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送爽，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今年丰收节的主题
为“学用‘千万工程’ 礼赞丰收中国”。 这不仅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更是对亿万农民辛勤耕耘、不懈奋斗的崇高礼赞。

从广袤无垠的麦田到硕果满枝的果园，每一粒种子的破土而出，每
一片叶子的绿意盎然，都凝聚着农民的汗水与智慧。 今日，本报聚焦我
市农业领域的辛勤耕耘者，讲述他们关于土地、关于汗水、关于希望与
梦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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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伟元 田亚楠

9 月 12 日，正值玉米收获的季节，天空却下起了大雨。
但在商水县张庄镇周庄村群元种植合作社，总经理周群元
却丝毫不慌———70 岁的他种地已有 50 多年， 他的高标准
农田对抗恶劣天气的能力已是今非昔比。

“我刚开始种地时，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耕地翻地用
畜力，运送粮食用人力。 ”周群元说，曾经他一人种了几亩
地，经常累得吃不下饭。

50 多年一晃而过，如今的群元种植合作社耕地面积达

1600 亩，拖拉机、收割机等农用机械一应俱全，农田里还有
病虫害防治监控、墒情监控、灌溉排水机械等各类智能化
设备。

“我现在在家里就能看到田间地头的情况，用手机就
可以控制各类设备运转。 ”周群元自豪地说，待玉米成熟
后，他们一周内就可以完成收割任务。

近年来，群元种植合作社先后被评为十佳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秀典型、支农先进单位。 周群
元说：“现代化种植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理念，让我成了一名
真正的‘新农人’。 ”③9

□记者 田亚楠

作为农民， 他于 2023 年荣获 “全省粮食生产先进个
人”称号；作为项城市政协委员，他曾连续 2 年被评为优秀
政协委员；作为管理人员，他创办的项城市金地种植专业
合作社，2020 年 5 月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评为河南省农业
社会化服务示范单位。

“责任心强、诚信度高，我们都相信他。 ”“他种植经验
丰富，跟着他能挣到钱。 ”提起王保国，项城市永丰镇王楼
行政村的村民都会竖起大拇指。

2012年，王保国创办项城市金地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
周边村民开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实现亩产增收 600元
的目标。 在经营过程中，王保国通过“大户办社、群众入股、政
府扶持、支部组织”的模式，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该合作
社积极搭建技术帮扶平台，通过“一对一”“点对点”“面对面”
方式，对农民进行技术帮扶。

致富不忘家乡人的王保国，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和慈善
事业，免费为困难群众耕整土地、烘干粮食。 他聘请近百名
周边农村劳动力来合作社打短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和困难群众的再就业问题。 ③9

□记者 田亚楠

“这一路走来，非常不易。 ”近日，在郸城县虎岗乡长营
行政村，提起自己的创业之路，杨曙光感慨地说。

1993 年，杨曙光下岗，为谋生计，他外出打工。 作为土
生土长的农村人， 杨曙光明白， 想致富， 还要依靠土地。
2005 年，杨曙光返回家乡，成立郸城县曙光农作物种植专
业合作社，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第一年， 杨曙光承包了 50 亩土地， 当年的收成还不

错。 第二年，他扩大种植规模，承包了 100 亩土地，再次获
得丰收。 他不急不躁、稳步前进，最高时承包土地达 1200
亩。

2018 年，经过前期考察，杨曙光开始种植辣椒，第一年
便获得成功。 有了经验，村里其他人也开始跟着他种植辣
椒。 “辣椒作为经济作物，收益较高，每亩收入达 6000 多
元。 ”杨曙光说。

杨曙光先后获得“河南省优秀农村实用人才”“河南省
粮食高产种植能手”“全国种粮大户标兵”等荣誉称号。 ③9

□记者 付永奇

“不同颜色的套袋对光的吸收程度不同，能影响葡萄
的色素形成……”近日，在淮阳区宛丘生态农场，黄增祥打
开套袋，边观察葡萄的色泽边对记者说。

身着迷彩工装的黄增祥是该农场管理人员，他性格开朗，
一句“只有用心才能做得更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增祥是淮阳区白楼镇人，80 后，踏实能干、爱钻研。
初中毕业后，他在餐饮店当过学徒，后自己开店。

2020 年，扛不住疫情的压力 ，他加盟宛丘生态农场 ，

负责研学、种植、养殖等工作。 现在，黄增祥已成为当地小
有名气的“新农人”。

撕开渐变色套袋，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在阳光下散
发着诱人的清香。 “不同品种的葡萄用不同颜色的套袋，采
摘前去掉套袋，让它们通风透气，还原自然色。 ”黄增祥说，
“我们的阳光玫瑰品相和口感都是一流的。 ”

宛丘生态农场位于淮阳区曹河乡，占地 2036 亩，集种
植养殖、观光休闲、农事体验、科普教育于一体。 该农场种
植的蔬菜经过严格检测，获得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
基地认证，登上了香港、澳门市民的餐桌。 ③2

□记者 付永奇

在今年 9 月举行的河南省高素质农民创新创业大赛
中，鹿邑小伙裴得利获得成长组优秀奖。9 月 17 日，记者对
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裴得利是鹿邑县新合雪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这
几天，他正忙着参加全市农产品展销大会。 “我们种的菊花
品质优良，一定要在展会上露露脸。 ”裴得利在电话中自信
地说。

裴得利是河北省衡水市人，90 后。 2019 年，他因爱情

来到鹿邑县宋河镇，后从事菊花种植产业。 在当地农技人
员的指导下，他很快掌握了菊花种植的关键技术。

面对想种菊花但缺资金、少技术的村民，裴得利在当
地政府的支持下，采取“统一种植、统一采收、统一烘干、统
一销售”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的风险。

在他的带动下， 周边县市农户种植菊花 3 万多亩，年
收益近 3 亿元， 仅宋河镇就有 2000 多户农户从事菊花种
植，种植面积超过 1.1 万亩。 每年用工高峰期，该合作社可
安排 600 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每人每年可增收 1.2 万元
左右。 ③9

黄增祥：用心才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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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田亚楠

“我们做农资的，就是为农民服务的。 ”在农资行业打
拼 28 年的王东山，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着深刻的理解。

事业刚起步时，王东山购买了一辆小货车，挨家挨户
送化肥。 “那时候年轻、有冲劲，干活从不觉得累。 ”王东山
说，最初一年能卖出 30 多吨化肥，虽然利润低，但是他对
未来仍充满了希望。

2003 年， 王东山成立鹿邑县马铺农资专业合作社，

经营农药 、化肥 、种子 、农具等产品 ，在全县范围内推行
“统一采购配送 、统一经营管理 、统一标识品牌 、统一零
售价格”的经营模式，通过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农资
入村、进店、到田，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实现了农资年销
量从 30 吨到 5000 吨的跨越。 该合作社多次被市县两级
供销系统评为先进单位。 2022 年，王东山因成绩突出，被
市供销社评为先进个人。

“农资是粮食的‘粮食’，必须保证农资质量可靠。 ”王
东山说，农资质量涉及广大群众利益，来不得半点假。 ③2

□记者 田亚楠 郑伟元

1997 年大学毕业后，王春丽放弃高薪工作，毅然回到
家乡开启创业之路。

2015 年， 王春丽创办西华县喜俊喜食品有限公司，流
转 25 亩土地种植黑小麦，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经过几年的
探索，她的黑小麦产业日渐成熟，多个产品被认证为西华
名优特产。

为适应市场变化， 王春丽尝试打造生态农业模式，将
种养循环落到实处，形成完整的生态链条。 然而，生态农业

的高成本投入迟迟不见收益，王春丽一度陷入困境，她面
临着新一轮的市场考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多年的坚持，王春丽收获了外
界越来越多的肯定。 2020 年 6 月，该公司被评为省级巧媳
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2023 年，该公司年收入达 500
万元，实现了“农场+农户”双增收的目标。

“我是一个不愿放弃土地的人。 ”这是王春丽对自己的
定位，她坚信，“净土产洁食”，优良的土壤环境是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基础和前提，发展生态农业将是她为之奋斗
一生的事业。 ③2

王东山：服务到田间，助农保丰收

□记者 田亚楠

秋收来临，又到了张丁锋的忙碌时刻。 此时的他，正和
团队成员一起，对农机进行安全检查。

“我从小跟着父母种地，深知其中的辛苦，希望通过自
身的努力，能够缓解耕作的劳累。 ”张丁锋说，庄稼的播种
和收获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只有开展机械化作业，才能提
高工作效率。 2017 年，27 岁的张丁锋发起成立扶沟县祥顺
农机专业合作社，在他的影响下，周边县市先进的农机设
备和经验丰富的农机手先后加入合作社。 每年夏收和秋收

时节，张丁锋带领团队从南阳出发，一路向北，开展机收和
播种工作。2020 年，该合作社被授予“河南省平安农机示范
合作社” 称号， 并被评为河南省农机合作社示范社；2021
年，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评为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作为 “新农人”， 张丁锋深知科技对农业生产的重要
性。 “以播种为例，与传统小麦播种机相比，使用复式播种
机可以提升 20%至 30%的效率。 农机手通过智能平台实时
掌握播种信息，精确控制每一粒种子的间距和深度。 ”张丁
锋说，智能化农机的应用，大幅提高了播种效率，同时降低
了生产成本。 ③2

张丁锋：沃野逐梦想，田畴织锦绣

王春丽：寻一方净土，守一片沃野

周群元：既是“老农民”，又是“新农人”

王保国：搭起“致富桥”，建设小康村

杨曙光：土地能生“金”，种粮能致富

裴得利：小菊花种出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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