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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每亩地只打 60 多斤粮， 春荒扛不住， 就盼着能
吃饱饭……” 4 月 15 日， 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远东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党永富提及 20 世纪 60 年代的粮食
产量记忆犹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年轻的农民党永富第
一次接触到化肥、 化学除草剂时产生疑问： 化肥和化学除
草剂会不会对农作物有啥副作用？ 这个疑问， 改变了他的
人生。 此后 30 多年来， 他一直致力于土壤污染防治技术
研究， 帮农民种好地， 让人民吃好粮， 守护土壤健康， 从
一位普通农民逐步成长为土壤污染防治研究的 “土专家”，
被誉为 “中国农田土壤污染防治第一人”， 成为我国推动
农业节肥节药行动的先行者。

党永富在土壤修复、 农药残留降解、 病虫草害污染立
体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就。 在除草剂残留污染防
治、 肥料减量粮食提质等方面， 研发出一系列的新材料新
技术， 为保障国家粮食及重要农产品安全、 推动我国化学
农业转型升级、 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技术
支撑， 为推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在除草剂残留污染防治方面， 党永富研制出了我国防
治除草剂残留污染的新技术产品———奈安除草安全添加

剂， 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和中国工程
院、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等单位专家对这一新技术进行评
审， 一致认为该技术能够有效解决除草剂副作用产生的药
害和残留， 把除草剂对农作物生长的抑制时间大大缩短，
显著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填补了国内空白， 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 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被国家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
品， 先后在全国 12 个省、 自治区治理因过度使用除草剂
造成的 “癌症田” 2150 多万亩， 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 300
多亿元。

在化肥减量提质增效方面， 党永富研制出微蜜新材料
化肥减量治理土壤酸化板结的技术。 该技术经全国农技推
广中心组织专家在河南等 12 个省、 自治区试验， 化肥减
量提质增效效果明显。 经多年的试验和推广证明， 该项技
术既能保粮食产量， 又能修复耕地质量， 解决了土壤环境
防治和粮食产量增加的两难问题。

2010 年， 党永富开始利用该项技术在西华县开展节
肥节药工作， 从 100 亩方到 1000 亩方再到万亩方。 党永
富告诉记者， 2019 年， 在西华县委、 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和西华县农牧局的具体指导下， 该县节肥节药实施面积
扩大到 10 万亩 ， 2020 年将扩大到 50 万亩 。 在化肥减量
30%情况下实现增产 8%以上， 保护了生态环境， 促进了农
业可持续发展， 带动了贫困户脱贫， 创造了化肥减量、 粮
食增产提质的 “西华经验”， 探索出一条以化肥减量、 农
业增效为前提， 土壤污染防治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引领， 实现精准脱贫和防治污染攻坚战有机结合的绿色健
康农业发展之路。

几十年来 ， 党永富经过潜心研究和反复试验 ， 先后
研制出了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 、 微蜜新材料化肥减量治
理土壤酸化板结的技术 、 中草药替代化学农药拌种剂 、
金不染重金属钝化技术、 炭吸附聚谷氨酸系列技术等八
项相关专利技术及产品。 不仅在国内 ， 在世界上 ， 他的
技术也不断得到重视和推广， 他先后被邀请到印度 、 斯
里兰卡、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 尼日利亚等十多个国
家演讲培训， 推广中国的化肥 、 农药双减量技术 ， 斯里
兰卡等国家甚至将他的技术项目上升为国家战略来推广 ,
党永富也因此成为一些国家的总统 、 总理 、 农业部长的
座上宾。

党永富取得的成就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认可， 先后当选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
全科学院院士、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副会长、
国家农残降解国际专利战略研究首席专家、河南省耕地质量保育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联合国“科学之星”荣誉勋章、国际环境安全一等
奖，被评为 CCTV2014 年度十大“三农”人物、2018 中国农村新闻人物。

今年 3 月 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明确要求，
要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污染防治， 保护好水源和土壤， 开展农业节肥节
药行动， 保证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农产品。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要开
展节肥节药专项行动， 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

党永富表示， 作为新时代农民科学家， 他将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土地上， 为
土发声、 为土代言， 把汗水和心血、 忠诚和理想、 生命和力量， 赤诚无私地奉
献给土地， 为推动节肥节药、 确保土壤安全、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一直奋斗在
路上。

刘天华：土地托管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付永奇

刘天华是我市知名度很高的农民

之一。
虽然他只是商水县魏集镇天华种

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只是我市近千
万普通农民的一份子 ， 但是他曾于
2０１５ 年受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接
见 ， 于 ２０１6 年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汪洋组织的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座谈会上作典型发

言。
在去年央视播出的纪念改革开放

4０ 周年大型电视纪录片 《我们一起走
过 》 第二集 《在希望的田野上 》， 他
的出镜时间有 5 分多钟。

他还是全国劳动模范 ， 我市农业
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长势不错 ， 又是一个丰收年 ！”
４ 月 １４ 日， 在绿海翻腾的麦田里， 刘
天华指着直升机喷施过无公害农药的

千亩连片方小麦告诉记者。
刘天华是 “70 后 ”， 国家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 他家承包了 4
亩多地 ， 从而吃上 了 “白 面 馍 ” 。
2009 年 6 月， 他发起成立天华种植专
业合作社 ， 发展规模化种植 。 2015
年 ， 他联合周口市 28 家优秀农民专
业合作社， 成立周口市天华农业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 大胆尝试， 创新实施
了土地托管、 粮食银行。 目前， 他的
联合社拥有农机 600 多台套和标准化
仓库、 大型烘干设施等， 土地整村托
管 3 万多亩 ， 注册 “聚天华农庄 ”
“天农华业 ” “刘天华农业 ” 三个品
牌商标 ， 已发展为种植 、 管理 、 收
储、 销售、 农机植保服务于一体的综
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去年经
营收入近 3000 万元 ， 分红 380 多万

元， 被评为 “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
范社”。

“现在农村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越
来越多， 留在家的多是一些老人、 妇
女和儿童 ， 从事农业生产力不从心 ，
但因对地有感情， 又不想把土地流转
给别人。 针对这种情况， 合作社提出
‘你在外打工挣钱 、 我在家帮你种
田 ’， 开展土地整村托管服务 ， 收取
种地服务费用 ， 粮食收成全部归农
户， 并把利润分给村集体一部分。 实
行土地托管， 可降低种地成本， 提高
产量 ， 提升品质 ， 增加村集体收入 ，
实现农民 、 合作社 、 村集体三方受
益。” 刘天华掰着手指说。

去年， 合作社托管的土地 ， 小麦

亩均增产 85 斤 ， 大豆亩均增产 65
斤， 夏秋两季亩均增收 220 元 。 土地
托管与土地流转相比， 全程托管每亩
收益高出流转 535 元 ， 合作社通过全
程托管 ， 扣除成本每亩净收入 135
元， 每年合作社土地托管收益 216 万
元。

为解决农民储存粮食的难题 ， 刘
天华成立了粮食银行 。 粮食银行有 3
种存取模式： 一是存户要钱的话， 按
照当时的市场价格 ， 直接支付现钱 。
二是存户活期存粮模式， 合作社支付
农户月利息 5 厘钱。 三是定期存粮模
式， 定期一年， 每市斤加价 6 分钱利
息。 农户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存
粮类型。 凭存折可在合作社服务站任

意网店选购商品， 在与合作社对接的
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也可以支付土地
托管等农资、 农机服务费用。

粮食银行成立以来 ， 土地托管农
户大都在此卖掉粮食或储存。 农民把
余粮存入合作社后 ， 不仅安全放心 ，
而且较好地解决了农家日常粮食储藏

保管等方面不科学和占地等问题 。
“在当地政府帮助下 ， 我们与中储粮
公司以及饲料、 油料加工企业签订收
购协议 ， 大大降低了合作社存粮风
险 。” 刘天华说 ， 合作社粮食银行通
过与土地全托管农户无缝对接， 为农
户提供了运输、 烘干、 储存、 销售等
服务， 彻底解决了农户后顾之忧， 农
户、 合作社都增加了收入， 也提高了
大家的种粮积极性。

闯出来的路总是越走越宽广 。 去
年以来， 刘天华积极主动参与乡村振
兴战略 ， 利用自身优势 ， 采用 “村
委+农户+合作社服务 ” 模式 ， 以村
委会为主导、 农户参与、 合作社提供
服务的全新整村推进的土地托管模

式 ， 让土地托管更具系统化 。 目前 ，
合作社已经和魏集、 固墙、 张明、 郝
岗等多个乡镇的 １０ 多个行政村签订
了整村托管协议， 把 “巴掌田” 变成
了 “黄金地 ”， 既降低了土地投资成
本， 又提高了产量、 价格和产品竞争
力， 一举四得。

“今年 ，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

议时的重要讲话使我备受鼓舞， 我们
一定会好好干， 多种粮、 多打粮、 打
好粮，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带领合
作社社员多增收， 带动周边更多农民
致富！” 刘天华说。

种粮大户盖会章的农场梦
记者 张猛

4 月 13 日， 再次见到盖会章， 记
者发现他有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微妙变

化：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多了个绰号
“收报纸的”， 不善言谈的他突然口若
悬河……一问才知道 ,盖会章曾有个梦
想， 而今离这个梦想越来越近。 他的
那些变化就缘于这个梦想。

“来， 小伙子， 把这报纸拿回家一
份， 晚上好好给爹娘读读， 这都是跟
咱百姓的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的。 报纸
我 都 折 好 了 ， 就 是 这 个 版 的 内 容
……” 当天， 在西华县西华营镇常武
营村， 盖会章拦住村里一位刚从县城
学校回家过周末的中学生这样说。

把报纸交给那名学生后 ， 盖会章
把剩下的一沓报纸折起来夹在左腋窝，
打开车后备箱， 拧开一瓶矿泉水一口
气喝下大半瓶。 “这些天说话多， 嗓
子都快哑了。” 他说着， 打开报纸让记
者看， “这些都是关于 2019 年全国两
会的报道。 群众平时对这些政策关注
得少， 作为最基层干部， 我有宣传好
国家政策的责任啊。 这些天练得口才
都比以前好了…… ”

外界只知道盖会章是种粮大户 ，
其实他还是常武营村的村委会主任 。
盖会章乐呵呵地说 ： “给群众宣讲
2019 年全国两会精神， 能让更多群众
了解到国家惠农好政策。 这样他们就
会自愿把耕地流转给我承包啦。 我这

是公私兼顾啊。” 他笑着说： “这一段
时间我看到报纸就想翻翻 ， 看有没有
这方面的报道， 有了就给他们打个招
呼拿回去发给大家看。 要不大伙儿咋
给我起个外号 ‘收报纸的’ 呢。”

十几分钟， 记者和盖会章来到那
片承载着他梦想的土地。 4 台大型收割
机 、 十几台拖拉机传送机 、 10 亩晒
场 、 能储存上千万斤粮食的 56 间仓
库、 办公楼、 宿舍 、 食堂…… “我这
规模不像美国的农场吗？” 盖会章自豪
地介绍完， 笑着这样反问道。

整齐停放在晒场的农机机械中 ，
有两台东方红大型拖拉机格外引人注

目， 车身明显比别的铮亮， 看上去应
该是刚刚擦洗过。 “这两台拖拉机分
别是 2008 年和 2001 年 ， 我被评为

‘全省种粮大户标兵’ ‘全国种粮售粮
大户’， 国务院、 省委、 省政府奖给我
的， 值二三十万呐。 平时都不舍得用
它， 看着心里就有劲啊。” 盖会章拍着
那两台 “大块头” 奖品自豪地说。

“你看， 咱们现在多幸福， 农民
种地， 国家还奖励咱， 多好的政策啊。
如今， 像我这样的种粮大户种起地来
更起劲了。” 盖会章说， “从电视、 网
络上我也了解到美国农场的发展情况。
那里的农场少则几十万亩， 多则上百
万亩。 农场里还有宾馆、 饭店， 市民
节假日可以去休闲度假， 感受一下田

园生活。 这些都是我所向往的。”
“盖主任这几年经常参加各种活

动， 外出考察学习， 温总理也接见过
他。 他对国家政策和形势了解得透彻
着哩， 是见过大世面的新农民啊。” 盖
会章的农业技术员开玩笑地看着他说。

盖会章接过话茬笑着说 ： “国

家的好政策可不是只让我一个人的

腰包鼓了 ， 你们这几年的收入也不
低啊。”

大家都笑了 ,笑声中充满着喜悦 ，
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有国
家的好政策， 有辛勤耕耘， 相信盖会
章的农场梦不会太遥远。

———记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新陆春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记者 侯俊豫

圆梦在“春天”

最美四月天。眼下，在淮阳县王店乡
北部一个硕大的农业观光园内， 长长的
紫藤花架下， 一串串繁密的紫藤花赶趟
似地竞相绽放，散发出阵阵清香。美景醉
游人。 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络绎不绝。 看
到这样的情景， 作为这个农业观光园的
总舵手———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
周口市新陆春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强回顾近 10 年的创业路， 感慨万
千。

1967 年出生的李强，是淮阳城关镇
苏花园村人，1986 年入伍， 先后任某空
降兵连文书等职， 期间曾荣立三等功一
次。退伍后，他先后从事过建筑、餐饮、销
售等行业。

近些年来， 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力外
出打工，劳动力锐减，许多田地荒芜了。
2010 年， 李强看到众多土地被浪费了，
感到隐隐痛心。 于是，他下决心，多方筹
集资金 2000 多万元， 于 2011 年成立了

志翔专业种植合作社，流转土地 540 亩，
建起了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绿化苗木基
地与林下畜禽养殖生态园。在这里，他林
下养殖生态土鸡 5 万只、 本地地理标志
产品槐山羊 500 只， 有效提升了土地利
用率。 此外，他还建设沼气设施，无害化
处理了畜禽粪便，沼气、沼液和沼渣综合
应用在基地的种植、养殖中。这不但符合
绿色无公害食品生产的规程和生态农业

的要求，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了废弃
物的高效利用。

经过两年多的经营， 尝到甜头的他
对坚持走高效农业发展路子的信心更加

坚定了。
“如何实现农业更大突破和创新发

展”成为他日夜思索的课题。由于当地没
有可参照的样本学习， 他便多次外出考
察，甚至到欧洲一些田园农庄里学习。在
考察中， 他发现高端农业在发达国家或
地区发展得较好，一些风景迷人的山村、

牧场，既保留了传统农业和畜牧业，还巧
妙地将农业生产、手工制作、观光旅游等
融为一体，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而且有
效推动了现代服务业发展。他想，作为旅
游大县的淮阳县， 是农耕文化和寻根文
化的发源地， 适逢太昊陵景区打造 5A
级景区， 创建田园风情的休闲度假胜地
正合时宜。

经过一番详尽的市场考察和深思

熟虑，李强提出了“农业+工业+服务业”
配套发展的模式 ，计划以园区内 “天天
有绿色、月月有花开、季季有果摘”为出
发点，建设农耕文化园、百花园、香草园
3 个形象园和良种示范区、智能育苗区、
设施栽培区、技术教育区、休闲养生区、
产品加工区 6 个主导产业区。

筹划好了，说干就干，这是当过兵的
李强的性格。 2013 年，他四处筹集资金，
在王店乡邻近县城的地方 ， 投入资金
8500 万元，成立周口市新陆春天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建设现代农业观光园。寒风
中，大片大片的迷迭香、紫萱、薰衣草等
花卉争奇斗艳，生机无限。他和他的团队
努力把新陆春天农业观光园打造成豫东

旅游度假胜地的一张新名片。
凭着敏锐的市场经济头脑和善拼敢

赢的工作作风， 李强的梦想在 “新陆春
天” 这片希望的田野里绽放。 由于良好
的口碑和业界信誉， 李强耕耘的 “新陆
春天” 相继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证书、 绿
色食品证书、 有机食品证书等， 被授予
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河南
省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河南省绿
色无公害示范单位 、 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 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等荣誉
称号， 被河南省农业厅、 财政厅认定为
河南省都市生态观光农业七家试点单位

之一。
李强个人也光荣当选淮阳县工商联

副主席、 周口市人大代表， 先后被评为

河南省劳动模范、 河南十大 “三农” 新
闻人物。

荣誉就是责任。 作为一名优秀的企
业家，更要勇于担当其社会责任。李强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家富不算富，
大家富才算富”。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
么做的。

为带领更多的农民致富， 李强联合
省内 34 家合作社成立了河南省新陆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联合社以“新陆春天”
两大基地为依托，以发展绿色蔬菜、名优
粮食、土特产品为核心，采取土地托管、
土地流转、集中经营、品牌发展的模式，
实行统一农资供应、统一质量标准、统一
生产技术、 统一品牌包装、 统一市场营
销、统一信贷担保的“六统一”服务，带领
社员发展生态农业。 联合社通过对社员
的系统培训，提高社员的种植技术水平，
提升产品的质量与产量，以品质优良、品
种齐全长年与大型超市对接，做大、做强

生态农业产品。
不仅如此， 李强在艰难创业的十多

年里，经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先后拿出
50 多万元长期资助 10 多名贫困儿童和
6 名贫困大学生上学，每年为 10 名贫困
准大学生提供助学金， 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赞誉。

面对成绩，李强没有骄傲。 他认为，
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更是一名党员，干
任何事情都没有坦途，要敢于接受挑战、
努力拼搏、坚持再坚持，一定会迎来硕果
累累的季节。

“学着用春天般的阳光心态 ， 把
温暖洒向每一个角落 。 ” 爽朗的李强
最后说 ， 他要带领他的团队 ， 用科学
发展的理念 ， 将 “新陆春天 ” 做成现
代农业的一个金字品牌 ， 让更多的人
在享受生态农业带来健康和愉悦的同

时 ， 为淮阳打造休闲度假旅游区增砖
添瓦。

编者按：今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河南立足打造全国重要粮食生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周口是农业大市、产粮大市，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正稳步推进。曾经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农民，玩起电子商务和网上销售；农村专业生产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一些种粮大户各领风骚———周口正在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加
速推进乡村振兴工程。 本期向读者推荐周口农业战线的几位领军人物，让我们一起领略他们执著追求、拼搏奋斗的风采。

党永富在清查玉米粒数。 记者 刘俊涛 摄 （资料图片）

看到芝麻长势良好，刘天华喜上眉梢。 记者 付永奇 摄 （资料图片）

盖会章 （左）在查看农作物长势。 记者 张猛 摄

情系三农责任编辑：郭坤 组版编辑：刘俊涛 校对：张赟 电话：6199507 ２019年 4月 16日Ｅ-ｍａｉｌ押ｚｋrbgg＠１２６．ｃｏｍ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