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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权 ：

把荒山变成“绿色银行”
通讯员 周 洪 文/图

“群众选我当代表，我就应该做好
模范带头人，带领群众增收致富，一起
把日子过得更好。”巧家县炉房乡人大
代表夏德文多年如一日扎根农村、履职
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人大代表的初心
使命。

作为乡村致富带头人，他耐心肯干、
用心实干、细心巧干，致力于改变农村贫
困面貌，当好乡村振兴“领头雁”；作为人
大代表，他认真履行职责，始终秉承“人民
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宗旨，不
仅把代表职务看作一种荣誉，更是当成一
种责任。

养牛过上“牛”日子，
闯出致富好路子

走进炉房乡炉房社区养殖户夏德文
经营的肉牛养殖场，远远便听到牛舍里传
来此起彼伏的牛叫声。宽敞的牛舍内，一
头头毛色发亮、膘肥体壮的西门塔尔牛正
悠闲地吃着草料，夏德文正在牛圈里忙着
清理牛舍、添置草料。

夏德文是炉房社区人，前些年经济来
源主要依靠种植、经营和
承接一些工程。一个偶
然的机会，夏德文发
现养牛是一个致

富的好项目，便滋生了发展养殖业的想
法。于是，他一边从互联网等渠道学习肉
牛养殖及防疫技术，一边了解政府扶持
养殖业发展的政策。他在摸索过程中发
现，要实现规模化发展，建立一个规模化
的养殖场很重要，当时炉房社区党总支
牵头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建了占地
1000 多平方米的养牛场，正研究该如何
开展经营时，恰逢夏德文把自己想发展
养殖业的想法和村“两委”干部进行了沟
通，双方一拍即合，随即炉房社区党总支
将养牛场按照合作社相关规程转交给夏
德文经营。2020 年 5 月，夏德文接手经
营养牛场后，从山西忻州市定襄县高家
村购买了 212头西门达尔牛。

刚开始养殖的时候，由于缺乏养殖
经验和技术，养了 3个月，牛还瘦得皮包
骨头，于是他在养殖上积极探索，刻苦钻
研养殖知识和实用技术，多次到曲靖、玉
溪、昆明、上海等地进行养殖培训，在肉
牛的品种改良、圈舍建设、母牛增量扩繁
等环节上细心研究。2020年 12月，夏德
文被认定为云南省科技特派员。

在夏德文的努力下，合作社目前已
建成标准化牛棚 3 个、管理用房 3 间、生
活房 2间、母牛生产间 3间、饲料棚 2个，
并分别设置了值班室、消毒室、疫病防疫
栏、青储饲料池、水池、粪污处理区，还配
备了搅拌机、收割机、耕地机、撒料车、装
载车等设备。

“养牛最主要的是保持圈舍干净、定
期做好防疫、草料充足，说到底就是要勤
快，要边干边学。”夏德文边干边说。

“看到我养牛有了不错的收入，许
多群众也有了养牛的想法。对真心养
牛的群众，我会把我的经验教给他们，
让他们也跟着我的步伐富裕起来。”致
富不忘乡亲，在实现自身致富的同时，
夏德文还充分发挥养殖大户的“传帮
带”作用，动员周边群众也从事肉牛养
殖和繁育，通过合作社积极向群众宣传
相关政策，组织群众进行肉牛养殖和防
疫培训。

此外，为了保障养殖场草料供应，夏
德文向周边村民流转土地 600 余亩种植
草料，每年可为周边村民增加 18万元土
地流转费，还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充分
发挥产业基地以农带农作用，促进部分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
重困难户等群体稳就业稳增收，同时带
动炉房乡 2000 多户 7800 多人的肉牛养
殖有机循环发展，让许多村民从“新手
小白”成长为“养殖能手”，共同踏上养牛
致富路。

探索培育草莓产业，
带动村民实现“莓”好“钱”景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夏德文还带
领村民大力探索发展草莓种植。在他
的带领下，当地群众的增收致富路越走
越宽广。

走进炉房社区石丫口片区和底里村
石板河一带，映入眼帘的是满山坡排列整
齐的大棚，大棚里一垄垄翠绿的草莓秧苗
长势喜人，一颗颗鲜红欲滴的草莓在绿叶
的映衬下格外耀眼，散发出阵阵果香，令
人垂涎。村民们正挎着篮子在田垄间穿
梭，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车……现场
一片忙碌的景象。

石丫口片区的草莓种植基地是由夏
德文于2023年带领村民探索建立的，由巧
家县玉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经营
管理，采用“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公
司+农户”的发展模式，从2023年初开始种
植，主要是“蒙特瑞”和“圣安”两个品种，4
月初开始采摘，采摘期可持续到年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23年，夏德

文带领当地村民试种草莓380亩，一年下
来，在夏德文的精心指导和管理下，每亩
产量3吨，每亩产值近2万元，经济效益可
观。今年，炉房乡新增草莓种植面积
1000 余亩，加上去年种植的，总计 1400
亩。草莓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
是前期的种植还是后期的采果都需要大
量工人在基地里劳作。基地平均每天用
工300人左右，在这里务工的当地村民每
人每天可挣100元，目前草莓基地已为当
地村民提供350个就业岗位。

“村里有了草莓基地，我们在家门口
就可以打工，不仅每天有 100 块钱的收
入，还供一顿中午饭，很划算。”谈及草莓
基地带来的实惠，村民们喜上眉梢。

在夏德文的带领下，炉房乡的产业由
传统农业向经济高效型农业转换，探索培
育新兴产业，近两年，草莓产业已成为拉动
炉房乡经济增长和带动百姓增收致富的重
要方式，推动了炉房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代表带好
头，群众有奔头。几年的人大代表生涯，
这位在实施科学养殖、带头示范、指导群
众学科技中的典型人物，将朴素的情怀与
人大代表的职责融合在一起，把帮扶困难
群众走向共同富裕作为最大的追求。

“要想富起来，必须将产业发展放在
首位。”夏德文把发展农业产业视为强村
富民的关键，结合炉房乡实际情况，积极
向上争取资金，全力推动炉房乡农业产业
发展，解决当地群众务工增收难题，让他
们在家门口实现就近就业务工增收，得
到了村民的高度认可。

夏德文：奋斗在乡村振兴道路上
通讯员 叶春梅 文/图

漫山遍野的桃树。

丰收让王廷
权满脸喜悦。

“乌蒙大山桃”。

夏德文在草莓基地。

牛儿满山坡牛儿满山坡。。

8 月，镇雄县罗坎镇
军备村寨子村民小组的

“乌蒙大山桃”又上市了！
对，“乌蒙大山桃”又上市了！在这

之前，6 月份就采摘上市过一次，9 月份
和 10 月份还可以再采摘上市。这些不
同月份采摘的桃子都叫“乌蒙大山桃”，
分别为 4个不同的品种：早熟黄桃、黄金
玉、秋桃、献桃。

这 4个品种的桃子都种在军备村白
水江边镇凤二级路的一座大山上，共
500 余亩。从山顶到山脚海拔相差 360
米，每相差 90米的海拔区域就种植一个
品种。这 4个品种分别在不同月份成熟
采摘上市，6月份上市的是早熟黄桃，现
在上市的是黄金玉。

一

蓝天下，绿意盎然的桃树种满山
坡；桃树上，是一个个套了深褐色油纸
袋的桃子，这种纸袋在 4 月份至 5 月份
之间就给桃子一个一个地套上了。桃
子的主人王廷权告诉笔者，套袋是为了
保护桃子果肉不被蚊虫叮咬，同时起到
保温的作用。 500 余亩桃树，每亩 40
棵，虽然初产期得控制挂果数量，每棵
树只能保留约 50 个桃子，工人们也得
在这座大山上完成百万个桃子的套袋
工作。

撕开袋子，就蹦出了肥硕的黄金
玉。黄金玉是 4 种桃子中个头最大的，
半斤左右一个，最大的可以达到 8 两。
王廷权说，根据目前的长势，桃子两年
后可进入丰产期，届时亩产可以达到
4000 斤，而黄金玉则可达到亩产 5000
斤。按照现在每斤 8 元计算，两年后这
里将产出 1600万元的收益，王廷权信心

满满地说：“3 年以后，我要让这里的每
户乡亲每年因桃增收 1万元。”

这里的桃子主要销往北京、上海、
浙江、广东一带的高端市场，黄金玉可
以卖到每斤 16 元。黄金玉能卖出这么
高的价钱？尝一尝您就知道了，它和 6
月份上市的早熟黄桃一样，从皮到肉
都是一个颜色：金黄色！笔者咬下一
口，甘甜的桃汁沁人心脾，桃肉肥厚，
每一口甜都是时间的积累和岁月的沉
淀。从皮吃到核，整个过程感受不到一
丝酸味。

二

王廷权是军备村寨子村民小组人，
2000年，15岁的王廷权还没上完初中就
外出务工，一路摸爬滚打，经过近 20 年
的努力，他在浙江业有所成，成为浦江
豪亿领水晶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云
南商会副会长、广东省云南昭通商会副
会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农业专家方
聚雪，其对种桃很有研究。联想到家乡
镇雄县罗坎镇军备村特殊的气候和环
境条件，王廷权萌生了回乡种桃再创业
帮助乡亲们致富的念头，于是邀请方聚
雪到种桃特别成功的山东、河南等地多
次考察，同时请方聚雪到军备村实地考
察，勘研土质、化验土壤、检测水质、研
究气候，引选了 15 个品种的桃子到军
备试种，最终优选了早熟黄桃、黄金玉、
秋桃、献桃 4 个品种，流转寨子村民小
组 500亩长期闲置的荒山种植桃树。

2021 年 7 月，王廷权鼓励寨子村民
小组的部分乡亲入股 15万元，注册了镇
雄舍造福传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2 年 9 月，注册了“乌蒙大山桃”商标
品牌。

三

别看现在漫山遍野的桃子挂满枝
头，当初，可没有多少人相信他能够成
功，家里人也强烈反对。

当初王廷权面对的是一片荒山！
这种“荒”不仅仅是没种植作物，更是
缺土！有的地方是薄薄的一层土，有
的地方甚至岩石裸露。他最大的支持
者——寨子村民小组组长雷思齐告诉
笔者，这山上的有些地块，甚至是从其
他地方拉了很多土来覆盖上的；这山上
20%的桃树，属于在岩石间种植成活
的。有人甚至感叹：“桃树的生命力真
顽强，岩石缝里都长得出来！”

除了土，缺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王廷权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
高。”他在 6公里外的另一座大山中找到
了极好的水源，用管子把水引下大山，
引到白水江经过的谷底，再从谷底将水
抽引上去，浇灌桃树。

为了实现标准化和规模化种植，王
廷树请了多名外省专家前来指导，根据
山的走势“坡度南北向”，种桃“必借东
西光”等民间谚语，明确了种植方位、布
局、株距、行距。“您看，这些桃树主枝
的开口方向，是不是几乎都是一样的？
王廷权面带笑容地问道。”

针对早晚和四季温差较大而出现
缩叶病的情况，专家们帮助探索出手工
给桃树刮皮灌注农药治根的办法；针对
土壤营养不足的情况，分冬春两季按期
给桃树施肥；另外，用石灰涂抹树干、用
石灰水喷洒桃枝，每月坚持给桃林松土
锄草……从种植到现在，外省专家几乎
每个月都要来对工人进行一次培训，并
针对桃林生长及挂果情况给出管理意

见建议。
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桃子，就像

王廷权一样具有韧性。最初他和雷思
齐走进寨子村民小组的每一户人家，
劝说他们流转土地、入股种桃，他这样
给乡亲们承诺：桃苗种下去后，第二年
成活率达到 95%以上，第三年树干直
径达到 3 厘米，第四年开始挂果，第五
年初产。

今天，肥硕的桃子挂满枝头，头上
淌着汗水的王廷权在他的桃林里绽放
出灿烂而幸福的笑容。

四

问及种桃和做水晶哪个更苦，王廷
权说种桃苦多了。截至目前，王廷权已
经在这片桃山上投入了 500多万元。

按照家人的说法，以王廷权在浙江
的成就，他完全可以不必回家再操这份
心了。但王廷权说，他想给乡亲们带来
一个能够共同致富的产业，这片土地生
养了自己，他得反哺和回馈自己的家
乡。“人得有份社会责任感，得让自己的
人生更有价值。帮助乡亲们富起来是
一件特别幸福而有意义的事。”

现在，“乌蒙大山桃”种植基地共有
近 40名当地村民务工，人均月工资 4500
元。除了流转的土地每年每亩给乡亲
们 500 元的租金外，王廷权每年还拿出
利润的 40%进行分红，其中 20%用于租
金外的土地分红，另外 20%用于本村民
小组人口分红。

蓝得一尘不染的蓝天下，绿意盎然
的桃树上洒满阳光，漫山遍野的桃树正
在茁壮成长。王廷权“叩”开了大山上
的财富之门，为乡亲们在这座大山上建
立了一个绿色而甜蜜的“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