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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花油”鼓起村民“钱袋子”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肖涛

“武书记，我今年想种 5 亩谷子，你
看中不中？”看到沿着山路行走的大木
厂村第一书记武新建，正在收割菜籽的
66岁村民王麦官高声询问。

“咋不中？去年让你种你不种，后
悔了吧！”“可不是 ，我去年种玉米、小
麦，一年下来才挣了几百块钱。我听许
新霞说，她去年种了 3 亩谷子，卖了 5000
多块钱。我后悔死了，没想到村里搞的

‘米花油’这么挣钱。”
武新建告诉记者，大木厂村山、岗、

平地各占 1/3，灌溉条件差，农业生产基
本上是“望天收”。2018 年春季，无梁镇
党委组织相关人员先后到河南省农科
院、安阳市农科院、洛阳市伊川县、新密
市乱石坡（贫困村）考察，学习了“春谷
油菜”种植模式。随后，大木厂村流转
耕地 370 余亩，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采
取“油菜花+谷米”种植模式，形成春季
赏花、夏季榨油、秋季收谷、冬季碾米的

“米花油”经济发展模式，亩产增收 600
元至 800元。

“2018 年，无梁镇种植谷子 600 亩，
涉 及 大 木 厂 和 观 上 两 个 村 ，开 播 墒 情
好，风调雨顺，谷子长势喜人。尤其是 7
月下旬，天气酷热干旱，谷子抗旱、耐瘠
薄的特性充分体现，亩均产量 500 斤以
上，每亩收入均在 1000 元以上，共带动
20 户贫困户增收。9 月份，在农业专家
的指导下，大木厂村播下 500 亩‘双低油
菜籽’，形成了农业循环经济，一年四季
耕地不闲。”武新建说，村里成立了大木

厂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并依托旅游
公司建立加工厂，注册了“禹田米语”这
一品牌，统一收购村民种植的谷子等，
深度加工，包装上市。

在该村德龙农产品加工厂，记者看
到村民种植的谷子在 3 台石磨的碾压
下，变成了金黄色的小米，然后经过杂
粮色选机装进了一个个真空包装袋内，

卖给游客。
“我们在恒温的情况下生产的石碾

小米，保留了小米的营养和香味儿。”大
木厂村德龙农产品加工厂的负责人刘
书亭骄傲地说，很多游客品尝石碾小米
后，纷纷拨打包装袋上的电话购买。短
短一年时间，刘书亭以每公斤 20 元的价
格卖出了 2万多公斤石碾小米。

资源变资产，增收有产业。对于未
来的生活，大木厂村人充满希望。坐在
新盖的房子前，年逾七旬的王光越说起
村里的变化，感慨万千：“过去，大木厂
村 住 土 洞 的 群 众 不 在 少 数 ，因 为 啥 ？
穷，盖不起房。如今，在村、镇领导的帮
助下，大家都脱贫了，腰包都鼓了起来，
日子会越来越好。”

每到春夏之际，路边随处可见的蒲
公英开始飘扬。很多人把这种不起眼
儿的植物当作玩物看，大木厂村的贫困
户任铈兴却依靠它脱贫致富，而且解决
了 9名贫困人员的就业难题。

5 月 18 日，记者来到任铈兴创办的
禹州市铈兴具茨山蒲公英茶加工厂时，
厂里机器轰鸣，热气腾腾。厂房外，四
五名工人坐在小马扎上，飞快地舞动双
手，将杂草从一堆蒲公英中清理出来，
然后把蒲公英放入盆中清洗、消毒。

“我们都是村里的贫困户，平时按
季节采摘各种野草、野菜，然后来厂里
进行加工，一个月能赚 1500 元。”村民刘
国钦介绍。

在加工厂的墙壁上，记者看到一张
“铈兴具茨山蒲公英茶加工厂扶贫就业
名单”。这张名单上共有 9 人，他们都是
因缺乏技术、因病等致贫。

闻声出屋的任铈兴将记者一行迎
进屋。在这间集办公室、展厅于一体的
房屋内，陈列着近十种包装的花茶，既
有主推的蒲公英茶，又有刚研发出来的
车前草茶、绞股蓝茶等，价格在 30 元至
200元不等。

“我创办蒲公英茶加工厂，起因是
外孙喉咙发炎。”任铈兴说，2014 年，他
被确定为贫困户，以种地为生。后来，
在上海的外孙因为喉咙发炎，女儿任婷
婷经常在网上买蒲公英茶。为此，任铈
兴自制了一些野生蒲公英茶给孩子喝，

没想到效果很好。女儿同事喝这种茶
后，好评如潮。

“我在网上买的蒲公英茶，50 克要
200 多元。要不咱家开个保健茶厂吧，
反正有的是不要钱的原料。”听到女儿
在电话里劝说，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任铈
兴觉得这是个创业的好项目，决定试试
看。

2016 年春季，满山坡的蒲公英钻出
大地后，任铈兴便发动乡亲采摘，并以
每公斤 3.4 元的价格收购。那一年，任
铈兴利用 1000 余元收购来的蒲公英，制
茶 50余公斤，净赚 20000 余元。

任铈兴从大山里、荒野里看到了脱
贫致富的希望，找到村委会，提出了扩大
再生产的计划。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干
部一边帮其联系工商部门，积极与镇里
协调，开具相关的厂址计划及各项证明；
一边带着任铈兴先后到信阳、驻马店等
地方学习手工炒茶技术、销售技巧和蒲
公英的规模种植技术。2018 年 4 月底，
任铈兴的蒲公英茶加工厂正式投产。

“村民从山上采摘的蒲公英大概有
2500 公斤，6 公斤湿原料炒成 0.5 公斤干
茶，生产出来的蒲公英茶供不应求。今
年，我在家门口种了两亩蒲公英，割了 3
茬儿，制成的干茶有 500 多公斤，赚了不
少 钱 。 明 年 ，我 准 备 扩 大 规 模 ，种 10
亩。”任铈兴说，一年多时间，他挣了 20
多万元，生活有了奔头儿，想再大干 20
年。

5 月 18 日，大
木厂村德龙农产品
加工厂内，村民种
植的谷子正被加工
成小米。

许昌报业全媒
体记者 徐鼎烨摄

种销蒲公英，年赚二十万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肖涛

5月18日，在任铈兴创办的蒲公英茶厂内，任铈兴向记者介绍其生产的蒲公英
茶。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 徐鼎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