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当年18位“大包干”带头人到如

今新评选出的18位致富带头人，两个

“18”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小岗改革

精神的传承与接力。

□ 记者 徐越蔷/文 周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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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承江 组版李 静 校对刘 军 今日关注

种粮大户程夕兵筹备粮食深加工
程夕兵是小岗村有名的“种粮大户”。2016 年 4 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岗村时，特地来到他的承包

田，仔细询问粮食种植情况。

“2016 年总书记在视察结束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一定要好好干，祝你有好的收成’。”每每想到总书记的

谆谆教诲，程夕兵就心潮澎湃，“我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

嘱咐，多种粮，种好粮。”

“现在种地和过去不一样了。”程夕兵边回忆边说，

一开始他只是帮外出务工的邻居代种，后来实践中发现

进行机械化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地

越种越多，越干越有劲。

看到了机会，程夕兵便搞起了土地流转，规模逐年

扩大。为了把“农业靠天收”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夕兵筹

集了 300 万元建了个农机大院，包括烘干中心、育秧工

厂和农业植保，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全链条。去年10月，

程夕兵还把烘干中心的动力设备从燃料更改为天然气，

尽管成本翻了三倍多，但程夕兵说，“想干就不怕折腾”。

从关注粮食的量，到注重粮食的质，程夕兵从源头

抓起，用好种子，种出好品质。“传统的粮食种植利润不

大，优质稻比普通杂交稻每亩少产 200 斤左右，但品质

提高了，一亩地反而多挣两三百元。”

粮食安全、有机大米、粮食附加值……接受记者采

访时，这些词汇，频频从程夕兵口中说出。显然，他已从

传统农民转变成为了一名敢想敢干的“新农人”。

“我已经建了一家小型米厂，‘小岗村程夕兵大米’

的品牌已经注册了。”程夕兵说，现在他正在积极筹备粮

食深加工，打造小岗自己的品牌，更长远的设想是“从种

到收，到加工，到餐桌，拉长粮食产业链，实现一条龙服

务，让消费者吃上绿色放心粮食产品 ”。

养殖户殷玉荣做循环生态农业
在水泥厂打过工、送过快递、跑过运输，但殷玉荣一

直不甘心。看到小岗村发展得越来越好，她按捺不住

了，“想回家发展，闯出些名堂。”

在农村，养殖业通常是创业首选，殷玉荣也有自己

的想法，“规模化经营才能发展好。”敲定主意后，一直在

外打工的殷玉荣便回到家乡开始了创业之路。

“万事开头难，我以为养猪容易入门，后来才发现有

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前三年基本都是光投入没有产出。”

自 2012 年办起了养猪场后，她在摸索中学习到了各种

养猪规律，猪苗的成活率大大提升。2015年，殷玉荣的

净利约四万，有了稳定的客户和销售渠道。2016年，殷

玉荣迎来了养殖事业的全面开花，赚了五六十万。

“现在养殖业也得用新思维。”如今，殷玉荣开始带

领乡亲们试点稻虾联作模式，在300多亩水稻田旁边的

沟渠里养虾，她还将养猪场的猪粪也利用起来，做循环

生态农业。殷玉荣检查刚出生的小猪

程夕兵正在检查田间物联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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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致富能手：用新思维种田养殖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高斌/图） 4 月 15 日，金寨县花

石乡茶产业扶贫车间，一派忙碌景象：师傅们站在大锅边，

熟练地翻炒着新茶，清新的茶香随着手指的舞动在空气中

弥漫开来。

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当地村民陈泽申，他一边炒制新

茶，一边笑着告诉记者：“炒一个小时茶叶就能获十多元报

酬，也可以卖鲜叶，无论是炒茶还是采摘，一天都能赚 100

多元。”

据了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大湾村三年来，该村利用自

身优势，大力实施产业扶贫。流转 386 户茶农 826 亩茶园

（其中贫困户 25 户 72.83 亩），改造提升 276 亩村集体茶园，

实现户均年增收11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13.8万元。

通过茶园管理、茶叶采摘、炒制加工等就业岗位，带动

茶农增收110万元，为贫困户提供就业750个工日，增收7.5

万元；吸引游客观光旅游、采茶制茶体验，发展休闲民宿、农

家乐等，旅游综合收入300万元。

“我想对总书记说，现在的生活很幸福，请总书记放

心！”陈泽申说。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大湾村走

访村民，视察脱贫工作，在陈泽申家的小院里与干群共商脱

贫攻坚大计，给大湾村的乡亲们带来了巨大鼓舞。此后，包

括陈泽申在内的当地贫困户不仅树立了脱贫信心，也不断

夯实了脱贫的根基。

“三年前我家年收入不到 3000 元，2018 年收入达到 4

万元，孙子也在合肥上大学了，过上好日子了！”这4万元是

如何挣到的？陈泽申给记者细细算了一下：在茶厂打工，一

年2万元左右；光伏发电项目，每年可以分红3000元；在村

里当保洁员，每月有 500 元收入；3 亩多农田流转，每亩有

500元的流转费；此外，他还在养鸡养羊，山上种起了天麻、

茯苓等中药材……

不光是花石乡大湾村，整个金寨都在努力让贫困户享

受产业扶贫红利。据了解，该县按照“长短结合、以短为主、

以长带短、以短促长”产业发展思路，围绕“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大力推广“四带一自”和“三有一网”点位产业扶贫

模式。全县初步形成油茶、茶叶、生姜、猕猴桃、中药材等长

效特色种植业基地 47 万余亩和黑毛猪、山羊、土鸡等养殖

业互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形成特色种养业产业村 66

个、74 处扶贫示范基地（其中71个贫困村一村一个）。547

家经营主体参与链接带动贫困户 29101 户，带动贫困村 71

个，联结率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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