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晴雨相间，气温适宜，刚刚
移栽的早稻秧苗长势喜人。

5月 8日，湘乡市泉塘镇双江村建业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兼农机手舒
纲举，操纵着抛秧机在田垄里来回穿梭，
身后留下一行行嫩绿的再生稻秧苗。他
说，从4月15日到29日，合作社2000亩早
稻如期插（抛）完，紧接着就是500亩再生
稻和 1000亩一季稻的移栽任务，同时还
要给早稻禾苗施追肥，估计还得忙碌 10
多天才能告一段落。

44岁的舒纲举，是一名脚踏实地的
种粮能手，更是当地村民心中勤劳致富的
带头人。

打工仔变成种田人

舒纲举个子不高话不多，但头脑灵
活，肯想肯钻肯干，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他职高毕业后曾外出务工 6年，收入较
高，但不便照顾家庭。

2005年，他毅然辞工返乡种田，立志
去做心仪的种粮专业户。那时，水稻生产
机械化普及程度不高，耕、种、收基本靠人
工，劳动强度大、速度慢、效益低。他和家
人夜以继日地劳作，才种了10多亩田。

“这样种田只能解决吃饭的问题，必
须依靠科技、依靠农机，标准化、规模化生
产，才能产生经济效益。”舒纲举说，这一
年的生产实践，让他长了不少见识。因
此，他虚心向湘乡市、泉塘镇农技人员及
附近村民学习种粮技术经验，并通过各种
途径开拓视野。从 2006年开始，他添置
农机具，走规模化、产业化的种粮道路。

当时，一台小型犁田机只要 2000元
左右，买两三台问题不大。一台收割机要
20余万元，政府补贴后还要16万多元，买
不起怎么办？舒纲举深思熟虑后，动员附
近几个种田好友一起买，一起学操作技
术。收割机效率高，轻松收完几个合伙人
家里的稻子，还能出租赚回一些钱，大伙
高兴不已。

随后几年，舒纲举购置的农机具逐步
增加，掌握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也与日
俱增，耕地流转面积从几十亩陆续增加到
数百亩，效益节节攀升。

质量并举得丰收

随着水稻种植面积的逐年递增，舒纲
举深感单打独斗力不从心。

2013年，他与同村好友朱建军等7人
组织成立了建业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他们在本镇双江村、梁沙河村及棋梓桥镇
连云村等地，累计流转耕地2000多亩，其
中能够种植双季稻的水田居多。

这么大的生产规模，仅靠合作社7个
股东的人力、财力、机械设备还是不够，运
作起来比较吃力。2017年，舒纲举又与
村民陈荣桥等 6人成立了荣桥农机专业
服务合作社，整合大家的农机资源和技术

力量，在满足自身生产需要的
前提下，对外承揽农机社会化

服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其
中，刚刚盛行的无人植保机业务量最大，
服务范围达到2万亩。

2019年，舒纲举及其合伙人共同出
资，打造了两个智能化集中育秧大棚，总
面积 300多平方米。这是目前最先进的
循环式控温控湿的早稻育秧设施，具有省
时、省力、保险等优点，为种植双季稻提供
了有力保障。

截至目前，荣桥农机合作社拥有履带
式旋耕机、高速插秧机、无人植保机、大型
联合收割机等各种农机具、农用车共计
60多台，总价值达 500余万元，实现耕、
种、收、运、烘以及植保全程机械化，粮食
年产量稳中有升。

“粮食生产既要追求产量，还需追求
品质，种得出、销得脱、有钱赚，环环紧扣，
缺一不可。”舒纲举深谙其中道理。近几
年，他一直紧盯市场需求，有选择性地种
植优质稻、特色专用稻，并实施“稻+油
菜”“稻+绿肥”的轮作模式，提高耕地收
益、增强耕地肥力。合作社与湘潭县一家
米粉生产企业签订了糯稻生产协议，还与
雨湖区一家种业公司签订了优质稻生产
协议，每年订单生产面积达数百亩，实现
互利共赢。今年，又与湘乡市一家粮食加
工企业签订了1000亩优质稻生产订单。

同时，舒纲举把社员们生产的订单外
粮食全部收购过来，开辟产、加、销全产业
链，让部分亲友和邻居参与经营，共同致
富。

愿与乡邻同富裕

从常规田间小拱棚育秧，到智能化控
温控湿大棚育秧；从操作小型犁田机、大
型收割机，到操作无人植保机、掌控新型
抛秧机等，以及所有这些农机具的维修保
养，舒纲举都很擅长，他亲力亲为，不做

“甩手掌柜”。
这些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合作社产

销两旺，股东、社员们的年收入都很好。
另外，合作社每年需要在当地雇请 20余
人劳作，支付劳务工资10万元左右，其中
约一半落在原建档立卡贫困户身上。

舒纲举及其合作社还坚持为周边20
多户低收入、缺劳力的村民免费育秧、插
田、耕地、收割，如果按价收费，每年累计要
3万多元。夏秋季节需要从涟水河、石狮江
抽水灌田，每年花费电费1万元以上，全部
由合作社支付，沿途村民散种的稻田可以
免费取用，这也是一项受人夸赞的义举。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这些年的打
拼，舒纲举实现了“种粮专业户”的目标，
并带领周边部分村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
道路。今年，我市实施乡村振兴“双新”工
程（建设新农村、培养新农民），同时加大
了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性支持力度，舒纲举
种粮的积极性再度升温，又一次性购置了
4台新型抛秧机。

今年“五一”节，61岁的成秋谷也没歇
着。站在自己那300来亩黄桃园边上的那
栋正在改造的分拣车间里，身着格子衬衣的
他并不怎么显眼。不熟悉的人甚至很难把
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老汉同“1117亩的特色
林业示范园和6个种植基地”联系起来。

“我准备把这个分拣车间面积拓展到
200来平方米”，一脸平静的成秋谷手指轻
轻比划着，“通过封闭式管理，提高卫生管
理水平，达到提升产品质量的效果。”这也
是老成打造“集旅游、科普观光、休闲、油
茶、水果采摘、体验、婚影、文宣、康养于一
体”的现代林业特色园区计划中的一小步。

成秋谷是湖南省模范退伍军人，也是
韶山市宏发花卉苗木合作社的董事长。
1983年退伍回乡后，他喂过猪也养过鸡。
2010年，他牵头成立了韶山市宏发花卉苗
木合作社，先后投入资金3500多万元在银
田茶厂旁边的荒山上发展花卉苗木产业
和黄桃产业。5年前，偶然的一次外出学
习让他萌生了做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
游的梦想。

“当时，我们到台湾去学习家庭农场
的做法。”成秋谷说，他刚一去就被那里的
农业模式惊到了，“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喂
鸭养牛和种庄稼，人家硬是弄得很高级
——里面种养殖的无公害农产品价格不
菲却仍倍受青睐，而且游客进园参观一次
最低的收费都要 180元！”他感叹，现代农
业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韶山是伟人故里，每年接待游客2000
多万人次，让人可惜的是能留下来“过夜”
的却寥寥无几。守着家乡并不逊色于外
地的绿水青山，为什么乡亲们还难以发家
致富？成秋谷在琢磨着。

他开始建设占地 3700平方米的停车
场，购置 3600米轨道运输车、600立方米
组装冷藏库，为示范园和种植基地配置道
路指示牌；他开发黄桃采摘游、休闲体验
游，还请来副市长直播带货，去年收入达
30余万元；他开辟花果观赏游、科普教育
游，赏花人数每年超过 10万……“暂时还
没有达到盈亏点，不过也只有几十万元的
差距了，”虽然也承认干得确实“有很难”，

但军人性格的成秋谷仍努力朝前看，“栽
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因为深感自身资金的短缺，成秋谷目
前正在着手招商引资，以期加快他的观光
休闲农业建设。当然，他最感到棘手的还
是客源引流问题。“来韶山的游客再多，引
不过来也是白搭！”为此，他一方面积极向
政府有关部门汇报，主动融入银田镇“美
丽乡村示范片区”建设；另一方面，他也在
一步一个脚印地加强基地的基础设施建
设：今年准备改造硬化3公里园内道路，另
外在园区3公里主干道上加装路灯。他希
望在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能“引流”成功，
这样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虑如何提升
游客的体验感上，争取来一个，留一个，甚
至还可以带来一串。

“这是一盘大棋，下活了，对周边居民
农产品销售和民宿、餐饮等的带动作用是
无法估量的。”成秋谷说，“关键点是如何

‘引流’，一子活，全盘皆活！”
这是成秋谷的梦想，也是全村乃至全

镇人的希望。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家
住湘潭县排头乡雄山村的王玲，原本只是茶
花的“发烧友”，没想到10个年头下来，他竟
沉迷茶花市场不能自拔，今年还投入三四十
万元开展了湘潭本土多色茶花的培育和生
产。

“五一”前，刚从浙江宁波购买茶花砧木
回来的王玲，一直待在湘潭县易俗河镇谷洪
村的大棚基地里整理苗木。趁休息空档，他
和我们聊起与茶花结缘的故事。

今年 35岁的王玲毕业于华中农大动物
科学与医学专业，后来一直在家从事生猪养
殖业。“为搞好猪场绿化和处理猪粪，我开始

接触桂花树、茶花树等绿化苗木。”王玲说，
最开始是网上购买茶花树幼苗自己栽培，因
其花色多，品种多，一接触便爱上了茶花。

通过QQ、微信等网络平台，王玲慢慢结
识了全国各地的茶花之友。每年，王玲花在
购买各种茶花树的费用达 2万多元，期间还
学会了茶花嫁接技术。

钓鱼穷三年，玩鸟毁一生，唯有养花永
相伴。王玲爱茶花，尤喜多色茶花。“这株三
色茶花树开白色、大红色和粉红色三种花，
通过观察叶片便可看出。”在梅林桥的大棚
茶花基地，王玲蹲在一株茶花树前说，多色
茶花是山茶花中的极品，是茶花之友的最

爱。
而培育多色茶花产品，一直是王玲心中

的梦想。
2019年，王玲到了花木之乡浙江宁波奉

化区。“花木之乡名不虚传，一步一景皆是茶
花。”王玲说，当时茶花市场低迷，而奉化茶
花砧木遍地，他发现了这里的商机。

凭借十多年茶花圈子积累的人脉和资
源，王玲经营起了茶花砧木生意，而且一炮
打响。“2020年，广州一个客户陆续订购了
20多万株茶花树，交易额近100万元。”王玲
说，自己没想到过“玩”茶花会玩这么大，而
且茶花砧木生意给他带来了第一桶金。

茶花砧木生意的第一桶金，让王玲离梦
想又近了一步。

“虽然很喜欢茶花，但是一直不敢轻易
涉足茶花培育和生产。”王玲说，在湘潭“玩”
茶花有点“孤芳自赏”的感觉，但后来遇到了
市林科所的一位专家，让他找到了知音，也
进一步坚定了他内心培育多色茶花的想法。

市林科所专家介绍，花卉产业是我市绿
色富民产业，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但是当
前我市花卉产业品种结构单一、科技含量
低，亟需转型升级。因此，研发培育具有湘
潭特色的花卉产品，引领大众消费，做大做
强花卉产业正是目前努力的方向。

2021年初，王玲租下梅林桥现代农业示
范园的19亩大棚基地，购进了2万多株茶花
砧木，开启了多色茶花的培育和生产之路。

“再过 10多天，这些茶花砧木就可以开
始嫁接了。”交谈中，王玲露出了自信的微
笑，他说今年多色茶花产品的订单已达 60
万元，他相信自己的这条路是走对了。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万望林在水
府庙景区连续搞了 5天的扶贫产品展销，
这位新晋湘乡市劳动模范在“劳动节”没
有休息一天。返乡创业以来，作为湘潭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水府火焙鱼的第五
代传人，万望林将这一农家美味成功推向
市场，并带动200多户人家增收。而今，他
将“火焙鱼”成功的经验复制推广到更多
的农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水府火焙鱼就是将新鲜的刁子鱼去
除内脏后，通过腌制、晾晒、蒸煮和烘焙熏
制而成。水府庙库区的农家都会做，流程
大同小异。由于没有统一的制作标准、包
装及品牌，一直未能走向市场。这道美味
变成了当地农家的家常菜，偶尔用于馈赠
外地的亲友。

2015年，辞职回棋梓桥发展的万望

林，决定将家传手艺发扬广大，成立了湖
南水府农产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规
模化、标准化生产水府火焙鱼。一方面，
他借助专家的力量制定产品标准、规范生
产流程、研发新品种；一方面他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闯市场，产品远销广东、
贵州等地。

经过几年打拼，水府火焙鱼已形成刁
子鱼、水府四宝、水府桂鱼、水府棍子鱼、
水府银鱼、水府风味鱼等系列产品，曾连续
两年获省农博会金奖和名优特产品。2020
年，水府火焙鱼销售 800余吨，实现收入
2000多万元，带动周边 200多户渔民换一
种方式“靠水吃水”。万望林还成立了非物
质文化传习所，闲暇时间传授技艺，目前已
传帮带60多人。

水府火焙鱼的成功，让万望林萌发了

更大的“野心”。
去年，在湘乡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

下，他在湘乡城区开设了湘乡市消费扶贫
产品展销馆，集中推销湘乡的农特产品，
目前进馆展销的产品有 300多个品种，涉
及30多家企业和专业合作社。

为快速打开市场，万望林一边依托水
府旅游资源带动线下销售，一边成功移植
了水府火焙鱼线上销售模式。“除拍摄短视
频推广以及直播带货外，还专门开发了线
上销售平台，近期将投入运行。”心思活泛
的万望林还和朋友一起，创作了一首名为
《我们同行》的歌曲，激励更多农户和企业
与他一起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向前奔跑。

4月28日，在2021年湘乡市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万望林被授予

“劳动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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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我拼搏，辛勤耕

耘，书写着“乡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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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府鱼“火”了
湘乡劳模万望林以“火焙鱼”创业致富助乡邻

湘乡记者站 何兴安

王玲：将爱好“玩”成了事业
本报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田应秋

成秋谷：我有一个梦想
本报记者 吴新春

编者按

王玲（左一）和茶花专家观看嫁接的多色茶花树。
(本报记者 王希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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