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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俺养蜜蜂收入提高了一倍多，多亏了技术员

石红霞与农业院校的帮忙，给俺引进了蜂王新品种，提高

了蜂蜜产量和品质，产量增加了俺收入也增多了。现在

俺村养蜂的都发展到36户了。”记者在大营镇边庄村采

访时，村上几户养蜂人非常高兴地说。

石红霞在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队工作，是

一位高级农艺师，1992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农

业局种子管理站，从事种子检验和市场监管工作，2016

年 9 月，她积极申请参加农业科技服务团，成为一名科

技特派员，负责大营镇边庄、小李庄、赵楼三个村的科

技服务。

“我是主动来做这些工作的，就是想多接触一下基

层，实实在在为农民做点事。”石红霞说起初衷言语不多，

却说得很实在。

石红霞参加工作以来，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很快就成

为农业技术方面的行家里手，工作中能够独当一面；她以

严谨的科学态度服务于农业生产，对农业技术指导工作

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多年来独自承担了多项工作任务。

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和星期天、节假日，进村入户，推广

新品种、新技术，开展技术培训；着力解决农业技术难题，

当好群众的“二传手”和“中转站”，为群众进行全方位服

务。近年来，她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16年被平顶

山市农业局综合执法大队评为”办案能手”、2018 年被

省工信局评为“优秀河南省科技特派员”、2019年、2020

年连续两次在评星树典活动中被评为“正气之星”。

2017 年 8 月，她参与承担的“弱筋小麦低氮肥高产优质

技术研究应用与普及”荣获 2017 年平顶山市科普成果

一等奖。

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她努力当好科技宣传员，搞

好科普知识宣传，利用现代先进的通讯工具，创新服

务方式，创建了“蜜蜂科学管理交流群”、“果树花椒种

植交流群”、“滴水崖花椒种植管理群”、“北水峪农业

技术群”四个微信群。在群里，她定期转发国家关于

农业的方针政策；及时解决大家在生产中遇到的技术

问题；提供生产市场信息及有关农资产品信息等。截

至目前，共发布各类信息、技术知识 200 多篇，解决技

术问题 300 人次。根据各村实际情况，石红霞为村里

制定了年度农技工作计划，按计划积极推广普及一些

实用技术，大力开展技术培训。几年来开展各类培训

42 次，培训农民 2300 人次。积极引进推广新技术和新

品种。引进了“玉米种肥同套播配套技术”、“花生三

遍药高产栽培技术”等；引进推广新品种“伟隆 169、鑫

农 518、鑫玉 998”等。累计引进新品种新技术等 15

项。还开展了一些农业技术研究，解决了一批农业生

产关键技术难题。

“只要群众有需求，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办到、办好。”

石红霞说，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努力积累经验，不断提高

工作水平，更好的为农民朋友服务。 （史军伟）

石红霞：农业科普的“小蜜蜂”科技特派员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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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家的地都流转给绿

何园家庭农场了，我每天还

可以在农场里干活，在自己

‘家门口’就可以拿到两份收

入。”10月27日，石桥镇高铁

炉村正在农场干活的秦永生

高兴地说。

据了解，绿何园家庭农

场生产基地位于石桥镇高铁

炉村，由该村致富能人何国

富投资1200万元创办，开发

北汝河沿河闲置河滩地 500

亩发展渔业养殖，流转本村

土地 200 亩用于种植水稻、

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和散

养家禽。通过近几年的发

展，集生产、加工、销售、休闲

观光为一体的绿何园家庭农

场已初具规模，一条乡村“生

态+”的绿色发展道路初步

形成。

该农场投资180万元建

造加工厂房，用于对自产的

水稻、大豆、花生及周边村收

购的小麦进行深加工，结合

石磨这一传统工艺，打造口

感极佳、纯绿色的石磨面、石

磨豆腐、石磨食用油等绿色食品。

据估算，该农场养鱼项目年产值可达400万

元，果蔬禽蛋米面油等绿色食品年产值可达300

万元，通过产业“造血”带动本村闲散劳动力19

人就业，吸纳贫困劳动力2人实现就近就业。

通过“家庭农场”模式发展，促进了高铁炉

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释放农业潜力，辐射带

动周围5个村农业发展、村民增收，促进贫困户

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近年来，该镇始终坚持“党建统揽、文明领

先、园区振兴、融合发展”的发展思路，采取鼓励

土地流转、政策扶持和项目支持等措施，通过建

立家庭农场发展协调工作机制，加大宣传力度、

强化服务指导、强化日常监督等方式大力发展

家庭农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形成种

植、加工、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产业体系，推动了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开展农业职业教育和

职业培训，再发展形成一批懂政策、有技术、会

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壮大‘家庭农场’等

新发展模式，加快精品发展步伐，助推乡村振

兴。”石桥镇党委书记文胜伟说。 （窦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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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闹店镇户口村

蛋鸡养殖基地，十几名工人正

在传送带前分拣鸡蛋、打包、

装箱。随着物流车的驶出，一

箱箱新鲜的鸡蛋将发往全国

各地。

“今天，养鸡场的10万只鸡

产蛋6吨，每斤（1斤=500克）3.9

元，总产值4.6万多元。”基地负

责人何涛高兴地说（如图）。

抓住“鸡”遇
部队退役勇于创业
今年 35 岁的何涛是户口

村村民，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在部队服役期间，由于表现良

好，他连年被评为优秀士兵。

2008年复员后，何涛开始养殖

蛋鸡，一心想要干成一番事业。

“起初散养了1万只鸡，由

于缺乏管理经验、防疫技术跟

不上，鸡群感染疾病，几乎全军覆没。”养殖失败后，何涛没

有放弃，反而以军人吃苦耐劳、永不言弃的精神鞭策自己，

总结经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养殖道路。

几年来，何涛引进层叠式全自动化蛋鸡养殖生产设

备，实现标准化流水线作业；建成2座现代化鸡舍、1座配套

蛋库。随着养殖技术逐渐成熟，基地产出的鸡蛋圆滑透

亮、蛋黄富有弹性，营养价值高，在市场上有了稳定的客户

群体和销售渠道。

借“鸡”生蛋
积极帮扶带贫增收
生意越做越好的何涛没有忘记乡亲们。他主动带领

贫困户一起养鸡，被村民亲切地称为“鸡司令”。但有的贫

困户行动不便，捡鸡蛋成了难事；有的贫困户经常外出就

医，顾不上给鸡喂食。

“考虑到贫困户的实际，我们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协

议，实施借‘鸡’生蛋模式。”何涛说。他口中的借“鸡”生

蛋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代养”模式，蛋鸡名义上赊销给贫

困户，实际由何涛放在养殖基地代为养殖，通过卖鸡蛋

的收入弥补养殖费用，利润则分给贫困户。

“我们省时省力，还能获得收入，这政策别提有多好

啦！”获得“代养”模式帮扶，该村贫困户练公杰笑得合不拢

嘴。基地通过“代养”模式共帮扶闹店镇48户贫困户，每户

年均增收1500元。

10万只鸡每天需要消耗玉米近4吨，从外地采购玉米

需要花费大量的物流费用。为减少成本，进一步促进村民

增收，基地积极发展“订单种植”模式。

“农户根据基地需求定向种植玉米，基地保价收购，实现

产业发展与市场无缝对接，免除销售之忧。”镇扶贫办主任刘

世峰说，基地免费为参与“订单种植”的贫困户、边缘户提供技

术指导、上门收购等服务，农户只负责种植和田间管理。目前

全镇已有254户贫困户、边缘户参与“订单种植”600余亩。

养鸡遇困
政策支持走出困难
从今年春节开始到6月份，受疫情及需求不振、物流受

限等多重因素影响，鸡蛋价格快速下跌，基地经营遇困。

“那段时间，资金周转困难，到了养殖周期的鸡得不到

正常更换，新鸡苗买不来，养殖成本大大增加。”何涛说。

就在何涛面对困境一筹莫展之际，闹店镇为他解了燃

眉之急。该镇工作人员及时上门对接，向上级申请产业扶

贫贷款，对其授信160万元，并给予利率优惠。

资金的支持不仅帮助养殖基地恢复了运转，更让何涛

树立了坚持下去的信心。7月疫情有所好转后，活禽市场

开放，鸡蛋价格上涨，何涛渐渐扭亏为盈。

“未来，我想进一步完善产业链，走鸡蛋深加工路子，

生产高品质、品牌化鸡蛋。”阳光洒在草地，蛋鸡咕咕叫着，

何涛站在一边信心满满。 （巫鹏 王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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