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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套养小龙虾 开启致富新模式

□本报记者 张晓甫

2015 年，舞阳县姜店乡
殷庄村的贫困学子殷艳涛考上
了河南大学，她在本报举办的

“我要上大学——漯河晚报爱
心桥行动”中得到爱心人士的
资助，顺利进入大学学习。如
今三年过去了，7 月 12 日上
午，记者在手机视频中对殷艳
涛进行了采访。还是那个自信
的女孩，只不过三年前的长发
剪短，显得更加干练了，话语
中透着坚定自信和乐观真诚。

逆境中遇到援手

2015年9月24日，记者在
殷艳涛家中看到，家里仅有三
间瓦房，破败的土坯墙围起的
院落里种植着一些蔬菜。殷艳
涛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在建筑
工地干活时受伤，并患上了偏
瘫后遗症，家境十分困难。拿
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家人为
她的学费发了愁。“关键时刻，
是漯河晚报‘爱心桥行动’给
了我希望，要是没那几千元钱
的资助，我真不知道怎样凑够
学费。”殷艳涛告诉记者。后
来，市民刘女士看到漯河晚报
关于殷艳涛的报道后，还每年
给殷艳涛寄一些生活费。“去
年冬天，刘阿姨专门给我邮寄
了一件棉袄。”殷艳涛在手机
视频里向记者展示了爱心人士
给她捐助的一些衣物等。

勤奋努力成绩优异

在大学里，殷艳涛用优异
的成绩来回报帮助过她的人。

“在这三年里，我经历了很
多，也成长了很多，这些都是
我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殷
艳涛向记者回忆起她这三年的
大学时光。

大一时，殷艳涛加入了河
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
她和同学们一起去山村小学支
教，去各地下乡做调研活动。
后来，殷艳涛进入学校社团管
理层，在此期间，她找到了志

同道合的朋友，也懂得了为人
处事的道理。大学三年，殷艳
涛连续两年拿到了国家励志奖
学金。她还在班级担任学习委
员，和同学建立起良好的关
系。学校组织的 5000 米环校
跑中，她获得了三等奖。在学
校的创新创业大赛中，殷艳涛
参与的团队获得了项目优秀
奖。“每一次活动，我都是在
接触新的东西，正是由于不断
挑战、不断学习，我才能够不
断进步。”殷艳涛说。

追梦路上不停步

2017年5月18日，殷艳涛
成为一名预备党员。殷艳涛告
诉记者，三年前，是漯河晚报
帮助她走出了困境，让她能够
继续接受教育。“未来，我也
会成为一名记者，将社会责
任、爱心传递下去。”就读于
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的
殷艳涛向记者表示，她选择这
个专业，就是希望自己将来能
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的优
秀记者。

“上大学以前，贫困是我
的主要挑战；现在，研究生考
试成了我的又一个挑战。以前
最困难的时刻都挺过来了，我
相信自己这次还会成功的。”
准备考研的殷艳涛告诉记者，
她会珍惜在大学校园的时光，
争分夺秒地学习，向老师和同
学学习，向优秀的新闻前辈学
习，将来成为时代风云的记录
者和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殷艳涛：立志当一名优秀记者

“我要上大学——漯河晚报爱心桥行动”受助学生回访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稻田里的小龙虾再过 20
多天就上市了，大的已有一两
多重。”7月9日上午，郾城区
新店镇尧河庙村种养大户张书
安正在幸福渠旁的一片稻田，
查看垄沟里小龙虾的长势。

生态养殖：
虾肥稻香不打农药

张书安进行稻虾种养已有
三个年头。走在田埂上，记者
看到垄沟两侧分布着一个个
洞，洞的直径大的像碗口，小
的似拇指。“小龙虾可厉害
啦，两个大钳子挖的洞很深，
最深有1米多。”张书安一边说
着，一边把手臂伸进一个洞
里。记者看到，他把肘关节完
全伸进去，还没到洞底。

“每年8月小龙虾就开始在
稻田的垄沟两边挖洞。”张书
安说，雌虾交配以后便陆续掘
穴进洞，在洞穴内完成排卵、
受精和幼体发育的过程。

张书安掂起地笼，笼里有

几十只张牙舞爪的小龙虾。
“小龙虾是杂食动物，荤素都
吃。”张书安拿出一只个头较
大的小龙虾告诉记者，每到夏
季，稻田里有蛐蛐、仓虫、蝈
蝈等。一到夜间小龙虾就开始
活动起来，当这些虫掉落到水
里后，就成了小龙虾的美味。
同时，小龙虾还吃各种杂草，
是稻田里的高效“除草机”。

“这些水稻没喷施过任何
除草防虫的农药。”张书安说。

小龙虾热卖：
一天接20多个订购电话

“现在小龙虾每公斤批发
价至少能卖40元。”穿着深胶
鞋的张书安一边在地里走，一
边跟记者聊了起来。张书安
说，去年他生意火爆的时候，
每公斤小龙虾能卖到60元。

6 月底，就有人开始给张
书安联系订购小龙虾。“有的
是临颍的鱼贩，有的是市区的
饭店老板。”这两天，张书安
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每天能
接到20多个电话。张书安以前

从事过贩鱼生意，很多主顾都
是以前结识的同行朋友。“上
午刚有两个临颍的鱼贩在稻田
看过小龙虾，预订了 100 公
斤。”张书安笑逐颜开地告诉
记者，对方害怕到时候没货，
把订金先交了。

良性循环：
水稻+小麦+小龙虾

“以前养过泥鳅、黄鳝。”
几年前，张书安在尧河庙村承
包了 200 多亩耕地用来种植水
稻，期间为了增加经济效益，
他在稻田里养殖过泥鳅、黄鳝
等，均以失败告终。

三年前，张书安通过熟人
结识了湖北省潜江市的一个小
龙虾养殖大户，学习了专业养
殖小龙虾的经验。“学习后，
我在当地购买了一批小龙虾
苗，就在自己的稻田实验起
来。”张书安说，没想到当年
就取得了成功。“刨除地租、
人工、机械管理等费用，一亩
地每年的净利润 4000 多元。”
张书安告诉记者，每年10月水
稻收割后，他在地里种上小
麦，来年 5 月底收割完小麦
后，又开始种植水稻。“一块
地里一年种养了水稻、小龙
虾、小麦，一举三得。”张书
安指着眼前的一片紫稻告诉记
者，去年他种植的紫稻每公斤
卖到 14 元，照目前的行情来
看，今年紫稻价格肯定不会低
于这个水平。

张书安在稻田里查看小龙虾的长势。

□本报记者 张玲玲

9年来，累计无偿教学460
个工作日，授课学生近 8600
人，捐助教材 520 余本，捐助
乐器价值 4 万余元……这一串
数字，见证了市农村音乐教育
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在农村
音乐支教路上的辛勤付出。

一系列支教活动获好评

2012 年 10 月，在召陵区
老窝镇果园小学校园内飘荡出
孩子们纯真的歌声，这是几位
志愿者老师在义务支教。2013
年6月，果园小学军乐队参加
市第九届少儿艺术节获金奖。

2016年年初，上级有关部
门为召陵区老窝镇庙王小学配
发了铜管乐、二胡等 7 种 200
余件乐器。经过志愿者团队一
年半的悉心教学，2017 年 5
月，庙王小学选派5个节目参
加市第十一届少儿艺术节，其
中三个节目获第一名。2017年

“六一”儿童节，庙王小学又

举办了以“托起农村娃的音乐
梦”为主题的大型文艺会演，
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报道。

9 年来，市农村音乐教育
志愿者协会开展了一系列支教
活动，先后举行了“托起农村
娃的音乐梦”“爱心支教花盛
开，同心共筑中国梦”等大型文
艺会演，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坚定地行走在支教路上

为了加强农村音乐教育，
市农村音乐教育志愿者协会向
有关部门申请，在全市县区培
训农村音乐教师。2014年4月
2 日，首期农村音乐教师基本
功培训班开班。在随后的两年
半时间里，团队先后培训郾城
区、源汇区、舞阳县农村音乐
教师260余人。

2017 年 9 月，团队策划启
动了漯河市农村学校“葫芦
丝、新型竖笛”万人公益支教
项目，计划用两年时间在全市
48 个乡镇培训管乐教师 220
名，带动 1.4 万名学生学会演
奏葫芦丝和笛子。

2017年10月28日，“乐动
乡村 关爱留守”项目获得国家
级金奖两项、省级金奖两项。

2018 年 6 月，中央电视台
少儿频道到召陵区老窝镇庙王
小学，围绕漯河市农村音乐志
愿者义务支教等内容进行采
访，并以专题的形式播出。

“一路走来，又苦又累，
但孩子们的成长和取得的好成
绩，就是我们在音乐支教道路
上坚持下去的动力！”志愿者
们说。

用音乐照亮农村娃的梦想

殷艳涛在河南大学图书馆前。（图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