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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益常青生物食品级低聚木糖

产量全国第二，年处理玉米芯 10000 余
吨， 每年可为农户增收 800 余万元，每
年可减少碳排放量 1.73 万吨， 相当于
种植 170 万棵树。 ”益常青生物总经理
助理李博介绍。

一头连着生态环保 ，一头连着经
济发展 。 记者了解到 ，提取低聚木糖
后玉米芯废渣 ，变身为有机垃圾还可
应用于菌菇栽培基质 、生物有机肥再
度利用 ， 让玉米芯变身不同形态 ，全
产业链 “吃干榨净 ”，既全面提高玉米
种植产业附加值 ， 增加了农民收入 ，
又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 ，优化了资源
配置。

赤子返乡 创业助“三农”
李尚是 “80 后 ”，身上有着 “工科

男”严谨的气质，他曾在西北工业大学
获得学士学位，又留学法国获得工程硕
士专业学位。李尚一直在寻找与家乡周
口相匹配的创业项目，利用农业“做文
章”。 当了解到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院
长杨瑞金教授，利用农业废弃物玉米芯
提取低聚木糖的技术后， 李尚如获珍
宝，充满了创业激情。

“家之所需，即是前进方向，自我考
上大学的那一刻，就怀抱学成后回家乡
做一番事业的决心。 ”在李尚看来，“这
项技术不仅获得江苏省发明专利金奖、
中国专利优秀奖，而且主要原料就来自
玉米芯。 周口是玉米主产区，玉米芯资
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为公司提
供充足的低成本原料，更可以满足公司
未来发展的需要。 ”

2014 年，李尚返乡自主创业，同年
8 月成立益常青生物并担任董事长兼
总经理。 最初益常青生物的核心管理
团队只有归国的 3 名留学生，他们窝在
办公室里，常常热火朝天地开展技术与

管理研讨，经常一忙就到了深夜。
正是有这样几个善于研究、敢于试

错、热衷突破的青年人，为益常青生物
点燃了高科技发展的引擎。 如今，益常
青生物员工 95 人，研究生 8 人，本科学
历以上人员占 50%以上，拥有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1 项，外观设计专
利 6 项。

立足本地 发展新优势

在我市，以益常青生物为代表的新
兴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今年，市委、市政
府正在大力培育壮大生物可降解材料、
生物医药、智能零部件三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全力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着力
打造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把触角更加
向外、向远延伸。

周口是开放、包容的。李尚坦言，市
委、市政府及开发区党委、管委会的支
持，让企业信心倍增，给了益常青生物
很大的发展空间。 他说，未来随着家乡
不断地发展，海外归来人才、回乡创业
人才会越来越多，星星之火，已成燎原
之势。

“市委、市政府还提出了要做好延
链补链强链文章，推动产品向产业链价
值链中高端迈进。 益常青生物也在拉
长、 壮大玉米全产业链建设上不断探
索，推动产业向绿色、精深、高端延伸。”
李尚说，“这可不仅仅是压力，面对这些
挑战真的很令人兴奋，因为我想我们在
挑战面前都做好了准备。 ”

李尚谈及未来充满信心，益常青生
物将革新原材料玉米芯的采购方式，建
设玉米芯加工基地，直接为农民提供种
子，并签订玉米芯收购协议，将利润直
接分到农户手里。 随着产业需求量增
大，益常青生物将扩大生产规模，建成
年产食品级低聚木糖 2000 吨， 饲料级
低聚木糖 5000 吨， 企业营收达到 5 亿
元，实现税收 5000 万元。 ②16

益常青生物：玉米芯做出大文章

本报讯（记者 姬慧洋 文/图）“在家
门口就能上牌， 太好了！ 我的电动车从
此有了‘身份证’，防火防盗还能督促文
明出行，真不赖。”近日，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搬口办事处主动协调、积极对接，组
织服务人员进社区， 为辖区居民开展电
动车登记上牌服务， 以实际行动助力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 截至目前， 累计安装
牌照 800 余副，安装工作仍在进行中。

按照事先摸排的情况，搬口办事处
在 8 月 13 日至 8 月 16 日期间，在辖区
德和家园、丰和家园 、盛和家园以及恒
大名都 4 个小区内设置电动自行车上
牌点， 需要上牌的群众携带购置发票、
身份证前往上牌点给爱车领取车牌。 8
月 15 日上午， 德和家园前来上牌的群

众佩戴口罩，拿着所需材料来到现场排
队等候，服务人员耐心地为车主办理登
记上牌业务 ， 讲解电动自行车上牌流
程，认真核对身份信息 、购车手续及车
辆信息等，快速采集车辆信息并为市民
免费安装车牌。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品格，交通安全
有序既是城市 “文明底色 ”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对法律的践行与恪守。 据了解，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搬口办事处为助

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提高电动自行车
上牌率 ，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 、拓展便
民渠道，将电动自行车上牌工作点设置
在社区中 ，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 “就近
办、便捷办”的需求，打通交通文明服务
“最后一米”。 ②18

“家门口”上牌

打通文明交通服务“最后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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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洪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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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史 ，方有志 ，家有谱 。 寻根问祖 ，是中国的
文化传统 。 家谱起源于殷商 ，宋代进入民间 ，明清
以后 ，修家谱渐渐成为风尚 。 家谱 ，延续着家族血
脉 ，更传承着伦理规范 、家风家训 。 为了传承家族
文化 ，增强家族凝聚力 ，名家望族甚至条件一般的
家族都会修家谱 。 按民间风俗 ，家谱一般为 “10 年
一小续 ，30 年一大修 ”。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如
今 ，也许只有在一些乡村 ，还保留着修家谱这一文
化习俗。商水县魏集镇夏寨村就保留了这样的文化
习俗。 夏寨村的村民认为修家谱是件大事，如果修
谱的人没有一定的文化、人望，是很难完成的。在村
民们的建议下，2016 年春天， 夏广耀开始了他的修
谱之路……

一千多个日夜只为一件事

夏广耀 ，夏寨村村民 ，曾任魏集镇教育工会
主席 、固墙镇重点中学校长 、魏集一中副校长 ，曾
被评为 “周口市模范教师 ”“周口市德育先进工作
者 ”。 2002 年退休后 ，回老家夏寨村居住 。 2016 年
春天 ，73 岁的夏广耀听说村委准备让自己帮忙编
修家谱 ，内心是开心的 。 “退休后我还坚持看书练
字 ，乐于写作 。 修家谱是夏寨村的大事 ，同一年龄
段的人文化水平不高 ，我读的书多 ，可以做这件
事 。 ”夏广耀说 。 在夏广耀看来 ，修家谱是一个系
统工程 ，小到一个村落 ，大到十个数十个村落 ，还
可能跨区 、跨市 、跨省去了解情况 ，修家谱的人没
有持之以恒的热情和决心是完不成的 。

从 2016 年春到 2021 年秋 ，他用 5 年时间完成
了夏寨村家谱修编 。 编修家谱急不得 、敷衍不得 ，
更不可乱编造内容 ， 必须要有细心和持之以恒的
耐心 ，这也是为了在工作完成后 ，对祖先和后辈无
愧于心 。 夏广耀每天凌晨 3 点钟起床 ，开始写作 ，
写到早上 7 点左右 ，吃完早饭休息一会儿再继续 ，
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桌前忙碌 ，5 年间他用坏
了 100 多支笔 。为了使家谱更完整准确 ，除了参考
旧的家谱 、 查找地方县志资料 ， 他还给在外工作
的夏姓村民打电话 ，问询基本信息 ，据统计 ，5 年
间他打了 2000 多次电话 ， 每次通话 10 分钟至 1
小时不等 。在他的不大的书桌上放着成摞成摞的
编修手稿 ，书桌的上方挂着他费了很大力气才绘
成的夏寨村地图 。 村里的年轻人听说后 ， 都说
“你弄这干啥 ， 不能吃也不能喝的 ”。 “一天中的
大部分时间都在整理研究 ，有时候生病被迫暂停
修编工作 ，但心里想的还是修编的事 。 ”夏广耀
说 ，为前辈歌功颂德 ，为家族续谱存史 ，是他做
这件事的初心 。

八万多字美善家风代代传

承前为启后 ，念祖为励孙 。 如果把家谱理解
成仅仅是记录家族简史 ，为子孙后代提供起名的
参考 ，那就太低估它的实力了 。 据夏广耀介绍 ，这
次修续家谱 ，秉承前人编写要点 ，为夏氏族人便
于寻根问祖 ，不至各门脉系紊乱 、辈分难辨 、亲疏
不识 。 通过熟识族谱 ，增强夏氏族人的凝聚力 ，或
农耕或经商或做工或从文或从武或官或民都要

各守本分 、公正做人 、团结友爱 、和睦相处 、尽忠
职守为祖先争光 ，为后世当楷模 。 新编修的夏寨
村家谱共分为 17 个部分 ，8 万多字 ，80 多张图 。
编修好后 ，夏广耀还为夏氏家谱起了一个响亮的
名字———“夏氏春秋 ”。 他还拿出来 5 个月的退休
金 ，找人排版 、印刷 ，由于资金有限 ，印了 180 份 ，
截至目前 ，他已经给全国各地的夏氏名人寄出去
了 40 多份 。 “人不能忘本 ，只有铭记祖辈的教诲 ，
自力更生 、立志成才 ，方能不愧对祖先 。 ”夏广耀
说 ，有些姓夏的族人定居外地了 ，他要把这份 “挂
念 ”给寄出去 ，让他们想家的时候看一看 ，让他们
给那些没有回过夏寨的后辈看一看 ，把夏氏家谱
传下去 。

夏寨家谱中 《孝心园 》是夏氏族人感恩先辈 、
传承孝道的地方 。 几千年来 ，孝道为社会最基本
的道德规范 ，子女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 ，备受人
们看重和推崇 。 据记载 ，夏德新系夏信敬之三儿 ，孙桂芹系三儿媳 。 夏信
敬在 1999 年返乡时遭车祸 ，腿部截肢 。 夏德新与孙桂芹在济源某企业申
请提前下岗 ，床前床后照顾夏信敬 ，20 余年从无怨言 ，直至 2019 年老人
病逝 ，村里人对他们夫妇二人无不称赞 。 魏集镇第一初级中学教师夏留
生说 ：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听说夏老师要为村里修谱 ，就想着自己也要
出一份力 。 我会拿着夏寨家谱给我的学生们看 ，让他们知道自己家乡的
文化 ，把家谱传承下去 。 ” “我要把发生在先贤身上的事迹记载下来并传
扬出去 ，彰显他们公而忘家 、恪守孝道 、乐于助人 、精于业务 、踏实本分的
美德 。 ”夏广耀说 。

五百年回眸夏寨人才辈出

相传帝禹死后 ，其子启打破禅让制而即位 ，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奴隶
制国家———夏朝 。 公元前十六世纪 ，商汤灭夏 ，建立商朝 ，夏王族便以国为
氏 ，称为夏姓 。夏启因开国君主之位 ，而被奉为夏姓得姓始祖 。据史料记载 ，
公元一三七一年 ，夏氏族人由山西洪洞枣林村迁入河南项城附近 。 公元一
四九七年 ，又从项城附近迁居至今商水县魏集镇境内 。 夏氏族人在位于商
水县东南边界 26 公里处的汾河岸边建立夏寨村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 ，夏寨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 “连韩坡 ，槐草棵 ；泽蒜窝 ，吃不完 ，晒柴
火 ；踩烂鞋 ，沤烂脚 ，一年四季愁吃喝 。 ” “当时的条件比顺口溜里说的还
差 ，我们那一代人也摸爬滚打坚持过来了 。 ”夏广耀说 ，如今的夏寨北靠魏
集白鹭森林公园 ， 西边依靠汾河而建 ， 全村土地面积 1430 亩 ，7 个村组 ，
430 户 ，1700 余人 。

数百年来 ，勤劳勇敢的夏寨人都在埋头苦干 、奋力拼搏 。 战争时期 ，夏
寨村的夏广忠 、夏广田 、夏广武等人积极投身于保卫祖国的大业中 。 近年 ，
有志青年夏西强 、夏金红 、夏喜平 、夏卫平等也像夏广耀一样奋不顾身投
入教育事业中 ，“父亲不管是作为一校之长还是一名教师 ，总是兢兢业业 ，
踏实苦干 ，凡事都要做出个样子来 。 父亲修家谱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 ，每
次见到他不是在伏案书写 ，就是在收集资料 。 ”夏广耀的二女儿夏喜平说 ，
父亲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她 ， 她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像父
亲一样优秀的教师 。 如今 ，夏喜平梦想成真 ，现任商水县固墙二中副校长 。
在夏寨成长的后辈如今遍布世界各地 ，1983 年出生的夏大澍毕业于美国
波士顿大学 ，如今在美国曼哈顿金融中心工作 ；1988 年出生的夏龙飞毕业
于广州一重点大学 ，如今在深圳著名证券公司工作 ；1994 年出生的夏李鹏
毕业于解放军某陆军学院 ，现就职于沈阳锦州某部……

“夏氏春秋 ”的告成 ，犹如一面光辉的旗帜 ，弘扬夏氏优良传统 ，传承家
训家风 ，激励着一代代夏氏族人 。 “夏氏春秋 ”犹如一盏明灯 ，为后辈指明了
前进方向 。 从此以后 ，夏氏家族人人知其根 ，子孙知其源 。 ②15

轩富伟：带领村民致富的“辣椒王”

他，曾经是一名打工仔，凭借着勤
劳的双手在外地打拼 10 多年。

他，放弃在城市稳定的工作，毅然
决然回乡创业， 开始了从土地里 “刨
金”的日子。

他，创办专业合作社，采取了 “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不断
改良种植技术，更新经营理念，逐步带
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成了附近小
有名气的“辣椒王”。

他， 就是太康县五里口乡轩尧村
党支部书记轩富伟。

公司高管返乡创业

五里口乡位于太康县城西南方

向，是一个农业种植为主的乡镇。 近年
来，五里口乡充分依托土地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不断加大产业调整力度，扩
规模 、建基地 ，重示范 、强引领 ，按照
“一村一特色、一村一品牌”思路，发展
4 个大型种植基地， 即 5000 亩的辣椒
基地 、1800 亩的菊花基地 、1500 亩的
山药基地、500 亩的芦笋基地，“以点带
线、以线带面”持续辐射带动周边乡村
发展、农民增收致富。

轩尧村位于五里口乡西北， 全村
700 多户村民靠种植辣椒走上致富路，
辣椒种植也成为村里的主要产业。 今
年 42 岁的轩富伟是这个村的党支部
书记， 说起辣椒种植给村民带来的变
化，轩富伟高兴地说：“每年的 9~10 月
份是辣椒成熟的季节，到那时，田地里
挂满鲜红的小辣椒， 也是村民一年中
最开心的时候， 小小的辣椒也成了大
家致富的‘香饽饽’。 ”

回顾自己的创业历程， 眼前的轩
富伟若有所思。 2000 年，刚刚 20 岁的
轩富伟和大多数村里的年轻人一样，
背起行囊踏上去南方打工的征途。 在
深圳一家农牧公司， 轩富伟一干就是
17 年。在这 17 年里，轩富伟吃苦耐劳、
踏实能干，从刚开始的公司仓管员，一
步步晋升到业务主管， 再到公司的业
务经理，成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17
年的企业生涯， 也让轩富伟积累了很
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轩富伟在深圳打拼的第 17 个年
头， 也是他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他
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回老家

创业。 “虽然在外干的小有成就，但是
妻儿老小都还在农村老家，一个人在
外始终没有归属感，他无时无刻不在
想念着自己的妻儿老小和乡亲父

老 。 ”说起回乡创业的初衷 ，轩富伟

说 ，他在深圳打拼多年 ，虽然没有惊
天动地的成就，可也积累了一定的管
理经验 ，攒了一些积蓄 ，为他后来的
创业奠定了基础。

随后， 轩富伟把目光瞄向了辣椒
种植。 “有一种辣椒品种非常适合咱
们这个地区种植 ， 这种辣椒辣度适
中、味道又香，而且产量又高，市场需
求量非常大。 ”与轩富伟相识的一位
企业家向他详细介绍了辣椒种植的

利弊 ， 更加坚定了他回乡创业的决
心。 于是，轩富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辣椒种植技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时间查找有关辣椒的种植资料，学习
种植辣椒的知识。

辣椒田里““淘金””

2017 年 7 月初， 轩富伟毅然决然
从深圳辞职，踏上了回乡之路。

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 接下
来， 轩富伟开始着手土地流转的事儿。
轩富伟认为，搞经济作物，有规模才能
有销路，于是，他拿出近些年的所有积
蓄，一次性流转土地 1000多亩。 由于，
当时还没有到种植辣椒的季节，轩富伟
决定先种小麦，第二年 4月份开始套种
辣椒，这样一来，小麦和辣椒的生长期
正好衔接，土地也能充分利用。 同年底，
轩富伟申报成立了“太康县富伟种植专
业合作社”， 并当上了轩尧村的党支部
书记。

终于到了辣椒种植的季节， 轩富
伟每天在辣椒田里忙碌， 同工人们一
起浇水、施肥、除草，轩富伟像关心自
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田里的辣椒苗，
盼望着它们快快成长。 转眼到了盛夏

时节，辣椒终于结出了累累的果实，从
坐果到膨果， 再到慢慢变红， 直到采
摘，轩富伟悬了将近一年的心，终于有
了些许的放松。

看着几百名村民同时采摘辣椒的

场景，轩富伟突然意识到，与辣椒的丰
收相比， 带动这么多乡亲就业显得更
有意义， 这么多村民多了一条家门口
就业的门路， 这不正是自己想要的结
果吗？ 细算这一年来，在辣椒种植基地
做工的村民最高峰时候达到 500 人 ，
常年工人当中， 一年下来拿到三五万
元工资的大有人在， 他们不用背井离
乡，在家同样可以过上好生活。

“我在合作社打工已经 4 年了，每
个月都能赚到 3000 多块钱，我年纪大
了，儿子早逝，老伴又生病需要长期吃
药，去外面干活很不方便，也难找到合
适的活，现在家门口就有活干，还能照
顾老伴儿， 真是非常感谢轩支书给我
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就业机会。 ”村民轩
廷军感激地说。

创业路上愈挫愈勇

“第一年种辣椒虽然有了收成，也
顺利卖完了，但是却赔了不少钱。 ”轩富
伟总结起失败的教训：一是产量上未达
预期，由于自身种植经验不足，施肥、浇
水未能做到恰逢时机 ， 原计划亩产
1000 斤干辣椒， 最终， 亩产不到八百
斤；二是在辣椒采摘时段，缺乏成椒存
放经验， 加之烘干和储存设备不完善，

未能及时烘干存储， 也造成不少损失；
三是由于设备不完善， 辣椒收成以后，
不能进行深加工，销售时不能实现利益
最大化。

面对这些不足， 轩富伟并没有气
馁，而是愈挫愈勇。 因为他知道，不经
历风雨，如何见彩虹？ 经过反思总结和
外出考察学习， 轩富伟决定继续扩大
投资，筹建完善的烘干、加工、存储设
施设备，走向规模化、流程化，实现收
益最大化。

这一年，轩富伟又多方筹资，全部
投进了种植合作社的扩大生产。 功夫
不负有心人。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轩
富伟的种植合作社效益逐年上升，规
模也越来越大。 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
的初心， 把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当作首
要任务， 合作社的土地流转面积逐年
扩大， 带动本村及周边村劳动力上千
人， 并将村内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
纳入合作社进行产业扶贫， 有效带动
贫困户增收创收。

小辣椒成了““香饽饽””

随着轩尧村的辣椒种植发展得红

红火火，更多的村民纷纷加入其中，有
的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 有的举家来
合作社学习种植技术，自己单独种植。

轩富伟不但无偿为村民培训种植

技术， 而且承诺让村民免费使用合作
社的烘干房进行辣椒烘干， 并且兜底
收购所有辣椒， 彻底解决村民种辣椒
的顾虑。

“目前我们合作社种的辣椒有两
个品种，一种是宝银 829 风干椒，村民
种了之后统一回收，全部销往了贵州；
另一种是剁椒， 剁椒是针对湖南一些
剁椒厂家订单种植的， 我们的辣椒品
种好，加工流程科学、质量过关，一般
不用担心销路。 ”轩富伟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经营种植合作社，更大
程度帮助村民致富，轩富伟在五里口乡
政府的帮助下，将自己的种植合作社一
步步由乡级示范合作社， 发展到了市
级、省级示范合作社，并于 2020 年被审
批为国家级示范合作社。这为合作社以
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 该合作社的土地流转规模
已由 2017 年的 1830 亩， 发展到了如
今的 5000 多亩， 采取了 “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改良种植
技术，更新经营理念，逐步带领村民走
上了致富路。 ①6

文明创建在行动

种植基地里的辣椒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