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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黑乎乎的虫子，是土元，

帮咱致富的‘金疙瘩’！ ”

7

月
31

日，

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赵楼村鑫源
土元养殖合作社内， 负责人李锋一
边用机器为土元成虫脱壳， 一边为
前来收购的安徽亳州的买家称重。

今年
46

岁的李锋之前一直在
建筑工地工作。

2015

年年初，机缘
巧合下， 李锋得知土元在安徽亳州
养殖前景很好， 就到当地的一家土
元养殖场看“稀奇”。 养殖场负责人
介绍说这个黑乎乎的虫子是一种名
贵中药，雌虫晒干后能入药，是治疗
筋骨折伤、 散瘀止痛等症的重要药
物，不少中成药都有土元的成分，市

场上一斤新鲜的土元可以卖到三四
十元。

李锋在这其貌不扬的小虫子身
上看到了商机。

2015

年
6

月，他下
定决心投入了

20

多万元“入行”，引
入了一批土元苗，并且搭建了

2000

多平米的温房用于养殖。 虽说土元
养殖容易， 但做事认真严谨的李锋
并没有掉以轻心。他通过咨询专家、

查阅专业书籍、 上网学习等多种途
径，快速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行
家里手。

“看，这些都是土元虫的家。 ”顺
着李锋的指引， 记者在一间厂房里
面看到： 整齐排列的架子被分为一
层一层，里面装的是混有草木灰、秸
秆、锯末等物的营养土，每层里都爬

满了土元。 “现在我实现了立体化养
殖，这些‘小家伙’繁殖力强，不易染
病，且好喂养，每年赚个十几万一点
不费劲。 ”李锋兴奋地说。

“脱贫需要帮扶，但最重要的还
是要靠自身努力。 路是自己用脚踏
实走才能走出来的，要致富，还是
要靠咱自己的双手。 ”如今，李锋采
取“公司

+

基地
+

养殖户
+

生产企
业”的发展模式，改变农户单一、传
统的养殖方式， 实现产业化养殖，

并与省内外一些大型制药厂建立
了长期供货关系，足不出户客户就
会纷纷而至。 目前，敢于尝试的李
锋不仅在土元养殖这条特色路上得
到了实惠， 也为周边乡邻提供了脱
贫致富新思路。 光山县白雀园镇

扎实开展文化扶贫
信阳消息（邹晓峰郑祖勋谢庆锋）“没

有文化富不了，有了文化穷不长。 ”为改变乡
村文化生活贫乏， 观念习俗滞后的现状，光
山县白雀园镇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文化扶
贫，力促乡情民风良性转化，全力助推精准
扶贫。

该镇统筹使用文化专项资金
15

万元，

为村级文化站和农家书屋配备液晶电视、电
脑、读书桌等基础设备，各村在村两委中选
出一名文化素质高、责任心强的村干部为管
理员，确保农家书屋和远程教育室每周向农
民开放不少于

5

天。

开办退耕还林特色产业、新型职业农民
等创业技能培训班，着力提升村民的自主创
业、特色种养等专业知识，培育乡村特色产
业人才

350

人，并采用奖补的方式对学以致
用的村民予以扶持， 充分调动农民“智扶”

的积极性。

为了加大宣传科技容量，白雀园镇电视台
开设“致富指南”“养殖能人”“最美农家人”等
专访栏目，激发贫困群众脱贫意愿。 “通过一系
列的学习、培训，使我进一步明白了只有走科
技之路， 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土庙村
厚曹坊村民李正术说。

韩浩朱丝语

小土元带来大商机

7

月
30

日，潢川县伞陂镇邬堰村农民芦金学在收割首批成熟的芡实，他今年种植了
40

亩水面，

预计年综合收入超
10

万元。 水面种植芡实，水下养殖泥鳅和小龙虾，构建的高效绿色种养殖体系，

是该镇的特色产业之一，不仅带动贫困户脱贫效果明显，而且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

蔡丽刘健摄

芡实成熟
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