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山莽张镇蔡店村探索荷

虾共作新模式

村民：虾是多挣的

进入 7 月份， 罗山县莽张镇蔡店村的
连片荷花已经成了规模。而在一个多月前，
荷叶的长势简直不能看，因为那段时间，荷
叶都被水田里的小龙虾给吃掉了。“这不影
响莲子的收成，相反，小龙虾的收入差不多
是多出来的。”昨日，蔡店村村民袁中学说。

在村民的眼中，袁中学不仅能干，还会
干。今年 61 岁的他种了 50 亩左右的荷田。
据他介绍，五六年前，他就已经将田地改为
荷田，开始了荷虾共作。为什么要做出这个
改变呢？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田，种
植水稻，需要化肥 50 斤，复合肥 50 斤，再
加上种子、农药、机械等成本，不算我们自
己的人工， 一亩田挣个五百块钱左右就不
错了。 ”由于年龄也大了，袁中学就想着转
种其他作物。“那时候我看着有不少人实行
虾稻共作，还有人实现荷虾共作，于是就想
着试试荷虾共作。 ”于是，袁中学就尝试着
新模式，结果效果不错，莲子的产量基本上
没受影响，还多收获了一年的小龙虾。袁中
学介绍说，种莲子要比种水稻挣钱，每亩田
能产出二三百斤莲子。 莲子的价格这些年
比较稳定，最贵的时候 10 多元一斤，前两
年最便宜的时候 5 块钱左右， 近两年又有
所回升。荷田还有个好处，就是不用像种水
稻那样，每年投入。 养殖小龙虾也一样，不
用每年投入。

去年以来， 蔡店村又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 鸡公山管理区选派的第一书记许金
柱来到了该村。 在他的推动下该村“两委”
决定， 在村里推广荷虾共作模式，“为了鼓
励村民在核心地带发展荷田， 我们采取对
新发展荷田或者是成规模的连片荷田进行

补助的形式鼓励村民发展荷田。 根据村民
种养殖经验， 这种共作的水田要在田里设
置水沟，小龙虾在春天、夏初生长，田里保
持着深水位，这时候，上年枯萎的荷叶和新
长的荷叶就成了小龙虾的食物。 等到五六
月份，将水位降低，小龙虾就会到水沟里，
荷叶就能正常成长，不影响莲子的生长。 ”
许金柱介绍说。

如今， 有现成的例子， 又有村里的支
持， 蔡店村已经有差不多 500 亩的农田都
改成了荷虾共作的新模式。

“今年春天，我田里的小龙虾苗供不应
求，光村里的人就订完了，虾苗收获了 2 万
多块。 ”袁中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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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老人的绿色情怀
扑面而来的花香， 满挂枝头的

果实，绚丽多彩的花木，纵横交错的
水渠，果林树下嬉闹的鸡鸭群……7
月 6 日上午息县孙庙乡甘塘村息县
东方林业专业合作社里 65 岁的王
建国走在茂密林间， 像抚摸孩子一
样抚摸着亲手种下的花果树木 ，这
里从“一棵树”到 “一片海 ”，彰显着
这位花甲老人对林业的痴迷。

“一生与林有缘，出生在息县林
庄，毕业于林校，曾在林场 、林业局
工作。一生吃林业饭，干林业活。 ”谈
起与林的不解之缘王建国滔滔不

绝。 正是因着这份痴迷让退休后的
他放弃了去省城儿子那里享清福 ，
又打起了种树的主意。

从开始学习林业到随后发展林

业，王建国说，林业是生态文明 、美
丽中国、绿水青山的重要部分。 种树
是一举多得的事儿，社会得绿，林农
得益。 成立合作社他的初心就是“多
栽树，栽好树，为家乡添绿增彩 ，让
林农脱贫致富。 ”为了发挥林业在富
民美县中的作用， 他一直在探索引
种、试验、示范推广。 先后把 7 个乡
镇 37 个行政林的荒地 、路肩 、渠埂
等闲散地实施统一承包、 集约经营

管理、效益比例股份分成。
39 岁的甘塘村脱贫户王振是王

建国带动脱贫致富的受益者之一。
2016 年初， 王振大儿子遭受了

意外事故，落下了终身残疾。 在治病
期间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一系列
的打击让王振一家雪上加霜。好在当
地乡政府和村两委的帮助下，通过民
主评议将王振家列为贫困户。向来乐
于助人的王建国在了解情况后，主动
找上门让王振来合作社上班。

回忆过往， 王振满脸感激地说：
“现在主要负责机械操作。 一年能有
两万多的收入。能顺利脱贫除了感谢
党和政府的关怀，也离不开老王的开
导和帮助。 让俺有了一技之长，用自
己的双手奋斗出好日子。 ”

除了带动周边的林农和困难群

众，王建国还常与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一起开展公益活动，组织孙庙中心校
的学生们到合作社免费采摘学习，让
孩子们更好地接触林业、 热爱林业。
他的观念和运营模式也极大地调动

了农民和承包者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合作社参加管理人员由 12 人增加到
113 人， 面积由 1200 亩增加至 5800
亩。

“这边的百花果木生态果园采取
集中连片的土地套种、果藕鱼禽等立
体复合型种植。既能使土地发挥综合
效应，又能供游人采摘观赏，收到更
好的经济效应。 ”管理人员余海军对
这种农林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脱贫

致富的方式大加赞赏。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

王建国的干劲更足了 ， 就在今年 3
月，为了积极响应政府关于淮河生态
廊道绿化建设，凭借自己的技术和资
源完成了路肩培护 40 公里、 面积造
林 1000 余亩。

种树种出科技水平，种树种出情
怀友谊，种树种出和谐和睦，种树种
出健康快乐， 种树种出环境和形象。
问起晚年的幸福和目标是什么，老人
满怀憧憬地回答：“美丽中国生态文
明是中国梦，也是我的绿色梦。 为了
实现它，甘为绿色发展孺子牛，生命
不息，种树不止！ ”

李 梅 李传宇

7 月 7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时节，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社员正在操作
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给水稻田里秧苗喷洒叶面肥等。 该县今年共种植 80 多万亩水稻，为今秋水
稻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小暑时节，县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到水稻秧苗田间地头，指导村民使
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现代化农业工具抓住农时做好水稻田间秧苗施肥、除草等管理工作，田
间地头到处都是一片忙碌景象。 谢万柏 摄

村里也有“银行”啦
中原银行光山支行首批惠农服务站在光山县双轮村揭牌

信阳消息（邹晓峰 孔垂顺）7 月 4
日上午，中原银行光山支行首批惠农
服务站，在美丽的光山县白雀园镇双
轮村正式揭牌开业。

白雀园镇双轮村地处光（山）、潢
（川）、商（城）三县的结合部 ，106 国
道穿梭而过，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但作为农村，广大农民朋友
还是有存取款不便、 汇款麻烦的苦
恼。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原银行光山

县支行惠农服务站应运而生。
据介绍， 该惠农服务站是让农

民就近、便利获取基本金融服务而专
门设立的微型服务网点，是银行传统
营业网点的浓缩和延伸。 通过 “银
行＋互联网”， 广大农村朋友可以足
不出村办理小额取款、 现金汇款、转
账汇款、 余额查询等基础金融业务，
以及缴费充值、网上购物、快递收发
等方便快捷的现代化便民服务。中原

银行惠农支付服务点还将把互联网

购物平台与当地农副产品、地方特色
产业实现业务对接，帮助地方农特产
品实现互联网销售，从而带动农村经
济快速发展。

中原银行光山支行首批惠农服务

站在白雀园镇双轮村的开业，不仅惠及
白雀园镇双轮片区的客户，而且方便
了潢川的仁河镇、商城县观庙乡等附
近几个村，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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