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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拖累家庭，更不想拖累社
会。”这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
苴力镇栗子园村委会腊木柏残疾同胞毕
怀中最初的梦想，他的梦想实现了，如今
的梦想是“我富不算富，全村富才是真
富”。

毕怀中 5岁时，因打针伤到坐骨神
经而落下终身残疾，靠一条腿跳着读完
小学，又跳着到10公里外读完初中。尽
管残疾给他带来诸多不便，毕怀中却没
有自暴自弃，初中毕业后，他便开始在家
里学习养鸡。

18岁时，为了不给家庭造成负担，
毕怀中主动提出与哥哥分家，不要房子、
不要田地，只要自家的自留山，搞起了生
态养殖。一开始还顺风顺水，上山后的
第三年，他的土鸡养殖规模就已经达到
了2000多只。眼看就要有不错的收益，
养的鸡却得了综合病毒感染，3 天内，
2000多只鸡死了只剩下 3只母鸡，他的
土鸡养殖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毕怀中没有因此自暴自弃，而是远
赴山东、河南等养鸡大省学习养鸡技
术。学成归来，他以仅存的3只母鸡，再
加上借来的一只公鸡起家，又继续着他
土鸡养殖的美梦。他一边养鸡，一边在
山地里种上冬桃、甜杏、核桃等果树。高
度重视土鸡常见疾病的诊治及防疫技
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山林放养的土
鸡品质极佳，常常是鸡还没养大，就被顾
客预订一空。

种养殖技术逐渐成熟后，为了让周

边群众也能共享他的种养殖技术，2011
年，毕怀中成立怀银农家土鸡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为社员提供优质低价的脱
瘟鸡苗、果木树苗，并免费提供种养殖技
术，还包销商品鸡，给社员们带来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

合作社社员也从成立之初的 9户，
发展到了目前的50多户。2015年，逐步
摆脱贫困的毕怀中主动退出了低保。他
认为，虽然自己身带残疾，却并不比别人
差，靠自身努力依然能活得很好，现在他
应该把“低保”名额让出去，让给那些比
他更需要的人。

如今，毕怀中不仅自己摆脱了贫困，
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产业带头人、致富

能手，带领乡亲们发展特色种养殖业，一
起发家致富。

说起毕怀中，在当地人人翘起大拇
指。苴力镇栗子园村委会塔乜苦村的罗
新章，在毕怀中的影响下，于去年11月，
在自家广种薄收的山林地里，开始养殖
土鸡，目前养殖了 1300多只，不久将可
以上市。

说到毕怀中，罗新章敬佩之情无以
言表，“毕怀中不仅摸索出了一流的种养
殖技术让人敬佩，而且，最让我敬佩的
是，他的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创业精
神。”

毕怀中富了，还常怀感恩的心，带着
乡邻致富。他感叹道：“自己从无到有，

首先与多年来各级的关心支持帮助分不
开，其次，只有靠自己的苦干实干，不断
进取，人穷但不能志短，自力更生才能脱
贫致富！”

最近几年，毕怀中在带动乡村发展
产业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事业，
他当选了腊木柏村村民理事会成员，积
极参与调解和服务工作。2018年 3月，
在村里修筑机耕路中，所占的村民耕地
实行“零赔付”，他自己的耕地被占得最
多不算，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参与调解，
使村里7公里的机耕路如期建成。

这些年来，毕怀中单腿战贫困的事
迹四处传扬。他先后4次获得了州县两
级政府授予的“自强模范”称号；2次获
得县委授予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7年，他相继被表彰为“云南省光荣
脱贫户”“大理州光荣脱贫户”。

几年来，通过种养殖，毕怀中家的收
入明显增加，去年养鸡收入达7万多元，
经济林果收入达 3万元，家庭生活质量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他为理事长的怀银
农家土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土
鸡养殖规模也不断扩大，去年每户养鸡
收入均达3-4万元。

对于未来，毕怀中还有自己的打算，
把合作社年孵化 8 万羽鸡苗的孵化基
地，扩建成年孵化 20万羽的孵化基地，
扩大养殖规模，把活鸡、土鸡蛋卖进更多
的大型农贸市场。同时，再建一条宰杀
线，利用互联网把鸡蛋和白条鸡在网上
销售。

（光明日报）

今年 9月，家住广东省博罗县新围
村的残疾人黄秀群，面对女儿的大学录
取通知书心乱如麻，每年上万元的费用
一下子上哪儿去找呢？

就在黄秀群为难之际，惠州市爱之
家电子加工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陈自良给
她递上了3000元钱。“你安心工作，我给
你想办法。”他说。
同样是残疾人的陈自良，2014年在博罗

县残疾人联合会的帮助下自主创
业，带领 3-4个残疾人为外贸企业组装
电子产品。吃过求职时被人撵出来的
苦，陈自良深知残疾人就业不容易，决心
好好干。

创业之初，博罗县残联副理事长王
文辉带着陈自良去县里的企业挨家拜
访，寻找订单。当他遇到资金压力时，博
罗县残联前后给予约 10万元的租金扶
持。

凭着“交货及时质量好”的口碑，陈
自良在市场上被尊称为“老陈”，客户订
单越来越多。即使今年疫情防控最吃紧
的时候，陈自良的业务都没受影响。

陈自良的企业从当年的 10多平方
米，发展到 2000多平方米，容纳了 80多
人就业，其中一半是残疾人。陈自良还
为残疾人工友免费提供食宿，吸引了包
括黄秀群在内的许多残疾人来做工，他
们每月能获得2000多元的收入。

陈自良对黄秀群说：“我个人能力有
限，但社会上有爱心的人还是不少，再说
残联、政府也不会不管。”陈自良不但自
己给她捐款，还发动客户给黄秀群献爱
心，加上政府部门给贫困户的教育补助，
今年10月，黄秀群的女儿郑心怡终于跨
进了大学校门。

在广东罗定市罗镜镇水摆村的一间
屋子里，10来个农村妇女围坐在桌边，
有的画线描图，有的用小锤轻轻敲击雕
刀，一块块牛皮上渐渐显露出一个个美
丽的图案。

屋子的主人叫彭锦锋，一个因患强
直性脊柱炎致残的皮雕手艺人。2014
年，彭锦锋上网时偶然发现在牛皮上雕
刻花纹的图片，立即就被吸引住了，他买
来工具、原材料，跟着视频自学。一年

后，勤奋的他接到了第一张订单。
随着他的手艺越来越好，找上门来

的客户也越来越多，有的要求做刀鞘，有
的要求做手包。彭锦锋便在村里招工，
亲自培训，一起做业务。

彭翠娟在彭锦锋作坊里已经工作了
三年多，作为熟手，她一个月能挣 4000
多元，比到城里打工收入还高。目前，有
20多个村民在他的皮雕作坊中就业。

“我打算再招 10多个人，把制作工
艺进一步专业化，降低就业门槛，提高工
作效率。”彭锦锋说。

据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统计，截至
今年9月底，广东省城镇、农村新增残疾
人就业人数均已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全
省残疾人就业人口达到29.8万人。广东
省25.3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口已全
部符合脱贫条件。 （壮 锦）

霜降节气刚过，又到了北京密云石城镇黄峪口村蜂农们割
蜜的时节。由于今年天气干旱缺少雨水，当地蜂蜜产量相比往
年减少了一大半。黄峪口村党支部书记饶仕忠表示，将利用割
蜜文化节带动黄峪口村旅游发展，增加蜂农收入。

近日，在黄峪口村惠生养蜂专业合作社蜂场，几个蜂农正
忙着开蜂桶割蜂蜜。一个托盘，一把刀，有十多年养蜂经验的
蜂农，顺着一边下刀，三两下就取出了满挂蜂蜜的蜂巢，蜂蜜晶
莹剔透，垂涎欲滴，“今年的蜂蜜产量虽少，但品质不差。”蜂农
刘长顺端着刚割下来的巢蜜介绍，一吃就能吃出来，今年的蜜
少品质好一点。

割蜜，对蜂农来说是一年辛苦劳作的重头戏。每年从霜降
节气前后开始，割蜜要持续10多天时间。“割蜜是个技术活，不
能割多了，底下要留一半给蜜蜂过冬。”蜂农李占明介绍，割下
来的巢蜜可以直接销售，不少游客还会趁着割蜜时节，带着孩
子科普蜜蜂知识，品尝割下来的新鲜蜂蜜。

深山小村养本土蜜蜂

黄峪口村位于密云区石城镇东北部，密云水库的上游，是
一个典型的深山小村。黄峪口不大，全村共356口人，村民们
世代居住在一条七公里长的山谷内。

深秋的黄峪口村，两侧斑斓的山头上，随处可见红叶美景，
时不时能看到几只黑黄色蜜蜂，飞行起来较敏捷。“这个沟子里
养的都是中华蜜蜂，个头较小。”刘长顺介绍，中蜂个头小，耐
寒，抗病性强，适合山区养殖，意大利蜜蜂个头大，“它俩在一块
儿就打架，不能在一块儿养。”自从意大利蜜蜂被引进中国后，
两者发生了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华蜜蜂数量锐减，处于濒临灭
绝的边缘。

2007年初，有专家曾在黄峪口村考察发现，黄峪口村是历
史上中华蜜蜂主要栖息地之一，复杂的地形和众多蜜源植物，
非常适宜养殖中华蜜蜂。次年，黄峪口村成立中华蜜蜂养殖专
业合作社。在村干部的号召下，不少村民开始养蜂。刘长顺和
李占明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养蜂。

传统养蜂 一年只割一次蜜

在黄峪口村惠生养蜂专业合作社蜂场，30—40公分见方
的“泥桩子”层层叠叠地分布在半山腰上，“泥桩子”上还搭着柴
草编制的“草帽”，仔细瞧，从下边的小口处，时不时飞出来几只
小蜜蜂。

“这是传统蜜蜂养殖法。”李占明介绍，传统蜂箱是用木板
和藤条做成桶，外边糊上黄土泥，可以保温隔热，传统养殖方法
省时省力，不需要人工分蜂，可以自行分蜂，一年四季只割一次
蜜，这样的蜂蜜水分少，割蜜前水分大都蒸发了。李占明表示，目前，合作社有100多个
传统蜂桶，不过，这种传统养蜂法养殖的蜜蜂不耐活，而且产量低。”

近年来，为了增加蜜蜂产量，合作社结合了传统养蜂法和现代养蜂法。蜂场除了传
统木桶蜂箱，还有方形现代蜂箱，现代蜂箱较为常见，木箱子加上巢框就是一个小蜂箱，
封盖后可以随时割蜜。

目前，黄峪口村内有蜂农77户，蜂群2000群，同时合作社覆盖云蒙山区、石城、冯家
峪两个乡镇、13个行政村，发展396社员户，蜂群达到12000群，年产量超过150吨。

作为惠生养蜂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饶仕忠表示，保留这种传统养殖方法，是为了
保留中国传统的蜜蜂文化。近年来，黄峪口村还利用山场资源，建设科普馆，注入蜂文
化，形成了品牌。本土的中华蜂，加上传统的养殖技巧，已经成为黄峪口村一大特色，每
年一到割蜜时节，黄峪口村合作社都会举办割蜜节。10月24日，今年的中华蜜蜂割蜜
文化节在黄峪口村开幕，现场有来自周边的市民近300人参与了活动。

因干旱蜂蜜减产大半 合作社靠旅游增收分红

“今年忒旱，往年一箱蜂得有10斤蜜，今年只有4—5斤。”刘长顺说。
今年，由于黄峪口村所处区域在蜜蜂采蜜时期，缺少雨水，因此蜜蜂的采蜜量大大

减少。刘长顺介绍自家养了60群蜜蜂，往年能产上千斤蜂蜜，今年才产了400斤，减少
了一半多。不远的冯家峪镇都挺好的，只有附近这条沟子，采蜜时期，天气干旱缺少雨
水，因此蜜蜂采蜜少，整个沟子的蜂农普遍面临减产。

“俺们蜂农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有十多年养蜂经验的刘长顺说，年景好的时候最
高一年能达到1500斤，一箱蜂就能产15斤蜂蜜。今年确实是特别旱，一个蜂箱往年放
3—4框，今年都放到了5—6框，年景好按理每箱能达到12—13斤，今年这一箱蜂才产出
5斤蜂蜜。

同样面临减产的还有李占明。李占明除了在合作社入股，自己还养了80多箱蜜
蜂。通常，雨后晴天，水汽蒸发，蜜源植物流蜜，蜜蜂出去采蜜。“花、温度、湿度，缺一不
可，花开得再好，但没有雨水，花也不会流蜜，”李占明说，“去年产1400多斤蜜，而今年
才产了400多斤蜂蜜，减产一多半。”

面对蜂农减产，饶仕忠表示，将利用割蜜文化节带动黄峪口村旅游发展，增加收入，
以此弥补今年蜂蜜减产带来的损失。割蜜节活动当天，合作社通过组织市民参与割蜜
活动总收入上万元，后续将通过利润分红的形式给到蜂农。 （耿子叶）

丛丛菱叶随波起，明湖一片漾新秋。
金秋的清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油

车港镇的菱田之中传来了阵阵歌声，“湖水
清清湖水长，麟湖两岸好风光，夏天呀湖中
青菱吐芬芳，你看呀家乡一片新气象……"
几位身穿蓝印花布衣裳的菱农，稳坐在小
小的椭圆形菱桶中。她们用手缓缓拨动湖
水，驾轻就熟地游走在绿色的“水巷"里，扒
开密密麻麻的菱叶，采撷着一颗颗“躲藏"
在叶下的南湖菱。

一汪湖水、成片绿秧，清风徐来、白鹭
起舞，一切忙碌而有序，幸福的气息如诗般
扑面而来。

百姓腰包鼓 集体奔小康
南湖菱种植历史悠久。1959年7月，

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一只
碳化菱，与现在的南湖菱相仿。经测定，碳
化菱已有约6000年的历史。

多年来，嘉兴人种南湖菱、吃南湖
菱、爱南湖菱，形成了独有的南湖菱文
化。然而，对于嘉兴人来说，水乡采菱
的经典画面，如今在南湖边已然看不到
了。早在多年前，南湖菱的种植地，悄
然从南湖转移到了秀洲区油车港镇。

“我们全镇有 15 个村都在种植南
湖菱，几乎家家户户的池塘里都有。"
跟南湖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油车港镇
农技水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吴桂荣介
绍，油车港水网密布、水质较好，较适宜
南湖菱生长。

每年 9月到 10月，是南湖菱的集中
采摘期。作为“中国菱乡"的油车港，目
前南湖菱种植面积达 5000 多亩，平均
亩产 1500 至 2000 市斤 ，产值 2400 至

3200吨，每亩收入约 3000元。
“南湖菱是嘉兴的特色农产品，每

年入秋后，饭桌上总少不了这道本地
菜。"在很多嘉兴人眼中，南湖菱不仅
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一份独有的记
忆。

拥 有 这 份 情 怀 的 嘉 兴 人 还 有 很
多。于他们而言，南湖菱既是一道菜，
又可以当水果吃，脆生生、甜津津，解渴
又爽口，别有一番风味。

吃的人多了，南湖菱的市场也就打
开了。“卖给饭店、超市农展位、蔬菜批发
市场、小摊贩等，供不应求。"吴桂荣说。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南湖菱产业，去
年，油车港镇鼓励当地农户充分利用水
域转变原有单一水产养殖模式，扩大南
湖菱种植面积，并结合北部地势低洼的
实际，实践发展稻田种菱，使单位面积
产出更多效益。“我们与上级科研、农经
部门合作开展南湖菱'提纯复壮'等科研
工作，通过一系列对南湖菱选种、生产、
销售环节上的规范和提升，进一步促进
南湖菱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吴桂
荣表示。

南湖菱久负盛名，也与其独特的外
形有关。南湖菱又称南湖无角菱，传说
乾隆下江南游南湖时，吃产自南湖的菱
被菱角刺破了嘴，脱口道“小青菱无角
岂不美哉！"皇帝金口一开，第二年南
湖菱便没了尖角，形如元宝，人们便以形

取名“元宝菱"。
而一颗颗南湖菱也恰如一颗颗元宝，

鼓足了百姓的腰包。
干活有劲头 生活有奔头

深夜时分，几个身影出现在了菱塘
里。她们坐在一米长、半米宽的菱桶里，弯
下腰和头，不时翻开浮在水面的菱叶，指甲
用力一掐，随手往后一抛，新鲜的南湖菱就
进了菱桶里。清晨太阳升起时，她们身后
的菱桶里已经堆起了一座绿色的“小菱山
"。

这样的画面，每年金秋时节都会在这
里上演。“为保证菱角新鲜，我们都是深夜
摘菱，清晨往外送。"油车港镇百花庄村种
菱大户李志根谈起种菱的初衷，感慨万分：

“我从1999年开始做南湖菱生意，主要是
从嘉兴收了菱再往高速服务区送。风风雨
雨十来年，什么罪都受过了！"一次，他在
去外省送货的路上出了车祸，“两辆大巴相
撞，我飞了出去，到现在腰里还打着钢板。
"因为做生意，他的左眼也失了明。

后来，菱角越来越难收，加上失明后
外出送货不便，李志根便萌生了自己种南
湖菱的念头。

2009年起，李志根开始了大规模的种
菱生涯。清塘、选种、播种、日常管理、病虫
害防治、采收……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把
关。“最多的时候我种了一两百亩，一年就
可以卖掉100吨。"李志根的脸上露出了
笑容，在他看来，现在的生活稳定多了，“我

今年种了七八十亩，产量约2000斤，应该
能赚个十几万元吧。"

除了出售新鲜的南湖菱，他还采用煮
熟冷藏的方式，将菱角的销售期拓展到了
全年，一年能销售六七十吨。

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但种菱的艰辛也
有目共睹。“赚的都是辛苦钱！"在李志根
看来，深夜的工作不可怕，最怕的就是每年
的台风季，“南湖菱一老就会沉到水里，所
以必须赶在它嫩的时候就摘掉，无论刮风
下雨。有时候台风一来，菱角能吹掉一大
半。"除了辛苦，这还是个危险活。采菱大
多在晚上进行，采菱人顶着头灯，在黑漆漆
的水塘里穿梭，一不小心菱桶就会侧翻。
很多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李志根都披着雨
衣穿梭在菱田里，“帮忙摘菱角的大多是老
太太，我必须确保她们安全。"

对李志根而言，能够坚持下来，最大
的动力便是家人的支持。李志根的大女儿
今年34岁，自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帮
父亲送菱。每天凌晨三点多，女儿都会开
车帮父亲往市区送货，一直忙到早上六七
点，再回镇里上班。“十几年，她至少跑了四
十万公里，车都跑坏了两部。"说起女儿，
李志根除了心疼，更多的是骄傲，“全家人
一起努力，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在嘉兴，像李志根一样坚持种植南湖
菱的人还有很多。张海生便是其中之一。

和很多水乡人一样，张海生祖祖辈辈
都是渔民，他打小就在水里长大，靠打渔为

生。渔民“穿鞋上岸"后，张海生就和家人
一起种起了南湖菱，“从小家里就有人种
菱，耳濡目染就学会了。"

为了生计，他还做过很多工作，打过
渔也卖过鱼，当过搬运工也做过环卫工
……后来，油车港镇大力发展菱业，镇农技
水利服务中心便邀请张海生过来种植南湖
菱，“最多的时候我种了三百多亩，收入比
当环卫工高多了，生活也更稳定了。"

张海生敢闯敢干，没售出去的老菱，
只有他敢剥了壳储藏起来卖。“政府和农技
中心不仅在技术上给予支持，还会帮我联
系市场打开销路。他们是我坚强的后盾，
我就只管放手一搏！"张海生说。

别看他个子不高，但他很能吃苦。开
车、开船、采菱、送货，他都亲自上阵，“这样
能省下不少工钱。"张海生乐呵呵地说，每
年看到菱花一开，丰收的喜悦就涌上了心
头，“只要肯干，小康不难！"

菱角换新颜 生活换新貌

除了多年种植的绿菱外，油车港镇池
湾村种植的红菱，也成了新晋“网红"。
今年3月，嘉兴市农科院在池湾村建立了
南湖红菱栽培基地，由千千生态农场提供
场地和大棚建设，嘉兴市农科院提供菱种
和技术指导。7月下旬，“南湖红菱"首次采
摘上市。

与绿菱不同，南湖红菱是种植在大棚
内的。一般湖荡里种植的南湖菱要9月份

才能上市，而南湖红菱提前了一个多月，
“秘密武器"就是这个可以调节温度的大
棚。同时，大棚内的水相对固定，没有外来
污染源，红菱的品质也得到了保证。

建这些大棚，农场主徐平华投资了近
一百万元。而他之所以敢投“巨资"，是因
为有技术上的支持。2011年起，嘉兴市农
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就开始用南
湖菱与有角红菱杂交，多代定向选育菱壳
红色的无角菱新品种。2017年，南湖红菱
初步定型，选育的新品种形状与南湖菱相
似，但果实颜色已具有粉红的特点。

南湖红菱采摘期较长，从7月下旬一
直持续到10月底，促进了菱农增产增收。

“红菱个头比较大，整体产量也比绿
菱高，一亩可以增产三五百斤。"徐平华介
绍，南湖红菱市场价也比绿菱高，刚上市时
可达88元3斤，“红菱一周可以采一茬，持
续到10月份可采十多茬。估计每亩总产
量可达到2000多斤，每亩效益超2万元。"

菱角变了新颜，百姓的生活也跟着换
了新貌。

除了开出“致富花"，悠悠南湖菱叶田，
也让美丽的油车港镇变成了“打卡地"。“南
湖菱可以吸收水里的颗粒物，有利于净化
水质，让环境越变越好。"吴桂荣介绍，如
今，“菱荡秋色"已成为“秀洲八景"之一，很
多人专门驱车来到油车港镇欣赏菱荡美
景。

生活在这片水乡的人们，祖祖辈辈都
吃着南湖菱长大。于他们而言，每一年的
金秋，是洒在菱田水面上金色的阳光，是菱
桶里红红绿绿的菱角，是苦尽甘来丰收的
喜悦，更是小康路上的奋斗曲。（康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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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种下“致富菱”开出幸福花

“全村富才是真富”
——独腿硬汉毕怀中的脱贫梦

广东残疾人创业奔小康广东残疾人创业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