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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刘建
厂） 7 月 8 日，走进夏邑县北岭镇朱厂
村，一座座大棚鳞次栉比，远远望去，
像一层层翻滚的白色海浪。在大棚里拨
开绿油油的西瓜藤，就能看到圆滚滚的
西瓜。

正是大热天，朱厂村的瓜农们准时
到村委会二楼的教室里听课，老师讲得
神采飞扬，农民听得津津有味。县农广
校高级农艺师李存义老师说：“利用下午

1点到4点半这段空闲时间，组织瓜农进
行集中培训。”农民们都是带着问题来
学。批发商对西瓜品质要求很高，传统
种植方式难以适应，县农广校开设了质
量安全课程，专门教授农民如何节肥节
药，大家热情特别高。

村民张学习承包了20亩地，管理40
个西瓜大棚，都是新品种。张学习说，
作为种瓜“新把式”，刚开始种的时候，
浇几茬水，施多少肥，容易得哪种病虫

害，他都不懂。经过培训，张学习的担
忧消失了，他的手机会定期收到县农广
校的培训短信通知。农广校为瓜农量身
打造培训课程，专家老师把生产中遇到
的问题当授课内容。“幸好老师讲过蔓枯
病的初期症状，我及时发现，避免了损
失。”张学习说，他种的“早佳 8424”
西瓜品质好，一亩地能收入1万多元。

北岭镇高度重视科技应用在农村农
业生产的重要作用，以科技引领产业高
质量发展。创新载体、强化培训，以品
种与技术创新结合为着力点，支撑产业
发展促农民脱贫增收取得良好效果。该
镇连续 3年被评选为“市、县科技工作
先进单位”。

加强农民科技宣传培训。依托县农
广校积极举办种、养、加科技知识讲座
和培训班，在朱厂村、孙后寨村建设了
科技培训站点，科技服务辐射全镇。去
年以来，该镇开展科技下乡35场次，组
织举办技术培训班58次，培训技术人才
1850 人，资金与技术扶持贫困户 406
户；“走出去、学进来”，邀请省、市农
科院专家教授深入现场指导瓜农生产；
组织种植户、合作社、经济能人等到山
东寿光、浙江台州、河南许昌及周边县

市参观学习，为推广应用新技术、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朱厂村王毅力，仇庄村
梁宏伟、王满想，孙后寨村孙坚等通过
科技培训成为大棚西瓜、葡萄等产业的

“土专家”和“农秀才”，全镇有 100多
名科技人才办起了合作社，20多名成立
了公司，300多名成为种植大户。

以科技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该镇
实施了“一二三四五”工程，即“一带
两路三园四基地五目标”，大力发展特色
农业，形成了“一村一业、一村一品”。
目前，全镇大棚8424西瓜、青椒种植面
积 3.8万亩，大棚 6.3万个，优质葡萄种
植 7000亩，优质油桃种植 500亩，大棚
8424西瓜改良栽培示范园 200亩，大棚
矮化冬枣 400亩，温室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 200亩，农业观光采摘园 26个，专业
种植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156个，年经济
效益达7.2亿元。全镇技术能力创新和区
域竞争力的提升，有力地推进了全镇经
济高质量发展，赢到了市、县领导的肯
定和上级业务部门的表彰。在孙后寨村
文化广场成功举办夏邑县首届“中国西
瓜之乡”文化节，省、市、县30多家媒
体和中央电视台争相报道。

北岭镇：科技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北岭镇在举办农民培训班。去年以来组织举办技术培训班58次，培训技术人
才1850人。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说起改革开放40年来自己亲历的变化，让我印象最
深的是汽车的变化。这么多年我与汽车结缘，自己从盼
车、开车、修车到现在售车，见证了汽车的变化及其带
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
提高。

我自幼爱车，爱到痴迷的程度。但对汽车的形状、性
能、作用等，只能从老师口中和大人的描述中了解。所以
很小就想跟汽车打交道。

1984年，我初中毕业，父亲带着我从事世代传承
下来的水煎包生意。虽说跟着父亲干生意，可心里时
时想着开汽车。当时汽车少得可怜，我能见到的汽
车，就是农村打场、犁地用的四轮拖拉机。一有空，
我就四处寻找小四轮，看到四轮车，不管是谁家的，
摇着火，上去就开。自己没有驾驶经验和技术，有几
次把四轮车开进了沟里，即便如此却不愿意放手。随
着开车次数的增多，加上自己的悟性，逐步掌握了四
轮车的驾驶技术。

我真正接触汽车是 1984年 6月，堂哥在开封买了辆
旧吉普车，让我把这辆车从开封开到兰考。其实我只会
开四轮车，从没开过吉普车。要是搁到现在，打死我也不
敢开。可那时就是爱车，天不怕地不怕，我随口答应。

坐在吉普车上，我熟悉方向盘，踩油门，松离合，按照
四轮车驾驶方法，一口气把汽车从开封开到兰考，真正体
会到了开汽车的感觉。

自己学会了开车，就想着啥时候能拥有自己的汽
车。于是我就跟父亲商量，能不能买一辆汽车，让我来
开，跑运输要比卖包子赚钱快。父亲看我说的在理，就
答应去青岛购买解放牌汽车。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着。当
时谁家能买得起汽车，既可以跑运输赚钱，又是富贵身
份的象征。

汽车买回家，我就跟父亲请求开汽车跑运输。父亲

考虑到我年纪小，聘请了专职司机，让我跟车学习。跟着
司机师傅跑运输，我舍不得离开汽车，便吃住在车上，最
长的时间一个月不下车，只换衣服不洗澡，就连汽车的座
椅都被我弄得黑乎乎的。

与车打交道的时间越长，我越发喜欢汽车，也想在汽
车修理上搞点名堂，多赚点钱。1987年，我边跑运输边开
办修理厂。修理厂请来的是开封一汽修站的师傅，师傅
修车我就在一旁看，时间长了，我也成了修车的行家。汽
车出了问题，我听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知道哪里有毛
病，怎么维修，换啥配件。

随着社会的发展，买车的人越来越多。我又想着在
县城设立汽车销售点，方便大家购车。1996年，我注册
成立了夏邑县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当时是全县第一家。
2008年，我在全省县市级汽车销售点首次设立长安汽车
4S店。2009年，我成立了全省首个客户俱乐部。从汽车
的维修、保养等多方面给客户提供服务和交流平台。每
年销售汽车都在1000辆以上，且年年呈现递增态势。销
量连续10年蝉联全省县级4S店汽车销售第一名。

据县交警部门统计，夏邑在县内入户和县外入户的
小轿车、面包车已突破 10万辆，与 1984年相比，增加了
1000多倍。今年春节，杨集镇在深圳的打工仔刘辉开着
沃尔沃汽车回家过年，惊讶地对同学说，咱夏邑可了不

得，百万元的越野车在这里黯然失色，院里的宝马、奥迪、
路虎、奔驰、法拉利比比皆是。

夏邑小车多有三大基础：县北王集、车站、杨集、刘店
集、李集等乡镇有数万名农民在外地卖烟酒或在家从事
食用菌生产销售，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夏邑人，开百万元
以上好车回家过年的大部分都是这些农民；县东火店、北
镇、韩道口、孔庄、太平等乡镇有数万人从事医药、医疗器
械销售和宫灯、旗穗生产，他们开着小车跑遍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县西南罗庄、马头、济阳、中峰、业庙等乡镇，有
数万户农民走出家门，跑遍全国卖羊毛衫，有了钱就买小
车。2008年以来，罗庄乡每年在我这里购买的小面包车、
小轿车都在百辆以上。

我作为一名汽车爱好者，从爱汽车、开汽车、修汽车
到销售汽车，亲历并见证了汽车从高不可攀走向农村、进
入寻常百姓家。车型、性能的不断变化，人们对车的需求
变化以及商用汽车带动物流的快速发展，不正是改革开
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方式转变、生活水
平提高的缩影吗？

话 说 汽 车 看 变 化
苏 忠 口述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苗育才 整理

7月8日，夏邑县城关镇郭楼村评选出来的好婆婆、孝子孝媳参加表彰
会。近年来，该镇着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村开展评选表彰孝子孝
媳、好婆婆活动，引导村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 苗育才 摄

夏邑县王集乡新庄村坐落
在美丽的巴清河畔，村内有
一位叫王小留的农家媳妇，
她尊老敬老的事迹伴随着清
澈的河水潺潺流淌，传遍了
十里八乡。

7月 9日，记者慕名采访了
年过半百的王小留。她不善言
谈，憨厚诚实，十五年如一
日，无怨无悔照顾婆母，以孝
行诠释着人间大爱，感动着身
边的每一个人，赢得了乡亲们
的称赞和尊重。

15 年前，婆婆鹿秀芝害了
一场大病，留下了后遗症，下
身瘫痪，双目失明，生活不能
自理。“婆婆年纪大了，最喜
欢吃俺给她做的荷包鸡蛋和手
擀面条。”王小留介绍说，今
年 80岁的婆婆有三子三女，都
在外务工，因工作较忙不能
经常在家，她便主动承担起
了照顾婆婆的重担。端茶喂
饭 、 洗 澡 擦 身 、 端 屎 端 尿 ，
她都毫无怨言。“冬天，她把
老 人 抱 到 门 口 晒 太 阳 ； 夏
天 ， 天 天 给 她 婆 婆 擦 身 洗
澡。就像亲闺女一样。老太
太掉到福窝里了。”邻居王大
平老人羡慕地说。由于老人
患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常
把儿媳叫“老张”，王小留也
不 生 气 ， 笑 笑 说 ：“管她叫
啥，只要老人高兴就行。”

婆婆瘫痪了，最让王小留
犯愁的就是老人的大小便，由
于老人饭量大，又爱喝水，白
天好办，夜里不知道要起床多
少次。“我和婆婆商量，只要
一想大小便，就用棍子敲一下
床头上的脸盆，听到响声，我

就马上跑过去。”不过，这个办法也有失灵的时候。有一
次，小留听到响声，便丢下手里的活跑过去，可老太太怎
么也解不出来，急忙找村里的医生来看，诊断半天也没查
出什么毛病。突然，老太太像个孩子似的噗嗤笑了：“俺根
本就没病，就想找个人说说话。”忙得满头大汗的王小留既
生气又心疼。自那以后，她便格外留心，经常把婆婆用轮
椅推到人多的地方，找人陪她聊天。在家庭经济比较困难
的情况下，还给老人买来了一部唱戏机，经常给老人播放
戏曲，排遣寂寞。“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孝顺老人，
这是应该的。老人开心，就是我最大的快乐。”王小留高兴
地对记者说。

看到记者前来采访王小留，乡亲们一下子围了上来，
齐声夸赞，“王小留孝顺婆婆，十里八村没得比。”“前年，
小留的父亲去逝，老太太哭着闹着要找儿媳妇，她只好白
天去为父亲守孝，傍晚赶回家照顾婆婆，这么孝顺的儿媳
妇真是少见。”十多年来，王小留一直这样照顾着婆婆，已
将婆婆当成了亲妈，母女连心，谁也离不开谁。眼下，鹿
秀芝精神很好，面色红润，屋内干净整洁，没有一丝异
味。王小留已成为当地村民评选好儿媳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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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记者慕名来到刘店集乡回乡创业青年贾威佳家庭
农场采访。农场设在县城北三环西段路南，路边一块“锦绣水果
采摘园”招牌格外醒目。大棚里的火龙果正在收摘，鲜红的火龙
果像一个个小火球，映红一个个大棚。前来观光采摘的游客络
绎不绝。

正在帮助游客挑选火龙果的一位中年妇女是贾威佳的妈
妈，说起儿子创办家庭农场的经历，她满腹酸楚。

去年秋季的一天，贾威佳在果园剪点枝条育苗，天气突变，
顷刻间下起了倾盆大雨，因没提前做好抗涝准备，大棚里灌满了
雨水泥浆，贾威佳慌忙拿铁锹挖沟排水，刚剪下来的枝条还没来
得及收拾，他光着脚不知道踩了多少根枝条，枝条上的刺扎满了
脚底板，贾威佳每走一步后面就有一个血脚印。忙完后用针挑
出来100多根刺，疼得他一个星期无法走路。

刚过而立之年的贾威佳，说起种植火龙果，两眼放光，充满
自信和希望。

2015年去广东打工的他，在一个火龙果种植园吃到一个自
然熟透的火龙果，味道非常清甜。据果农介绍，销往北方的果子
要在七八成熟的时候就得摘下来包装，因要长途运输，还要在货
架上摆几天才销售到顾客手中，所以果子就不那么新鲜甘甜
了。“我当时就萌发出一个想法，这么好吃的果子在家乡是否能
种植呢？也好让我们北方人吃到正宗的自然成熟的火龙果。”回
来后到山东临沂一家火龙果种植基地考察，尝到当地自然成熟
的果子，居然比南方的果子味道还要好，甜度更高。临沂果农说
因为水果糖分的积累跟昼夜温差有关系，北方昼夜温差比南方
大，同样种植管理出的果子更甜。这就更坚定了他要在老家种
植红心火龙果的信念。

说干就干，2016年秋，贾威佳再次赴广东，学习种植及管理
技术。回来后，父母一百个不赞同，亲戚邻居也纳闷，这是南方
物种，在北方能种活吗？他信心满满地说：“不仅要种活，还要让
它开花结果。”

最令人难忘的是 2016年冬季，一场强冷空气突袭，当天傍
晚下起了暴风雪。贾威佳担心天气太冷冻坏火龙果苗，当天便
住在了大棚里，外面-13℃，大棚里-8℃，被窝像冰窖。“那一夜
我一分钟都没合眼，也正因此，我记录下了火龙果树的最低耐寒
温度。”贾威佳回忆说，因天气寒冷迟迟不见发芽，妈妈担心万一
冻死了，不仅十几万元投资付诸东流，还会被人嘲笑。慢慢地，
妈妈变得少言寡语，经常对着火龙果苗发呆。直到第二年2月，
有一天妈妈从大棚里出来，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高兴地说，有
很多火龙果苗开始发芽了，这时一家人的心才算放下来。

火龙果在北方一年可以开七八次花，果子成熟也分茬，采摘
时期长，三年可进入盛产期，每亩年产火龙果达5000斤，现在市
场价每斤20元，亩收入10余万元。“去年初步挂果，今年第二茬
开花有 1000多朵，没有虚花，一个果按 1.2斤计算，这茬就可采
摘1200斤。”贾威佳激动不已。

眼下，贾威佳占地 10亩的家庭农场常年种有奶油草莓、红
心火龙果、百香果，套种有羊角蜜瓜和 8424西瓜。火龙果正逢
成熟采摘期，主要面向水果超市供货和游客观光采摘。忙时可
安排十余人就业，带动一部分贫困户脱贫致富。谈到下一步打
算，贾威佳说：“俺现在已经掌握火龙果的种植技术，要把这个技
术推广给有志返乡创业的青年，让大家多一条致富的路子，让北
方更多的人吃到自然成熟的火龙果。”

贾威佳

历尽艰辛办农场
文/图 本报记者 韩 丰

贾威佳的妈妈看到儿子创业成功，满脸笑容，充满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