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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亮

鲁山山多，春天花多，秋天果

多。近年来，鲁山县干部群众靠着大

山，靠着绿色发展，让老百姓摘上了

“致富果”，父老乡亲的日子越过越

美，林果业稳稳驶上高质量发展的

“新赛道”。

回望鲁山林果业发展之路，有两

条经验弥足珍贵：一是在尊重市场规

律的前提下，当地党委政府主动作

为，吸引人才、制定政策，引导农民发

展适销对路的品种，形成规模优势；

二是科技的力量、创新的力量，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科技带头人，不

仅提高了产量，也打开了市场大门，

推开了财富之门。

农业生产风险较大，因为自然因

素，更因为市场和技术因素。一家一

户力量分散，而政府发力，加以支持引

导，就更易形成抵御风险的合力。鲁

山林果业形成一定规模，绝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这也说明，当地政府在一

直久久为功地做这件事，而不是像个

别地方那样，喜欢干面子活儿，不能一

任接一任踏踏实实地干好一件事。

从酥梨、葡萄到血桃、蓝莓，鲁山

的林果业一步步发展壮大，离不开科

技的助力，离不开创新的加持。从品

种到技术，从管理到销售，是传统模

式的突破和升级。

这种突破和升级，也是创新加持

的成果。创新加持，如何久久为功？

前路充满未知和挑战。鲁山林

果业如何发展？答案仍需当地干部

群众用智慧和汗水去寻找！

清明时节，鲁山县万亩梨园、桃园

里，迟开的梨花、桃花掩映在绿叶间，有

些品种已悄然露出了果实雏形。

“今年春天雨水好，这些果树枝头

很快都会挂上果子。”鲁山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魏二平介绍，近年来，鲁山县十

多万亩的各种果园不仅“结”出了“脱贫

果”“致富果”，还“结”出了“中国果蔬无

公害十强县”“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等金字招牌，“结”出了4个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2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和2个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目前，鲁山县种植酥梨10万余亩、葡

萄3万余亩、桃3万余亩、蓝莓1万余亩。

葡萄产业优化升级

在辛集乡三西村的一处大棚葡萄

园内，大棚主人智延军正在察看工人疏

果情况。相邻地块的露天葡萄刚刚发

芽，这里的葡萄已长出花生米粒样大小

的果实。

“我这 10多亩阳光玫瑰是采用暖

棚种植的，6月初成熟上市，比一般的

葡萄早 2个多月。早上市就能卖出好

价钱。”智延军说。

43岁的智延军 2013 年开始种植

巨峰、夏黑等葡萄品种，虽然亩产量能

达七八千斤，但市场价格不理想。

2020年，智延军在他的 105亩葡萄种

植园里建了20多座暖棚，种了70亩阳

光玫瑰葡萄和 10余亩浪漫红颜、中国

红玫瑰、妮娜公主等新品种葡萄，价格

是普通品种葡萄的好几倍。

智延军粗略地算了算，老品种葡萄

一亩地种800余棵，亩产量七八千斤，

收益2万元左右；而暖棚种植的新品种

葡萄，一亩地只种 50 余棵，亩产量

3000多斤，却能轻松卖六七万元。

在智延军的葡萄园西边，是河南省

科技特派员、辛集乡葡萄产业党总支书

记张平洋的葡萄示范种植园。谈及葡

萄种植品种及技术的变化，75岁的张

平洋如同一本“活字典”。

1985年，张平洋开始引种葡萄，一

亩结果6000斤，收益可观，全村很快发

展到80多亩。此后，张平洋多次自费到

北京、南京、石家庄等地的科研院校“取

经”，总结出一套适合本地葡萄种植的技

术，成为当地的技术“大拿”。进入21世

纪后，辛集乡葡萄种植迎来大发展时期，

他走村串户义务对农户进行培训，并为

农户解决葡萄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露天葡萄算是第一代，受天气因

素影响大，保险系数低。避雨大棚也就

是冷棚，算是第二代技术。智延军引进

的暖棚是第三代技术，双层结构，高 5

米左右，通风透气，恒温效果好，空间大

也便于日常管理。”张平洋说。

张平洋介绍，葡萄种植新品种、新

技术不断涌现，他这个“老专家”也学到

了新本领。目前，他的40亩葡萄园采

取早、中、晚熟高中端品种露天、大棚搭

配种植，销售期更长，亩均收益稳定在

3万元以上。

在张平洋、智延军等一批“土专家”

“田秀才”的引领下，辛集乡36个行政村

中，有26个村发展了葡萄产业，全乡葡

萄种植面积1.2万多亩，年产鲜果2.5万

吨，年产值超亿元。每到葡萄成熟时

节，北京、上海、湖北等地客商都会在果

园外排起队，最多时一天能发走500车

葡萄。

张平洋说，更让他自豪的是，辛集

乡葡萄园区被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无

公害葡萄生产基地，带动全县种植葡萄

3万余亩，仅阳光玫瑰新品种葡萄种植

面积已达2000余亩。2013年，辛集乡

张庄村被确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2019年 12月，“露峰山葡萄”成

功申请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血桃种植富了村民

从熊背乡大年沟村王沟自然村到

大年沟村委会，约 3公里长的道路两

旁，浅粉色的桃花弥漫着特有芬芳。放

眼望去，漫山遍野的血桃树长势喜人。

“我们村大都是坡地，土质多是‘麻

骨石’，富含铁、硒、锌等微量元素，血桃

因果肉呈血红色而得名。以前俺村的

血桃得挑着、拉着出去卖，每斤只能卖

五六毛钱。现在血桃名气大了，普通果

5元一斤，精品果卖到8元，不出村就销

售一空。”大年沟村村委会副主任闫文

杰说，2014年，他带头种了 20多亩血

桃，现在每年收益一二十万元。

54岁的闫文杰介绍，大年沟村种

的血桃因富含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口感

糯甜，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积极推介下

走红市场，价格扶摇直上。

为壮大这一特色产业，2014年至

2017年，当地政府按每亩 400元的补

贴标准对种植户进行扶持，同时请来林

果专家传授技术，使大年沟村血桃种植

面积由二三百亩发展到2000多亩，全

村有190户村民种了血桃。

大年沟村村民闫红岩种了20亩血

桃，他的桃园处于阳坡，山下的桃花开

得正艳时，他的桃树花期已过。

“原来没有技术，土里刨食，供学生

上学造成生活困难。近两年种桃收益

稳定在 20万元以上，农闲时出去打工

还能挣几万元。两个孩子大学毕业都

参加了工作。”闫红岩说，大年沟村很多

村民和他一样，靠种桃走上致富路。

“2023年，大年沟村人均收入1.53

万元。富起来的村民不少都添置了私

家车，村里建楼房的有30多户，准备建

楼的有20余户。”闫文杰说。

目前，熊背乡有 12个村集中连片

种植血桃，种植面积由六七年前的

3000余亩增至1.1万余亩，其中大年沟

村种了4000亩。该乡血桃先后获得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和河南省无公

害农产品认证，大年沟村还被评定为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大年沟村虽

偏居一隅，却有顺丰、京东、中通3家快

递公司入驻。

“乡里对做大血桃特色产业十分重

视，今年除了继续发展血桃种植外，还

将打造全省闻名、全国知名的‘血桃之

乡’。另外，我通过嫁接培育出的‘鹰嘴

血桃’新品种，血桃的品相、口感和精品

果率都将得到新提升。”闫文杰信心满

满地说。

“蹭”上血桃的光，该县下汤镇的万

亩甜桃、土门及背孜等乡镇的冬桃也成

为市场上的抢手果品。

蓝莓产业链越来越长

在库区乡东许庄村，走进蓝莓园里

细看，每一棵蓝莓树上都开着浅白色的

小花。

“别看蓝莓的花朵不起眼，它的果

实可是很受市场欢迎的‘蓝宝石’。这

里的土壤与蓝莓是‘天生的一对儿’，我

的事业算是在鲁山扎下了根。”河南豫

尧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邢雅

丽介绍，种蓝莓用工量特别大，除草、浇

水、剪枝、采摘、分拣都需要用人，特别

是采摘，每100亩果园至少得用150个

人。邢雅丽的公司平均每年支出地租

30万元、劳务报酬150万元。

邢雅丽是郑州市人，却是鲁山县蓝

莓种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年，她

曾辗转省内多地寻找蓝莓种植的“风水

宝地”，2012年在技术员的推荐下来到

东许庄村，流转土地近百亩种植蓝莓，

树的长势、果的口感均达到理想效果。

2014年，邢雅丽注册成立了河南豫尧

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几年间，公司

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余亩，还在政府

扶持下兴建了温室育苗大棚。

库区乡乡长王三国介绍，鲁山县不

仅出台蓝莓种植专项扶持奖补政策，推

广暖棚种植技术，还连年举办蓝莓采摘

节活动，推动这一产业不断做大做强。

在邢雅丽等领军人物的带动下，东许庄

村的蓝莓种植示范园2021年成功创建

为“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同年，

“鲁山蓝莓”入选全国第二批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2023年，东许庄村上榜河南

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目前，鲁

山县蓝莓种植面积达1万多亩，已成为我

国中部地区最大的蓝莓种植基地。仅库

区乡种植蓝莓就有6800余亩，年产值超

亿元，被誉为“中原蓝莓第一乡”。

“我乡蓝莓用工量很大，每年提供

长期固定和临时就业岗位 4000 个以

上，发放劳务费 3000余万元。每年 5

至8月是采摘蓝莓的用工旺季，许多户

都是全家在蓝莓园里挣钱。”王三国说。

东许庄村脱贫户党晓光每年能领

到豫尧农林公司的土地租金6000元，

他本人被公司聘为固定用工，月薪

2200元，还不耽搁照顾父母和上学的

孩子。到了蓝莓采摘季，党晓光的母亲

和妻子都到蓝莓基地务工，几个月时

间，每人能挣到劳务费1万多元。

谈及蓝莓产业的发展，邢雅丽说，公

司正在研制蓝莓酒、蓝莓饮料、蓝莓花茶

等产品，鲁山县蓝莓产业的链条也会越

来越长，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酥梨名片愈发亮眼

董周乡五里岭坡坡岭岭种满了梨

树，梨树大花期刚过，迟开的梨花仍引

得蜂飞蝶舞。

五里岭是包括蔡庄、铁家庄等村在

内的一道四五公里长的山岗岭地，岭上

刚举办过梨花节及马拉松赛事，被中央

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连日来都是热

热闹闹的。

“原来这岭上除了少量柞栎、桐油

树外，基本上是乱石密布的荒土岭，村

里多次尝试种植苹果等水果，都没有成

功。2002年，我从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引进了红香酥、圆黄等酥梨品

种，获得成功。2007年，村民们都跟着

种植，2012年又带动其他村种植。”董周

乡蔡庄村党支部书记段瑞强说。

“2013年，我村的酥梨在第十一届

中华名梨·全国梨王擂台赛上获得‘中

国梨王’称号，2014年被原农业部确定

为果树发展主导品种，2016年开始在

全县大面积推广。”段瑞强介绍道，鲁山

县酥梨种植面积几年间便迅猛发展到

10万余亩，梨园土地流转价格也由每

亩500元涨到2000元。

段瑞强今年 55岁，高中毕业后就

爱钻研果树种植，对鲁山酥梨产业的

“蝶变”过程如数家珍。2014年，段瑞

强进入村委班子，是群众心目中的“百

事通”。

段瑞强介绍，目前，董周乡种梨面

积已有 6.7 万亩，年产值达 3亿多元。

种植品种30余个，除了常见的红香酥、

圆黄、玉露香等品种外，近年又引种了

贵妃、丹霞红等新品种。当地注册的商

标品牌有“五里岭酥梨”“鲁山硒梨”“鲁

山果岭”等。2020年 10月，“五里岭酥

梨”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

证。2023年，蔡庄村成功申报河南省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并获得河南省康

养旅游示范村等多项省级荣誉。

“五里岭酥梨”名气打响了，每到果

实成熟季节，这里会形成一个庞大的交

易“庄口”，两广、两湖、安徽、河北等地

的客商纷至沓来。

蔡庄村 47 岁的村民雷现超种了

50亩梨，年收入30万元左右。雷现超

种的秋月梨单果重2.5斤，在县农民丰

收节上被评为“梨王”。他也获得了产

业发展带头人荣誉，经常被人请去当技

术顾问。如今，五里岭上和雷现超一样

的“土专家”有30余人，他们形成了一

支技术输出大军。

如何推进酥梨产业提质增效，是市

人大代表段瑞强当前最关心的事儿。

段瑞强说，平顶山市将酥梨种植定

为一项农业主导产业，出台奖补政策支

持农户扩种酥梨。在上级的扶持下，董

周乡在五里岭上兴建了硒梨产业文化

交流中心，建成一批可移动保鲜库及冷

库。蔡庄村不仅建成酥梨自动化分拣

中心、电商物流基地、品控中心，还引进

水肥一体化、病虫害防治、气象观测等

设备，建成40亩“智慧果园”示范园，准

备大面积推广。

林果大县鲁山县正围绕种植技术

标准化、生产经营规模化、日常管理智

能化、果品销售品牌化、果品质量统一

化、农药残留安全化、种植效益最大化，

推动现代林果业“结”出累累硕果。

“我县将持续强龙头、补链条、兴业

态、树品牌，做足做活农业‘土特产’文

章，进一步提升果品价值和市场竞争

力，力争葡萄、血桃、蓝莓、酥梨等产品

都能进入‘豫农优品’品牌库，聚力打造

国内知名的绿色食品供应基地。”鲁山

县委书记刘鹏如是表示。

辛集乡葡萄种植面积辛集乡葡萄种植面积11..22万万

多亩多亩，，年产鲜果年产鲜果22..55万吨万吨，，年产值年产值

超亿元超亿元；；

熊背乡有熊背乡有1212个村集中连片个村集中连片

种植血桃种植血桃，，最贵卖到最贵卖到88元一斤元一斤；；

库区乡种植蓝莓库区乡种植蓝莓68006800余亩余亩，，

每年提供固定和临时就业岗位每年提供固定和临时就业岗位

40004000个以上个以上；；

董周乡五里岭上种满梨树董周乡五里岭上种满梨树，，

果实成熟季节果实成熟季节，，安徽安徽、、河北等地客河北等地客

商纷至沓来商纷至沓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丁需学丁需学
通讯员通讯员 王永安王永安 叶全花叶全花

本报讯 4月 7日，在汤阴县韩庄

镇康洼村，黄灿灿的油菜花竞相绽

放，形成一片如诗如画的“金色花

海”。100余名健步走爱好者迎着明

媚的阳光，沐浴着和煦的春风，迈着

轻快的步伐，一路上欢声笑语，走进

油菜花地，在拥抱自然中舒缓解压，

锻炼身体。

“康洼村油菜花开得非常好，一路

上春意盎然的景色让人心情愉悦，村

里的文艺活动也十分精彩。健步走结

束后，我们还一起参观了康洼村的乡

村印记馆，让我感受到了浓郁的乡村

气息和风土人情，非常开心。”健步走

队员王大姐说。油菜花田中，还有葫

芦丝、电吹管、鼓舞表演等文艺活动倾

情上演，引得游客驻足观看。

“品民居文化，赏田园风光，网红

墙打卡……自我们村油菜花盛开以

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我们村利用此次客流量，借势开展了

丰富的民俗体验活动及乡村文艺演

出，不断提升我村的知名度和吸引

力，并精心打造旅游线路，为游客们

营造更好的游玩体验。现在我们村

基本上每天都有五六百名游客来游

览体验，比去年油菜花盛开季节客流

增加了约 20%。”康洼村党支部书记

毛君介绍。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观赏油菜花

等‘春日经济’，推动传统农业向生态

观光休闲农业转型，打造农业发展新

亮点。把乡村旅游与产业发展相结

合，全方位植入以红色研学、户外休

闲、亲子采摘等为主题的体验式多元

旅游业态，深度推进农文旅融合，共同

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韩庄镇党委书

记李洋说。 （王都君 毛茜）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陈灏

春风拂过，许昌市建安大地繁花

似锦，掀起春日旅游热潮。紫荆花绚

烂盛放、白色梨花簇拥枝头、油菜花开

金灿灿……近年来，建安区依托生态

资源优势，做强赏花品牌效应，延长赏

花产业链，为消费注入蓬勃动能，让春

日“颜值”变为经济“产值”。

“昨天在抖音上看到介绍，今天一

早就约朋友来赏花打卡，没想到这里

比视频里还漂亮。”清明节假期，在建

安区陈曹乡占地350亩的梨花渡公园

中，摄影爱好者李松林说话的同时手

中相机快门闪个不停。

建安区已经连续3年推出“春季赏

花”品牌活动，打造赏花旅游目的地形

象。今年花季伊始，建安区就发布了3

条赏花踏春线路，游客不仅能够欣赏

到美景，还有汉服演绎、戏曲演出、非遗

展示等各种文艺表演可以欣赏，家门

口的微度假让建安区成为许昌市周边

最火的周末短途游目的地之一。

4月6日，在建安区小召乡河沿张

村至代庄村生产路东侧，200余亩紫

荆花绚烂盛放，一片片紫色花海如梦

如幻。“到村里的路都修好了，交通便

利，周边的市民喜欢开车来赏花，带动

了村里的旅游发展。”小召乡党委副书

记张宇瀚介绍，村里引进河南四季春

园林艺术公司，流转河沿张村土地

300亩用作紫荆等品种的花木培育，

每年土地流转金一项给当地群众增收

30万元，并带动当地20余名群众务工

增收40万元。近几年赏花季期间，每

年前来旅游观光的游客达 10多万人

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100万元。

一阵微风吹过，建安区桂村乡五

福农场内的油菜花卷起层层波浪。对

游客而言，观花海只是赏花大餐的“前

菜”，农场里五颜六色的小番茄、紫色

的水果玉米、架在枝头的彩虹西瓜具

有更持久的吸引力。五福农场负责人

罗千贺告诉记者，农场专门针对亲子

研学打造了“春田花花游园会”项目，

让游客感受现代农业科技的魅力。

建安区陈曹乡梨花渡生态公园的

350亩梨园种植的是从山东省莱阳市

引进的韩国蜜梨，每年 9月成熟的蜜

梨供不应求，30斤蜜梨熬制出1斤的

梨膏，更是因其品质好，售出100元每

斤的好价格。园区负责人尚小杨表

示：“我们的萌宠乐园、露营区、烧烤区

等项目已经开门迎客，游客可以一站

式体验游玩、采摘、种菜、露营、烧烤、

研学等。”

截至目前，建安区共有23个农旅

观光农场开门迎客，东、西、南、北四条

农文旅旅游线路逐渐成形。从种田变

为“卖风光”，让美景变“钱”景，微度

假、慢休闲、烟火气、夜经济等消费新

场景、新产品、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

文旅优质产品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

费购买力。

春日“颜值”变“产值”

创新加持 久久为功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记者8日从国

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务院近日印发《新

一 轮 千 亿 斤 粮 食 产 能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2024—2030年）》，全面实施新一轮千亿

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方位夯实国家粮

食安全根基。

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实现新增粮

食产能千亿斤以上，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进一步增强。行动方案明确了“巩固提升口

粮、主攻玉米大豆、兼顾薯类杂粮”的分品种

增产思路，提出巩固提升优势产区，挖掘其

他地区潜力，调整优化粮食生产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将聚

焦 720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指导地方

加快实施农业节水供水、高标准农田建设、

种业振兴、粮食单产提升、农业机械化提

升、农业防灾减灾等支撑性重大工程。

我国全面实施新一轮
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4月1日，游客在夏邑县郭店镇王刘庄生态园里踏青游玩，乐享春光。苗育才 摄

漫山遍野桃花开漫山遍野桃花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丁需学丁需学 摄摄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