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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阳红薯种植园收获正忙，而在告
成镇北沟村，村民李国宾正在红薯育苗
大棚里忙活着翻叶、压壤。这是他多年
来摸索出来的“独门秘诀”：压壤后，把
上面的枝从根上掰掉，过段时间上面会
新发出好几个小枝，就这样经过不断培
育，红薯苗慢慢长大、越来越多。

李国宾育的红薯苗不是普通的红
薯苗，常年来，他一直坚持培育原种
苗。“只有这样的苗长出来的红薯才口
感好、形状好。”他介绍，寻找好的品种
苗非常不容易，他种红薯、育红薯苗已
有十几年了，为追求适合本地的好苗，
每年都要多方打听，省内省外多地买
原种苗，回来之后自己先小面积试种，
产量高、口感好的他才开始育苗，其间

也经受过几次挫折。
后来，经朋友介绍，李国宾联系

省农科院购买了试管脱毒苗，他又将
试管苗扩繁成原种苗后才大面积种
植。“脱毒原种苗比没有脱毒的苗产
量高 30%到 50%，口感好，薯形也
好。”经过多年的摸索，李国宾的育苗
技术愈来愈成熟，有了自己主打的好
品种：西瓜红、哈密、国税 1号、紫罗
兰等。现在他建有 5个育苗棚，每年
培育100多万棵苗。

“口碑比啥都强！”李国宾说，“我
培育的苗成活率高、产量高。每年一
到春天栽红薯的时候，附近种植农户、
农场负责人都来我这儿买。一天最多
有150多人来薅苗。”

“以前我家里生活困难，老大孩子
生病住院花了不少钱。前两年乡里领
导和俺村支书到家里跟我说，有个‘富
牛贷’扶贫项目，我通过这个贷款买了
几头牛。现在已经由原来的 5头发展
到 15头了，每头牛赚个三五千块钱不
成问题。”提起“富牛贷”，登封市石道乡
西窑村史老康感激地说。

“富牛贷”的助力，让史老康顺利摘
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如今，他还依靠40
年的养牛经验，在养殖和销售上帮助其
他村民。

石道乡西窑村地理位置比较偏远，
属省级贫困村，是一个回汉群众交错居
住的村落，全村共有 333户人家，其中
贫困户 63户，大部分村民都是以种地

和养牛为生。
“农村养牛不用啥成本，年轻人都

上班去了，老人在家能养牛，妇女在
家也能养牛，即能照顾孩子，又能致
富，比打工强多了。”提起村里人养
牛，西窑村支书曹兰英谈起了自己的
看法。

养牛是石道乡的特色产业之一。
为发展这个产业，2018年，石道乡与农
商银行合作，通过推出“富牛贷”这一普
惠贷款产品，支持群众养牛，探索金融
助力脱贫的路子。

史老康等第一批尝到“富牛贷”甜
头的村民，带动了西窑村广大群众的养
牛热情，许多村民都跟着申请了“富牛
贷”，通过养牛开始脱贫致富。近年来，

石道乡西窑村十几家贫困户借力金融
扶贫的“富牛贷”实现脱贫致富。

“石道乡有养牛的传统，富牛贷是
专门为石道乡创新的金融产品，可以滚
动使用，带动了一批贫困户脱贫致富。
优惠两免一保，财政贴息，最高可贷 5
万元，可以 3年内循环使用，目前石道
乡富牛贷存量 34户 120多万元。”农商
银行石道支行信贷副行长李名扬介绍。

随着养牛户的增多，西窑村还成立
了牛旺合作社，从各个方面对养牛户进
行扶持和帮助。村民史乾和以前是贫
困户，因患病花了不少钱，生活困难，看
到史老康通过养牛摆脱贫困后，他也申
请了“富牛贷”。在合作社的帮助下，经
过努力，史乾和卖了牛还了欠账，他准

备明年再扩大养殖。
近年来，登封市结合石道乡养牛产

业、君召乡香菇种植产业、颍阳镇智慧
养猪产业、大金店养羊产业和蔬菜产业
等，与农商银行、农业银行合作，创新推
出“富牛贷”“香菇贷”“黑猪贷”“小企业
简式贷”“金燕快贷通”“巾帼创业贷”“党
员先锋贷”“旺农贷”“惠民贷”“税银贷”
“科技贷”“云电贷”等线上线下普惠贷款
产品，研究推出扶贫小额信贷“六个一”
模式，强化产业支撑，充分发挥小额信贷
支持产业发展政策效果，累计实施带贫
企业 18家、带贫合作社 1家，带动贫困
户 5008户，促使贫困户通过扶贫贷款
支持参与产业发展脱贫致富。
登封融媒记者 吴迪 朱耀辉

咱们一起奔小康咱们一起奔小康

红薯丰收季 甜蜜飘香时

深秋，正是红薯采收季节。站在登封市
颍阳镇杨岭村和庄红薯种植园农田里，红薯
收获机轰鸣着，一垄垄的红薯破土而出，工人
们跟在后面一边捡拾一边装袋……

登封市秋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今年4
月入驻登封，和庄红薯种植园是该公司的第
一个项目。总经理王德强说，在镇政府、村
两委共同支持下，和庄村流转土地300多亩
进行集中经营，与河南省农科院、河南农业
大学进行技术合作。这里的地质很肥，种出
的红薯格外甜，目前红薯种了340亩。计划
今后把红薯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采收方面，和庄红薯种植园利用机械
和人工有机结合，打秧机首先把秧打好，晾

晒一天，然后红薯收获机把红薯刨出来，工
人们再把红薯捡到袋子里装车。这些天有
70多名附近的农民在这里工作。用工上，
种植园优先考虑周围村里的贫困户。颍北
村5组的贫困户王云玲就是其中一位：“来
这里干活儿，一天8个小时60元，一个月挣
个一两千块没问题，离家很近很方便。”

王德强介绍，这里的红薯有两个品种，
西瓜红和商水19，“西瓜红”口感好，主要通
过公司在郑州的渠道销售，“商水19”直接
供给外地粉条厂加工。销售上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利用郑州巨大的
市场销货，另一方面通过公司的自媒体团
队在电商平台全方位销售。

“富牛贷”带富养牛人

在颍阳镇蒋庄红薯加工点，拖拉机
的“突突”声、红薯磨粉机的“轰隆”声交
织在一起，来的农户排队、称重、磨粉，
工人们忙着将磨好的粉放在池子里：冲
水、清洗、沉淀……好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这里的土地适合种红薯，方
圆十里有几千亩红薯，为给农户提供方
便，4年前，我购买了红薯磨粉机。现在
正是出红薯的时候，每天磨粉的量很
大，一天磨七八万斤，能持续一个多
月。”蒋庄村红薯加工点负责人齐永民
说，除了磨红薯之外，他每年还会收购

几十万斤红薯，生产近4万斤纯红薯粉
条，卖到新疆、西安、北京、郑州等地，很
受用户欢迎。

据了解，登封市耕地主要分布在
丘陵地带，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非
常适宜红薯的生长，种植的红薯由于
块形好，口感纯正，深受人们的喜爱，
红薯常年种植面积达4.2万亩。目前，
登封市的茶亭沟红薯等已成为“地理
标志”农产品，一些散户生产的红薯粉
条也是非常畅销。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文/图

精心育苗培育好薯

红薯加工促农增收

红薯基地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