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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人物

访全国农村科普带头人、曹县种粮大户郭玉宝

黄黄土土地地里里养养出出黑黑小小麦麦

6月2日10时许，记者来到郭玉
宝的黑小麦实验田。放眼望去，这
些麦子看上去与普通小麦并无区
别，记者顺手将几个麦穗搓开，麦
粒为黑色。

“你看这组杂交黑小麦，它们
是大麦穗，但个子比较高，抗倒伏
差些。”郭玉宝指着一小块麦田说。
随后，他又带领记者来到另外一块

试验地，这块麦田种的是麦秆粗、
抗倒伏品种，“如果有人能把这个
品种黑小麦种倒了，我倒贴钱。”

“杂交小麦，就是优中选优。”
郭玉宝说，有的小麦麦穗大、颗粒
饱满，可麦秆较细，那就让它跟麦
秆粗、抗倒伏品种杂交，然后从杂
交品种里再选，“杂交选优，可能要
花费几年时间，不能一蹴而就。”

1994年秋天，郭玉宝开辟第一块
黑小麦试验田后，就陆续加大研发
力度。“主要看好黑小麦的营养价值，
它当时产量不高，通过多年杂交优
选，才培养成目前14个黑小麦品系。”
郭玉宝说，他看着试验田里的杂交
黑小麦，就像看着自己的儿女一样
亲切，“现在这块试验田有200多亩
地，各类小麦组合上千个。”

眼下正值小麦收割季节，曹县普连集镇李楼寨村村民郭玉宝看着试验田里长势不错的黑小
麦，喜不胜收。作为全国农村种粮大户，20年，郭玉宝的试验田从半亩扩展到200亩，已成功研究出
14个黑小麦品系，但将科研成果转化成市场效益，郭玉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保珠

20年痴迷研究 黑小麦成自己“儿女”

“现在与北京、天津两家面粉企
业签订收购合同，合同价为2 . 2元/
斤。”郭玉宝说，2008年，他带头成立
曹县三宝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几
年发展，已有社员106户，种植面积
达到800亩，“制约黑小麦大面积推
广的因素，主要是产量，但通过多年
试验杂交，每亩黑小麦产量已达到

800斤，让麦农真正受益。”
干事业，就要让更多人看到实

惠与经济效益。成立合作社，是郭
玉宝让黑小麦商业化的第一步。

“守着金元宝，饿着肚子”是郭玉宝
成立合作社之前的真实写照。2008
年，曹县三宝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
后，郭玉宝将黑小麦加工成的麦

仁、面条、麦片等黑小麦产品系列
注册为“鲁谷香”牌商标。

“现在的产品，还是粗加工，没
有形成产业链。”郭玉宝说，他一直
在田地与黑小麦打交道，如何将产
品推广到市场，还缺乏人才和资
金，“精细加工，走高端市场，或能
持续发展。”

将黑小麦产品推向市场 困难依然重重

农家汉闯天下 市场意识得跟上
郭玉宝说，他的孩子都不愿意

回来继承父业，“孩子从小就看着我
整天捣鼓黑小麦，却没给家里带来
收入，心里受伤了。”郭玉宝话里透
着很多无奈。

曾有企业找上门，要与郭玉宝
合作，被他拒绝，因为合作的方式
让他难以接受，“仅仅用我的黑小

麦原料，不让我参与经营，品牌与
渠道都是他们来做，可这对以后的
发展不具有持续性。”

固执保守的性格成就了他的黑
小麦研究，而面对活跃的市场经济，
这样的性格或羁绊着他。郭玉宝试
着探寻符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可在
市场面前，他却显得无可奈何。

“他的思想过于保守，甚至有
的银行贷款给他，他都不敢接受，
没有资金就无法扩大规模，也无法
快步走上市场。”郭玉宝的弟弟这
样评价他。

郭玉宝想靠一点点原始积累，进
行打拼市场，而市场是否给他足够的
时间去发展，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郭玉宝与他的黑小麦试验田。

黑色麦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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