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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前，33
岁 的 刘 亚 军 决 定 辞
去稳定的工作下海经商，
誓 言 要 走 出 大 山 ，干 一 番 事
业。世事如棋，商海沉浮 16 年后，
49 岁的刘亚军却投身“三农”，痴迷于高
标准、高质量红仁核桃种植的理论与实践，信
心满满地为梦想而拼搏。

7 年来，刘亚军几乎全面掌握了红仁核桃的科
管知识，实现了从门外汉到红仁核桃土专家的华丽
转身。4 年来，他注册成立洛南县华阳一升红仁核
桃专业合作社，每天蹲守在 300 亩红仁核桃林下，
为探索栽、管、防、剪、施“一体化”高品质红仁核桃
建园管理模式在努力。

不甘平凡
辞去工作创新业

今年 49 岁的刘亚军是洛南县石门镇人，多年
的商海沉浮使得他成熟稳健、温文儒雅，一说起红
仁核桃，有着说不完的话。

“今天下午抓紧时间播种大豆。”6 月 15 日，记
者在洛南县景村镇八一村的一处红仁核桃基地见
到了刘亚军。

正值晌午，烈日当头，刘亚军一边叮嘱工人
在红仁核桃基地套种大豆事宜，一边指导工人对
红仁核桃树进行剪枝。他晒得黝黑的脸上挂满
了汗珠，匆匆用衣袖抹了两把汗后，又迅速投入
核桃科管。

从事红仁核桃种植之前，刘亚军当过信贷员，
生活无忧无虑，后来辞职自主创业，一度风光无
限，中途落魄被人追债，生活陷入困窘。愈挫愈勇
的他吸取教训，从头再来，逐渐成为一名公司高
管，但不甘于平淡的他又自主创业，逐渐成了一名
核桃科管的土专家。刘亚军的经历可谓丰富多
彩，充满传奇色彩。

1997 年，刘亚军进入石门镇信用合作社工
作 ，工 作 内 容 是 承 揽 储 蓄 任 务 ，同 时 还 要 完 成
企 业 、个 人 的 催 贷 、收 贷 任 务 等 。 年 复 一 年 的
工 作 中 ，刘 亚 军 亲 历 着 贫 富 差 距 的 巨 大 ，在 羡
慕别人依靠努力收获财富的同时，他也萌生了
创业的想法。

刘亚军不甘心在小镇平凡地过一辈子，他想要
走出大山，去拼一把，努力过上自己的好日子。但
是，这个想法在酝酿阶段就遭到父母反对。放着稳
定的工作不干，要去创业，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件令
人费解的事。家人的反对并未浇灭他刚刚燃起的
创业热情，他信心满满地向父母及妻子讲述了自己
的设想。经过一番苦口婆心，刘亚军的真诚和决心
最终打动了家人。

2004 年，33 岁的刘亚军辞去信用社工作，他
贷款 80 万元，怀着美好的希望与他人合作开办了
一家矿厂。那段时间，刘亚军领着一帮农民兄弟
整天住山洞、吃泡面、喝山泉水，开始了艰辛的自
主创业之路。

吃苦，对于意志坚定的刘亚军来说，并不
是困难，难的是他空有干劲和抱负，却缺乏
应有的釆矿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当时，他

一个外行在并未了
解行业市场信息等情况下，
干了半年后，就把贷的 80 万元赔得只剩
一半。

“除了沮丧之外，更多的是总结经验教训，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刘亚军痛定思痛，开始
自学矿产知识。那几年，对他来说既是难熬又
是充实，在不断地失败和学习中，刘亚军的意志
愈发坚定。

2007 年年关将至，刘亚军兜里只剩 300 元
钱。“给娃买鞭炮都没钱了！”回忆起当时的艰难，刘
亚军笑着说，年还未过完，他就背上母亲蒸的一袋
干馍，含泪离家再度上山开矿，并暗暗发誓：此番含
泪离家园，创业不成绝不还。

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逐渐把握市场行情
后，经过一番努力，刘亚军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
日子后，捞到了人生第一桶金，迎来了事业的高
峰 期 。 不 久 ，他 注 册 成 立 公 司 ，开 始 企 业 化 经
营。2010 年 3 月，刘亚军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江
苏一家公司到洛南投资开发，并与该公司联手，
成立了新的公司，刘亚军的公司占股 30%，并任
公司总经理。

历经 12 年的艰苦创业，刘亚军终于实现了自
己的创业梦想。

跨界创业
投身“三农”沃土

10 多年来，刘亚军一直在追逐的路上从未停
歇过。初次实现创业成功的梦想后，刘亚军心生疲
惫，加上当时市场行业变化，他变卖了股权回到县
城，用积蓄为妻子开了一家小超市，过起了自由自
在的安稳日子。

“以前在矿上，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睡不了
几个安稳觉。回来后，我攒了点积蓄，只需要安
分守己，把钱存放在银行，每天靠利息也能落个
逍遥自在。”刘亚军说，在家赋闲的日子里，他无
忧无虑，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确实是开心又

满足。但是，这种幸福感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却
让刘亚军感觉到无所适从，他又开始怀念起忙碌
又充实的生活。

不甘于陷入无所事事的虚空中，他开始寻找新
的项目，20 多次南下广东、云南等地考察项目，最
终都因为条件不成熟而结束。

2015 年，刘亚军了解到商洛盛大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从美国引进了红仁核桃的新品种，并在洛南
县栽植繁育获得成功，这让他眼前一亮。在此之
前，商洛市还没有红仁核桃，这一产业的发展填补
了商洛没有红仁核桃的空白，这让刘亚军对红仁核
桃产生了浓厚兴趣。

找到方向之后，刘亚军加入商洛盛大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担任红仁核桃基地业务总经理，负责基
地建设、核桃科管和销售等工作。虽然出身农村，
但刘亚军对于农业方面可以说是完全不懂，此番跨
界投身农业，对他而言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为尽快熟悉业务，刘亚军又开始了漫长的学习
之旅。他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从零开始学习
红仁核桃的育苗、嫁接、科管等知识。

“没有经验，咱就学。”那段时间，刘亚军买书
看、上网查、请教老师……经过近 3 年时间的学习，
刘亚军熟练地掌握了红仁核桃种植与管理技术，从
一个门外汉逐渐变为一个土专家。

2018 年，刘亚军从商洛盛大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辞职，并投入资金在景村镇八一村流转土地 100
亩，注册成立了洛南县华阳一升红仁核桃专业合作
社，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从商洛盛大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 1100 株红仁核桃树

苗，开始了高品质红仁核桃发展之路。
在刘亚军的悉心管理下，红仁核桃

种苗长势良好。2019 年，他又在八一
村流转土地，使红仁核桃规模发展

到 300 亩 ，其 中 78 亩 地 为 育 苗 基
地，200 多亩地为标准化核桃建
园 ，并 带 动 该 村 贫 困 户 通 过 土
地入股、劳务就业、年终分红等
稳定增加收入。

科学管理
核桃丰收在望

夏日炎炎，丰收在望，刘亚军的
红仁核桃产业园枝繁叶茂，每棵树上都

结满了红仁核桃，长势喜人。
红仁核桃产业园中一间简陋的小屋就是

刘亚军的办公室，他几乎天天吃住在那里。办公
桌上，一本记录翔实的笔记本见证着他的付出和心
血。每天，他都会把红仁核桃园的嫁接、科管等记
录在册。300 亩红仁核桃基地里的 6700 多株核桃
树，每棵树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

“他呀，干啥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对这些核桃
树特别尽心，有时候割草都要亲自割，害怕工人

割草的时候误伤树干。一天到晚都在地里，都
没看晒成啥样子了。”看着刘亚军在树下忙碌
的身影，妻子江爱玲心疼地说。

农业投入大、见效慢，在发展红仁核桃
产业过程中，刘亚军几乎倾尽了自己的所
有。妻子江爱玲看着丈夫如此付出，也很支
持他，并将在县城超市所得的收入几乎全
部投入核桃园的发展中。

为了不负期待，这几年刘亚军几乎放弃
了应酬和社交，没有休假日，每次回到县城，

他匆匆把沾满泥土的衣服扔给家人后，又迅速赶回
核桃园，一头扎进核桃林。

在有的核桃园内，核桃树下的杂草都清除得干
干净净，而一向勤劳的刘亚军“懒”得除草，偏要留
下杂草在核桃树周围生长。

“留下杂草是为了保证水分和营养，杂草枯
萎后可以作为一种养分，杂草和果树共生共融、
互惠互利，这也是生物链。”刘亚军笑着解释，他
还在核桃树下套种了小麦和大豆，每年这一项产
业的收入也不少，他又将这些收入全部投入产业
基地建设中。

从红仁核桃基地建设开始，商洛市核桃研究
所、洛南县核桃研究所就及时派技术员到八一村，
对刘亚军的红仁核桃基地进行技术指导，为园区用
苗、管护提供技术支撑，进一步增强刘亚军发展核
桃产业的信心。

刘亚军善于发现和总结，他经过对核桃树习性
的研究，独创了一种“矮冠自然圆头型”科管法，就
是从核桃树顶部修剪，让树枝向四周横向发展，这
样成型的树木比当地的核桃树要矮许多，个子稍高
的人站在树下，就可以摸到树顶，省去了科管、采摘
时的诸多不便，刘亚军把这一做法写成一本书，名
叫《商洛核桃科管新模式》。

在核桃园，记者看到来自杨凌的核桃树嫁接技
术团队成员正在忙碌着。“我们这刘总，核桃科管的
每个环节都亲身参与，对科管要点比我们都讲得专
业！”技术员任月娥笑着说。

任月娥有着 30 年核桃嫁接经验，她和自己的
团队从刘亚军开始建核桃园时就联系，每年 5 月中
旬到 6 月中下旬都会来这里承担嫁接工作，每天可
嫁接 400 棵树左右。今年，团队来了 5 人，主要进
行核桃的补接工作。

“我在核桃园区务工，这几天我们忙着在地里
套种大豆。在家门口既能学技术还能赚钱，对于我
来说还是可以的。”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曹风银笑
盈盈地说。

曹风银说：“有刘亚军在这里，大家能在家门
口工作，不愁没钱赚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刘
亚军非常守信用，从来不拖欠农民的工资和土地
流转费。在村民心里，这片核桃林就是我们的

‘金疙瘩’。”
市核桃研究所工程师胡刁说：“刘亚军这人干

事情很务实、非常好学，他经常不远千里到山西等
地造访名师，认真学习核桃种植、管理技术，经常与
我们以及同行交流经验，对核桃事业兴趣浓厚、特
别热爱。他认定一个方向特别努力，面对生产上各
种各样的困难永不言弃、毫不退缩，如今在全市核
桃种植行列中已经是佼佼者了。”

近年来，刘亚军的红仁核桃基地相继被市、县
授予“核桃高产示范基地”“核桃科管实验基地”
等称号。

经过多年脚踏实地的摸索探究，刘亚军总结出
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核桃建园管理新模式。下一步，
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实践经验，引导更多发展红仁核
桃产业的人从中得到收获和启示，从而带动更多的
群众发展红仁核桃产业，使大家在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越走越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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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万 路）今年以来，山阳县紧扣实施
“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抓实抓细“千名党员驻村兴
农”工程，持续选优管实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山阳县围绕落实驻村帮扶重点任务，共选派党员 476人，
其中，“五类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 307人，非“五类
村”帮扶工作队长、帮扶工作队员 169人，全部纳入“千名党员
驻村兴农”台账管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县驻村党员干部
充分发挥驻村帮扶作用，争取集体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村级
发展项目 435 个，已开工建设 256 个，完成投资 6462.9 万元，

为民办实事 1824件。
县上聚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国家挂牌督办暨国家和

省市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及时印发措施和方案，实行
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强化督查督办和跟踪问效，全力
推动驻村帮扶工作任务落地见效。县上先后开展驻村兴
农督查暗访 4 轮次，下发通报 4 期，约谈领导干部 13 人。
县上加大先进典型培树，适度提高驻村干部考核优秀等次
比例，对实绩突出的重奖重用，牢固树立“以实干论英雄、
凭实绩用干部”的鲜明导向，大力营造担当作为、干事创业
的浓厚氛围。

山阳抓实抓细千名党员驻村兴农

刘亚军在修剪核桃树刘亚军在修剪核桃树，，
为来年挂果做准备为来年挂果做准备。。

刘亚军将红仁核桃树栽植得整齐划一刘亚军将红仁核桃树栽植得整齐划一，，为将来机械化科管核桃园做好准备为将来机械化科管核桃园做好准备。。

核桃园内套种的小麦喜获丰收核桃园内套种的小麦喜获丰收

刘亚军介绍今年核桃树刘亚军介绍今年核桃树
病害救治方法病害救治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