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责编 辜希静辜希静 ■■校对校对 张梦镯张梦镯 ■■组版组版 郭英郭英20232023年年88月月1111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0404 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创业故事

“ 牛 肉 营 养 价 值 高 、脂 肪 含 量
低、市场销路好，与养殖鸡、鸭相比，
养牛的饲料成本低、利润高、风险
小。牛粪经过处理后，用到茶叶基
地里，这也算是循环经济吧。”8 月 3
日，商南县过风楼镇双垣村祥垣景
明牲畜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良
堂笑着说。

盛夏时节，走进双垣村祥垣景
明牲畜养殖专业合作社，只见合作
社负责人范良堂将草料投放在一个
个标准的牛栏外，一头头牛探出脑
袋悠闲地吃饲料。

范良堂说：“每天早上 5 点多起
床铡草配料，7 点之前要喂完牛，然
后把它们赶到牛棚后面山坡的平地
上，让它们自由活动。这时，我们就
开始清理牛棚，保证牛棚干净，以减
少肉牛生病风险。”

几年前，当过兵的范良堂退役后
一直在南方务工，积攒了一定资金
后，经过多方考察，他发现养牛行情
不错，便和朋友合伙在咸阳建起了养
牛场。随着规模不断扩大，范良堂萌

发了回家发展养殖业的想法。由于
双垣村交通便利、山清水秀，加之得
天独厚的气温、水源等条件，非常适
合养牛。2022 年 9 月，他从咸阳运回
100多头母牛，开始从事养殖业。

开始养殖的道路并不顺畅。运
回来的母牛，因为“水土不服”，不但
不长膘，还上吐下泻，这可急坏了范
良堂夫妇。为了尽快解决难题，他
们按照兽医开出的处方拌料、打针、
观察情况。他们还先后多次去咸阳
肉牛养殖基地请教，并带回几袋泥
土，用水和一下喂牛，让这些母牛很
快适应了双垣村的水土。

提起养牛，范良堂有辛酸也有
开心。“养牛是个精细活，每个环节
都不能疏忽，尤其是冬天母牛下犊
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因为温差特别
大，稍不注意，就会有损失。所以，
我特意建有‘预产房’。去年冬天的
一天晚上，母牛下犊，我整夜守在牛
棚里，生怕有闪失。看着牛犊顺利
出生，之后健健康康地成长，感觉一

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范良堂说。
目前，该合作社养殖的优质肉牛

存栏量 120 多头，主要以母牛为主，
属于自繁自养稳定扩大种群模式。
通过科学管理，预计到今年底，合作
社存栏量将达 200 头。合作社以优
良的品种、合理的价格、良好的信誉，
已经与一公司达成协议，作为其优质
牛肉供应商。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借犊还
牛’，将小牛借给身边的村民养殖，
等牛长大后，我再出高价从村民手
里把牛买回来，以自己的绵薄之力
降低村民的养殖成本，使村民既没
有养殖风险，还能从中获得利益。
同时，我也准备扩大养殖规模，引
进一批公牛养殖，从而打造公牛出
售、母牛繁殖的循环经济体系，带
动更多村民参与发展养殖产业，让
村民生活都‘牛’起来，在振兴路上
奔起来。”谈到未来的规划时，范良
堂说。

今年 7 月，地处黄河岸边一位种红
薯的陕北汉子获得了全国农业农村劳
动模范荣誉称号，他就是延长火焰山红
薯辣椒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冯毅。

冯毅曾经是一名门窗加工工人，一
干就是十几年。后来，他成立了一家门
窗加工公司，生活越来越好，但他始终
有一件心事。“这些年的经历让我体会
到生活的不容易，看着村里人在外打
工，每年回不了几次家，也挣不了多少
钱，我就觉得自己不能安于现状，一定
要回家创业，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2010 年，冯毅回到延长县罗子山镇下鲁
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路。

创业需要找准项目。每天晚上，趁
乡亲们收工回家，冯毅就拿上记事本，
挨家挨户地走访，了解每户的家庭状
况、生活来源和今后打算。通过走访，
冯 毅 了 解 到 几 乎 家 家 户 户 都 种 植 红
薯。家乡红薯味道特别，这得益于当地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村民种的红薯
都是老品种，黑垆土更适合这种红薯生
长，当地红薯口感就是独特。”冯毅说。
就这样，以种植红薯为主的合作社成立
了，刚开始基地成立在火焰山村。同
年，村上还举办了首届红薯辣椒民俗文
化节。

2014 年，因地理条件原因，冯毅在下
鲁村建立了新的红薯种植基地。冯毅

始终没有闲下来，一直奔赴山东、河北、
郑州、上海等地学习考察，取长补短，研
究红薯种植技术，寻找市场销路。结合
当地农民生产习惯，合作社研发出了两
项专利，分别是红薯苗种植一体装置和
简易挖红薯装置，包装、打造“火李湾”
品牌，通过网店和实体店进行线上线下
销售。如今，合作社已经发展成为集生
产、贮藏、包装、运销于一体的专业合
作社。

据了解，延长火焰山红薯辣椒农民
专业合作社依托“合作社+农户”模式，为
农户提供优质红薯苗，实行种植管理到
户，不断打造、包装品牌“火李湾”，在生
产、包装、价格、销售等环节实行统一，极
大地提高合作社、社员以及农户抵御灾
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经济收入得到有
效保障。同时，在世界银行项目的支持
下，红薯产业链已经基本形成，种植、储
存、销售、包装、运输等环节衔接有序。
合作社建设完成 6 座育苗大棚和 1 座储
存库，红薯种植需要的各类农机具也在
项目支持下不断完善。合作社繁育的红
薯苗不仅能满足周边种植户用苗需求，
还开辟了对外销售渠道，让火焰山“火李
湾”红薯走出去。

2021 年，火焰山红薯辣椒专业合作
社还建成了红薯冷藏库，红薯产业规模
发展势头强劲，种植面积达 1400 余亩，

产 品 受 到 广 大 消 费
者 的 喜 爱 。 而 在 合
作社的带动下，全县
各 个 乡 镇 依 托 自 身
产业布局，也发展起
了红薯产业，可以说
红 薯 产 业 已 成 为 当
地 群 众 增 收 的 一 条
重要途径。

冯毅与社员共同
努 力 ，锐 意 进 取 ，敢
于 拼 搏 ，如 今 ，合 作
社 红 薯 的 年 销 量 在
1000 余吨，每户社员
通过红薯年收入 1 万
元 左 右 。 农 户 们 乐
了 ，冯 毅 的 信 心 更
足了。

8 月 7 日，在大荔县两宜
镇周家寨村村委会，“90 后”村
党支部书记周天娇正在忙着
村里的事务。在周家寨村，田
间地头处处都能看见她忙碌
的身影。自从当选为村支书，
周天娇就俯下身子，致力于带
领村民增收致富。

1992 年出生的周天娇，原
本 是 有 在 大 城 市 工 作 的 机
会。2013 年毕业时，周天娇成
功应聘于厦门一家航空公司，
即将在城市开启新生活。然
而，父亲一个电话召唤，让她
陷 入 纠 结 ：是 回 家 离 父 母 近
些 ，还 是 在 大 城 市 工 作 ？ 最
终，周天娇选择回家乡。

2018 年，周天娇竞选周家
寨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全县当
年 最 年 轻 的 女 大 学 生 村 干
部。“起初，我没有任何基层工
作经验，和群众打交道很难。
但 遇 到 问 题 ，我 会 努 力 去 解
决。”周天娇说，“怀着真诚的
心，把群众的事情当自己家里
的事情，大小事情都努力，力
求一个好结果。此外，村上好
多老党员和群众是看着我长
大的，他们对我很关照。渐渐
地，大家开始接受我这样一个
女娃做村里的‘当家人’。”

为了群众能享受到相应
补贴，周天娇把所有惠民补贴
政策吃透、摸清，比如大病救
助、小麦玉米补贴、农机补贴
等，她利用微信群、村上喇叭
等方式宣传，有时还一家一户
上门宣传，入户排查。

“ 娃 年 轻 、能 干 ，很 有 思

想，刚上任就常常带领党员义
务打扫村上的卫生。村上党
员多，娃一招呼，大家都是随
叫随到。这样，既让村子变得
整 洁 ，也 让 娃 的 威 信 立 了 起
来。”今年 67 岁的老支书周红
运说，“星期五的党课教育，村
里的老党员会把村上收集的
村民建议拿来讨论，娃能把群
众的建议意见听进去，而且及
时落实，这样就把一些矛盾解
决在萌芽中。”

“周书记人好，有事找她，
准能解决问题。现在，靠着冬
枣和葡萄 ，我每年收入是 10
万 元 至 20 万 元 。”对 于 周 天
娇，村上的产业带头人惠红卫
很认可。

“周书记是个好干部，她
带领大家建了冬枣大棚，建成
了冬枣产业园区，让村民走上
增收致富路。我在园区有 6
座大棚种植冬枣，每年的收益
都 在 30 余 万 元 。”提 起 周 天
娇，村民周中昌竖起大拇指。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周
天娇逐渐意识到产业发展和
人 才 引 进 的 重 要 性 。 她 说 ：

“要借助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
大荔冬枣等产业，不断提高村
集体经济收入，才能带领村民
走得更远。”

“选择是没有退路的，努
力去做好才会觉得值得。虽
然在村上工作压力大，也比较
劳 累 ，但 我 觉 得 能 给 村 民 服
务，为乡亲们的好日子添砖加
瓦，我感觉到很荣幸。”周天
娇说。

产业“牛”起来 日子有奔头
崔海飞 本报记者 靳天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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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光照亮致富路
贾寰 本报记者 杨磊

范良堂开着撒料车给牛喂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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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毅给客户展示当地老品种红薯。（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