

2021年，胡学礼与胡营村党支部书记胡小文

进行了一次长谈，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成

立养殖专业合作社，胡学礼投资 100万元，村、

镇协调贷款 30万元。

说干就干！4个标准化养殖棚很快搭建

起来，占地约 5亩。学电气自动化专业的他自

己动手改良，打造智能化兔舍，夏有“空调”，冬

“暖气”。小兔子渴了喝水、粪便处理，都有自

动化传送带“伺候”，还定时喷雾消毒……

2023年，肉兔养殖基地出栏肉兔 4万只，

获利近 200万元。

“让留守老人有事干有钱花”

“‘胡指导’，我们又来学技术啦！”邓州市

刘集镇的郭继山连续两天带着老伴找胡学礼

学养殖。去年冬天，郭继山家里养的 40多只

兔子因为疫病死个精光，听说胡学礼科学养殖

效果好，老两口又燃起希望。

村支书胡小文介绍，胡学礼不仅将新的技

术、新的理念带回乡，还将多种销售渠道带了

回来，每次村里的兔子出笼都有外地的卡车来

收购，连兔子粪便都能远销四川、陕西等地。

在胡学礼“手把手”的指导下，近百名留守

老人参与到“养兔计划”中，户均增收 3000元
左右。村民杜文忠说起胡学礼，竖起大拇指：

“每次向学礼请教，那是有问必答，甚至你没问

到的也都告诉你。”

“养兔不算是力气活，只要注意清洁，定期

护理，打好防疫针、驱虫针，大家都能有事干、

有钱花，不难！”胡学礼给老人们吃下“定心丸”。

“大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裕”

怎样把养兔子的事做得更好？胡学礼说：

“我们准备扩大养殖规模，同时开展肉兔产业

的深加工研究，开发系列兔肉产品，延长产业

链。”

眼下，胡学礼制作的手撕烤兔已经上市，

市场反应良好。在村委会的协调下，胡营村拟

建 10 个养兔大棚，占地约 30 亩，投资 380 万

元。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安置 100余名群众就

业，村集体每年将增加收入 20余万元。项目

正在申报中。

“乡村振兴需

要更多人参与，我

愿 和 大 伙 一 起 致

富！只有家乡建设

好了，大家富了，才

是真正的富裕。”谈

及未来，胡学礼信

心满满。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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