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编审：桂运东 编辑：王松
检校：陈华 张亚捷 版式:向红

2020年 9月 7日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是民生之本 创业是富民之基创业是富民之基
——随县推进就业创业典型宣传之二

勤劳致富谱新曲
——记随县万福店农场三口堰村养鸡能手田凡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何晓欢 祁玉宇

水产路上逐梦人
——记随县澴潭镇黄鳝养殖能手黄锋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何晓欢 祁玉宇

满满“希望”挂枝头
——记随县淮河镇弥猴桃种植能手夏中保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何晓欢 祁玉宇

草莓成就致富梦
——记尚市镇大棚草莓种植户夏乐乐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唐天才 通讯员 何晓欢 祁玉宇

一个壮实的小伙在草莓大棚边
清沟排水，年轻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
黝，裤腿上都是泥点，手上布满操劳
留下的印记。

7 月中旬，来到随县尚市镇有余
村三组的大棚草莓边，种植户夏乐乐
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说起夏乐乐，当地老老少少都熟
悉，从 2016年返乡创业种植大棚草莓
到现在，他已经在村上摸爬滚打了 4
年多。大棚草莓从最初的 2亩发展到
现在的 18 亩，收入也是年年攀升，还
带领村上的贫困户一起走上草莓种
植的道路。

“ 我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有 余 村 人 ，
2012 年就跟朋友一起去深圳家具厂
做销售，相比父母在家种地每年 1-2
万的收入，我在外务工不用面朝黄土
背朝天，每个月五六千的工资过得也
很快活。”夏乐乐说，2016 年春，他和
妻子一起去草莓园摘草莓，发现种植
草莓很赚钱，就突然萌生一个想法，
自己也老大不小了，不可能一辈子给
别人打工，父母身体也不好，家乡的
承包地也有，种大棚草莓也能做出自
己的一番事业。下班后夏乐乐和妻
子谈起想回家发展草莓的打算，正好
妻子也是厌倦了漂泊在外的打工生
活，恰在这时得知随县出台多项优惠
政策，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在
资金、技术、场地等方面给予帮助。
就这样两人一合计，决定结束外出打
工生活，选择回到家乡种植草莓。

2016 年夏天，夏乐乐回到家乡，
向父母提出种植大棚草莓的想法，刚
开始父母坚决不同意，认为自己种地
辛苦了一辈子，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干
得好好的，又要回到农村走自己的老
路，气得几天没理他。

可夏乐乐决定的事，几头牛也拉

不回来。说干就干，他利用厉万公路
边承包的 2 亩土地，投资 10 万元新建
大棚、网上购买草莓种苗，当年种植
草莓纯利润达到 7万元。父母看到他
种植草莓赚了钱，眉开眼笑，主动帮
他打下手。在 2017、2018 年草莓大棚
由原来的 3 个大棚发展到 8 个大棚，
因为草莓成熟旺季正好是农历新年、
尚市镇桃花节、牡丹节，到园采摘草
莓的游客络绎不绝，8 个大棚的年纯
利润达到 18 万元。望着那些红艳艳
的大草莓，夏乐乐的老父亲脸上笑开
了花。

夏乐乐觉得大棚草莓销售市场
供不应求，决定再扩大种植规模，以
每亩 800 元的价格租下本组村民 18
亩土地，并筹资 50 多万元购买建材、
草莓苗、整理土地、建大棚等。2019
年夏季，行人只要从厉万公路经过，
就会看到“欢乐草莓园”里 4个忙碌的
身影，他们一家四口面对炎热酷暑，
在 3个月时间新建大棚 10座。

种植草莓最难熬的是冬季，尤其

要防止冻害。夏乐乐和妻子多次到
县、镇农技中心和附近几个草莓园取
经。经过他俩的精心培育，虽然有少
部分草莓苗冻坏了，但大多数还是成
功了。夏乐乐介绍，冬季除了要做好
保温防冻外，还要对草莓苗上的枯叶
等进行定期清理。为了精心管护好
草莓，从草莓苗栽种开始到来年 5 月
份结束，他和妻子都吃住在草莓园简
易帐篷里。

致富不忘乡里人。夏乐乐在发
展草莓种植同时，也积极帮助本村贫
困户增收脱贫。随着草莓园规模不
断扩大，他每天都聘请附近 10多个贫
困村民帮忙，他们每天工作 8个小时，
每人每天能挣 80元钱。据悉，夏乐乐
为 30 多个村民提供在家门口挣钱的
机会，其中有 6 户贫困户长期在草莓
园务工，户均年收入在 8000元以上。

夏乐乐种植草莓，带动了当地贫
困 户 种 植 草 莓 。 贫 困 户 沈 建 新 从
2015 年开始大棚蔬菜种植，刚开始 1
个大棚有 1.5 万元的年收入，最近几
年市场饱和，每个大棚利润下降到 1
万元以下。沈建新看到夏乐乐发展
大棚草莓赚钱喜人，经常到夏乐乐草
莓园里转，夏乐乐看出他的想法，主
动把草莓种植的技术教给他，鼓励他
改蔬菜种草莓。在夏乐乐的带动下，
沈建新 2019 年发展草莓种植 1.5 亩，
当年就获得不错收入，今年又扩大种
植规模。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尚
市镇的志愿者们为了防控疫情，日日
夜夜走村转巷，为了全镇人民的健康
发传单、查体温等。夏乐乐看到这些
无私奉献的人们，就有了帮忙的想
法，在家跟妻子商量后，给奉献在一
线的医生和志愿者们捐献了 1万余元
的草莓。

沿着万福店农场通往吴山镇的
乡村公路一路前行，爬过崎岖不平
的山路，再穿过大片山林，我们来到
了万福店农场三口堰村。从阵阵叽
叽喳喳的鸡鸣声中，记者断定眼前
两座钢构平房，无疑就是养鸡能手
田凡的鸡舍了。

36 岁的田凡，中等个子，黑里
透红的脸膛显得执着而坚毅。见到
记者田凡高兴地说道：“多亏了随县
劳动就业局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让
我有了足够的资金扩建鸡棚，购买
鸡苗，实现了饲料、孵化、肉鸡一站
式养殖销售的发展转型，经营效益
比传统养殖有了大大的提高。”

2010 年，田凡高中毕业后, 因
家庭经济困难, 没再进入大学深

造。他和其他青年一样，怀着外出
打工挣钱的梦想，只身南下广东顺
德，在海尔电器公司应聘到一份工
作。凭着坚韧性格和勤奋踏实，很
快就出类拔萃。从一名学徒工成长
为技术骨干，一干就是 8 年。尽管
公司各种待遇优厚，但他认为靠打
工是难以出人头地的。

2018 年夏天，田凡辞去海尔的
工作，回到家乡寻找创业方向。经
过苦苦思索、反复考证，他终于决定
兴办家庭养鸡场。然而，他回乡创
业的打算受到家人和亲朋好友极力
劝阻，认为别人都想方设法到外打
工挣钱，如今事业好不容易有份稳
定的工作，却要回到农村建什么养
鸡场!面对亲朋相劝，田凡并没有改

变主意，而是执着耐心地做说服工
作，最终得到亲朋的理解和支持。

说干就干。田凡筹资 50 多万
元 ，建 起 了 一 栋 钢 构 养 鸡 场 房 。
2018 年秋天 ，他采购了 4000 只鸡
苗，经过精心喂养，小鸡长势喜人，
看到自己辛勤的劳动成果，他暗暗
心喜。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小鸡一
天天的长大，食量也在不段增加，饲
料的价格也在上涨，而且山里的冬
天，气温比其他地方低，小鸡冻伤严
重。面对困难，田凡不气馁，通过蹲
鸡舍、生火炉，对饲养方法、饲养密
度、防害防病等，都做了详细记录与
对比，发现问题要么对照书本解决，
要么就到周边养鸡专业户虚心求
教。就这样边学习边摸索、边摸索
边实践，终于掌握了一套科学的养
鸡方法和防害减损措施。年底，他
向市场出售肉鸡 3800 只，获纯利 3
万余元。

尝到甜头的田凡打算继续扩大
规模，新建一栋鸡苗孵化场。正在
他为缺少资金和技术而犯愁时，随
县 劳 动 就 业 局 为 他 送 来 了“ 及 时
雨”。邀请他参加局里举办养殖技
术培训的同时，还为他提供创业就
业无息贷款 10万元。

2019 年春，田凡的鸡苗孵化场
房建成。他精心挑选种蛋，自己孵
化，鸡苗成活率达 95%以上。先后
两批孵化鸡苗 12000 只，通过自办
网站，向广州、上海、武汉等地网销
肉鸡近万只，获利 8 万余元。今年
以来，尽管受疫情影响，但田凡坚持
依靠科技喂养肉鸡 6000 多只，正准
备将订单销往各地市场。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鳝池，一个个
错落有致的网箱，交织成了一片充满
生机的水上世界。8 月 28 日，记者来
随县澴潭镇黄锋的黄鳝养殖基地，但
见黄锋正带着几名工人对鳝池进行杂
草清理和消毒。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我攻克
了原生态成品黄鳝养殖、黄鳝苗旺淡
季供应两大难题……”黄锋告诉记者，
去年，他的黄鳝养殖基地累计投入资
金 120 万元，吸收 12 名贫困劳动力在
基地务工，年产成品黄鳝 4万多斤。

5 年的时间，黄锋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华丽转身。

2000 年，黄锋高中毕业后带着家
里仅有的 800 元现金，只身南下广东
中山，应聘在一家鞋厂上班。两年后，
他又辗转武汉在神龙汽车公司应聘到
一份工作，一干就是 12 年。2015 年，
因父母年纪大、孩子小需要照顾，经过
深思熟虑，他毅然辞去神龙公司的理
想工作，返乡回家从事黄鳝养殖。

黄锋拿出打工挣来的 30 万元积
蓄，租土地、建鱼池、购鱼苗，开始了人
工养殖黄鳝之路。

随着人工养鳝技术普及，参与养
鳝的农户越来越多，导致进苗难、进苗
贵，且质量没有保障。2017年，黄锋调
整思路，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开展
规范化、标准化养殖，把一年段养殖变
成两年段养殖，“拉长了喂养周期，黄
鳝产量高，错峰上市，效益翻番。”黄锋
对记者说。

为了在养殖路上闯出新天地，黄
锋潜心钻研养殖技术，经过多方的实
践与摸索，黄鳝的开口率达到了 95%
以上，发病率和僵苗率下降到 3%以

下，饲料转化率达到了 70%以上。
要致富，学技术。从买书、上网，到

四处找人学习鳝鱼养殖，直至自己也
成为大家眼里的养鳝能手。5 年时间，
从开始尝试养殖鳝鱼到现在，黄锋用
自己的勤劳和好学，靠养殖鳝鱼改变
了命运，实现了脱贫致富。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黄锋的黄鳝养殖也受到不同程度冲
击。为帮助黄锋减少损失，随县劳动
就业局 3 次邀请黄锋和 5 名工人参加
水产养殖培训班，帮其申请创业补助，
还 为 黄 锋 申 请 办 理 20 万 元 小 额 贷

款。同时，不定期地组织技术人员深
入到黄鳝养殖基地指导做好疫情防
控，保障日常经营管理。在随县劳动
就业局的支持和帮助下，黄锋的黄鳝
养殖基地今年预计可产成品黄鳝 5 万
余斤、鳝苗 50万尾以上。

“水产养殖路任重道远，我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走科
学创新的路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
力。”黄锋目光坚定地说，他将以“立足
澴潭，带动周边，走出随州，叫响品牌”
为目标，为实现黄鳝产业振兴乡村梦
助力。

初秋时节，走进随县
淮河镇白石岩种植专业
合作社，放眼望去，一片
片山地里竖起一根根水
泥柱子，柱子下壮实的藤
蔓攀沿而上，一眼望不到
边的猕猴桃枝丫蔚为壮
观。进入基地内，十余名
工人正在翻地、施肥、剪
枝……

“猕猴桃果实柔软多
汁、酸甜可口、营养丰富，
素 有 维 C 之 冠 、果 类 金
矿、水果珍品之美誉，市
场前景看好。”合作社负
责人夏中保告诉记者，淮
河镇昼夜温差大，土壤偏
酸性，水份多，适宜种植
猕猴桃。

军人出身的夏中保，
退伍回乡后被安排在市
某企业上班。后因企业
破 产 ，他 先 后 外 出 在 福
建、浙江等地打工。2018
年底，他从新闻上了解到
回乡创业可以享受各项
优惠政策，于是便产生了
回乡种植猕猴桃的念头。

夏中保实诚憨厚，是
一个敢闯敢干的人。在
做了大量的专业知识研
读、实地调研、听了有关专家的分析
之后，在随县劳动就业局和镇、村领
导的大力支持下，他成立了白石岩
种植专业合作社，投入资金 150 万
元，以每亩 500 元流转土地 200 亩开
始种植猕猴桃。他积极参加随县劳
动就业局举办的种养殖业培训班，
多次到陕西、四川等地猕猴桃基地

参观、调研、学习。扩大了视野，增
长了技能，并探索出一套标准化栽
培技术。

“在猕猴桃基地打工，一个月能
挣 2000 多元。”正在给猕猴桃剪枝
的 62 岁村民李守英说，她家流转了
2.5 亩土地，每亩 500 元一年。除土
地租金外，还能有一份稳定的打工

收入。据了解，合作社共
吸纳 30 多个农户在基地
就业，仅去年 4 月份以来，
合作社共发放务工人员工
资 20多万元。

“合作社实行统一规
划、统一供苗、统一标准、
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五统
一’种植模式，采用新型材
料水泥棚架，以及移动式
喷 灌 等 设 备 发 展 设 施 农
业，采取物理防治（太阳能
杀虫灯诱杀）等绿色防控
技术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集成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现
代农业技术。”夏中保对记
者说，基地现有红阳、金
艳、黄金果等 4 个品种，猕
猴桃挂果的时间比较长，
一 般 要 到 3 年 的 时 间 挂
果，今年是栽种第二年，主
要是培养优良的幼苗。

今年，合作社遭受百
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部分
猕猴桃苗被水淹死，造成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10 余 万
元。灾情出现后，随县劳
动就业局领导多次到基地
指导抗灾，并及时发放 15
万元无息贷款，帮助合作
社恢复生产。

谈到销售问题时，夏中保信心
满满。他说：“我们将建立电子商务
营销平台，促进鲜果正常销售。三
年后进入盛产期，每年猕猴桃可产
鲜果 50万斤，产值达 400 万元以上，
可带动村民增收。”谈话间，记者仿
佛看到成片充满生机的猕猴桃，种
出了满满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