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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盛鹏 上官幼林）连日来，随

着气温回升，茶树吐露新芽，光山县

24万亩茶园陆续进入采摘黄金期，

茶农们抢抓时节，采摘春茶抢鲜供

应市场。

“我们茶园从 3月下旬开始采

摘，早期种植的2000多亩绿茶已进

入采摘高峰期，现在每天有 200名

采茶工采摘，可制作干茶 100 多

斤。”4月2日，光山县大尖山生态茶

叶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华稳说。

光山县是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

之一，该县立足县情，科学决策，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围绕“茶”字做文章，抢抓机

遇，顺势而为，培植茶基地、茶工业、

茶市场、茶文化、茶旅游等相关产业

蓬勃发展，实现了规模扩张，品质提

升，产业升级，效益提高，呈现出“种

植全国茶、加工全国茶、购销全国

茶、走向全国去卖茶”的特点，产品

还远销非洲、中亚和蒙古、俄罗斯等

地，茶产业已经成为当地茶农增收

的“金叶子”，实现一个产业带活一

方经济，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创造

更好的条件，助力乡村振兴。

“我每天能采三四斤茶，收入近

200元。去年我采了40多天茶，收

入9000多元，在家门口务工，既能

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茶农刘

德英高兴地说。

为让茶农收入持续稳定，该

县积极搭建茶叶推介平台，引进

龙头企业，发展茶叶种植、加工销

售、休闲旅游、电子商务相结合的

新型模式，将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了一批知名

茶叶品牌。在首批国家农业产业

（茶叶）强镇的凉亭乡，拥有茶园

5.28万亩，龙头茶企 11家、加工大

户近 300 家，年产干茶 200 万斤，

产值 2.4 亿元，3 万余名群众实现

年人均增收 8000 元以上，形成了

集种茶、采茶、制茶、售茶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

光山县积极探索“以茶促旅、以

旅带茶”的发展模式，一手抓茶产业

发展，一手抓和美乡村建设，走出了

一条茶文旅融合发展之路。让茶区

变“景区”，一片绿叶富了一方百姓，

大苏山生态茶园建设观光步道，依

托“净居茶隐”，在茶香中访寻千年

古刹，将传统茶园向生态观光茶园

转变；南向店乡五岳湖黄金茶基地，

层叠起伏的茶树与波光粼粼的湖水

交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文殊

乡猪山圈种植生态茶园，打造 3A

级旅游景区，发展民宿客栈、露营基

地，努力打造集高标准产业示范、康

养于一体的综合园区，真正让绿水

青山淌金流银。

一片绿叶富了一方百姓
光山县24万亩茶园进入采摘期

4月6日，正阳县清源街道皮庄村农民在管理大棚西瓜。清明节前后，种瓜点
豆，正阳县各地抢抓农时开展农业生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贺永明 摄

本报讯 4月4日~6日，清明节

期间，汝阳县三屯镇“稻田小镇”累

计接待游客11万余人次，赏花经济

综合收入达16万元。

据了解，本届油菜花节为期16

天，以“花海盛宴、共赏春光”为主

题，集生态旅游观光、民俗风情体

验、农业特色展览、健身娱乐休闲等

于一体，为各地游客带来丰富体验。

三屯镇东保村是全县唯一的少

数民族聚居村。该村位于豫西风

景如画的岘山脚下，这里山清水

秀，景色宜人，为推动民族团结，促

进经济社会共同发展，近年来，三

屯镇坚持以节兴农、以旅促农，不

断探索挖掘乡村地区资源优势，实

施“农业+旅游”经营模式，走上了

“春赏油菜花”“秋观稻田节”乡村

振兴之路，发展美丽乡村旅游业，

加速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蓬勃兴

起的农文旅融合产业，为乡村经济

发展注入活力。

此次油菜花节的成功举办，对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现代农业、助力

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三屯

镇以东保村为代表的“产业+文旅”

品牌日臻成熟，农文旅融合发展之

路越走越宽，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生动画卷正在加快绘就。

（康红军）

汝阳县三屯镇东保村

赏花经济给农民带来好收益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郭营战）“今年前期气温偏低，羊

肚菌长得慢，从3月15日开始采摘，估计再有四五天就采摘完了。羊

肚菌采收完，正好夏菇开始进棚，一点也不耽误事，我们村香菇产业也多

了一条增收的门路。”3月30日，在汝州市温泉镇朱寨村香菇产业基地，村

党支部书记朱学卫指着温室大棚里长势喜人的羊肚菌，满脸笑容地说。

200多平方米的温室大棚里，一排排整齐的肥料包周围，密密麻麻地长

满了羊肚菌，有的刚刚拱出地皮，有的已长到指头长，乳白色的菌秆，“戴”着

黑褐色羊肚状的“帽子”，水灵鲜嫩，惹人爱怜。

村民朱龙建正和家人忙着采摘成熟的羊肚菌。“今年虽然是第一年种植，

但咱们村种植香菇几十年了，菌类种植技术其实是相通的，再加上引进羊肚菌

前，村里专门派我带队去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学了半个月技术，所以这羊肚

菌长得真是好。从目前来看，一亩地的产量在1000斤以上。”

“这些羊肚菌是去年11月种植的，种植羊肚菌主要在于精细管理，羊肚菌

喜湿怕低温又怕高温，大棚里温度超过25摄氏度就会死掉，因此过了春节后，

防高温通风最重要，特别是采摘期，咱们的村民每天都吃住在大棚旁边。”朱

龙建说。

“为了发展好羊肚菌种植，咱们去年专门组织了10多名村民去学

习，回来后带动村民发展羊肚菌种植。现在村集体经济发展30座大

棚，村民发展120多座棚，短短4个月的生长季每亩地就可以增收3

万元以上。羊肚菌利用香菇育菌棚的生产空当，实现了香菇和羊

肚菌的循环种植，提高了大棚的利用率，提高了土地的附加值，

这样的生产模式很好，下一步将在朱寨村整个香菇生产基

地推广。”朱学卫说。

菌菇轮种 一棚双收

叶县龙泉乡

“致富菇”丰收
年产值超6000万元

100座菌菇大棚年产值600万元
社旗县下洼镇余庄村

汝州市

4月8日，尉氏县永兴镇常岗
村食用菌基地，村民们正在采收
蘑菇进行外销。近年来，尉氏县
通过扶持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农
户参与的方式，持续发展壮大食
用菌产业，为乡村振兴蓄能添
力，确保当地群众长期致富
增收。 李新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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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桂榕岭）4月 1日，在潢川县弋

阳街道罗新楼村豫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一朵朵鲜嫩肥硕的羊肚

菌破土而出，乳白色的菌秆支撑着灰褐色伞状菇朵，长势甚是喜人，工人们

正抓紧时间采摘、晾晒。

新鲜羊肚菌菌柄脆嫩，菇香浓郁，是一种名贵食用菌，被誉为“菌中之王”，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与经济价值。“羊肚菌普遍的栽培模式为‘冬播春收’，生产

周期为4个月，采摘结束还不耽误农时，可以轮种其他作物，能实现‘一棚多用’

‘一棚多收’。”弋阳街道宣传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周波拿着一朵羊肚菌介绍道。

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贺体红介绍：“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均价计算，湿菇约50

元一斤，干菇约 400元一斤。我们今年种植了 3座大棚，亩产量可达 700斤，亩

产值能达4万元。”羊肚菌大棚项目的高收益，也辐射带动了村集体和村民收入

的增加。

“我们每人每次可以采摘8桶菌菇，老板给我们按天算工钱，我们很满意！”正

在大棚里采摘的村民曹大姐告诉记者。羊肚菌产业的良好发展“钱”景，让村民

在家门口成了上班族，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该合作社不仅为群众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对合作社成员免费提供技术支

持，带领80户困难群众增收致富，38人常年在园区务工，务工人员年均增收约

2万元，小小羊肚菌成为带动群众致富的主力“菌”。

据了解，罗新楼村在经营上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巩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实现了“短、

平、快”的增收实效。

潢川县罗新楼村

羊肚菌让群众在家门口挣大钱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闫舒）“你看，我们的香菇多新鲜。现在随

着全县对传统香菇种植大棚的标准化改造工作的推进，这里的部分大棚已

经升级完毕，可以实现四季产香菇。”4月7日，泌阳县盘古乡二郎村河南金

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香菇种植基地负责人吴明建说，“这一筐筐香菇正

准备运往县里的香菇交易市场，主要是销售到福建和广东，部分产品还出口

到日本和韩国！”

在该香菇种植基地，一排排大棚鳞次栉比，基地内现有非标准大棚126

座，标准化智能化大棚55座。走进标准化智能大棚，记者看到，一个个香菇

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中打开了丰满的花伞，村民们正在采摘成熟的香菇，

装箱、过磅、装车……基地一片繁忙的景象。

近年来，盘古乡以香菇产业融合发展为突破口，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结合盘古乡人文地理及自然环境优势，在现有产业基础上，推进食用

菌产业从规模种植向精深加工、“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转变，打造集

生产、加工、贸易、物流于一体的食用菌产业强镇，让香菇产业成为百

姓有奔头的产业，为盘古乡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新活力。目前，盘

古乡已发展香菇现代农业示范村3个，香菇种植加工企业、合作

社（种植大户）33个，从事香菇产业人员26000余人，占

全乡常住人口的66%。盘古乡香菇种植规模

已达6000万袋（棒），鲜品年产量6万吨。

泌阳县盘古乡

6000万袋香菇
年产鲜菇6万吨

4月8日，在柘城县陈青集镇农菇丰种植家庭农场，村民正在收获羊肚菌。近年
来，柘城县用产业带动农民致富，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
模式，引导当地农民发展羊肚菌、食用菌等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吸纳农民在家门
口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张超 摄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

翁应峰）“浉河区2024年信阳毛尖

核心产区高山茶开采了！”4月6日，

在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车云山村

车云顶峰茶庄园，随着几声喜庆的

锣鼓声响起，由该村党支部书记、茶

农、茶企负责人组成的10名代表共

同宣布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

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主会场

浉河区浉河港镇黑龙潭村、两个分

会场谭家河乡土门村和东双河镇

马店村龙王寨，开采仪式也同步举

行。

“今年雨水多，天气冷，茶叶生

长缓慢，真正的高山茶清明节后才

正式开采。”车云顶峰茶叶公司总经

理伍温馨说，今年仍然倡导回归传

统的“一芽一叶、一芽二叶”茶生产，

努力提高茶叶产量和质量，诚信经

营，向广大茶客送上一杯“香高味

浓、汤色清澈明亮、回甘持久”的优

质信阳毛尖茶。

开采仪式现场，进行了50斤头

茶的拍卖。经过几番叫价，最后被

河南蓝天茶叶有限公司以每斤 3.1

万元的高价拍走。

浉河区委书记赵军华表示，举

办启动仪式旨在展示茶叶采摘、制

作、品鉴的完整过程，宣传茶文化、

普及茶知识，促进与茶商、茶消费者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推动浉河

区茶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打

造浉河特色茶旅品牌。

启动仪式包括采茶体验、制茶

展示、茶歇茶叙、产品展销、书画摄

影采风等活动。

据了解，浉河区茶园面积 63.5

万亩，茶叶产量5.7万吨，涉茶综合

产值 117亿元，是全国第一大绿茶

县区；先后获得全国重点产茶县区、

中国茶业百强县、“三茶统筹”融合

发展县域等30多项荣誉。

一斤头茶拍出3.1万元
浉河区信阳毛尖核心产区高山茶开采

图片新闻
PHOTO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申鸿皓 高志楠 张新
军）4月6日，走进社旗县下洼镇余庄村乡村振兴产业园的

食用菌种植基地，阵阵菌香扑面而来，大棚里一朵朵鲜嫩

的羊肚菌，探出褐色的“脑袋”，错落有致地盛开在菌垄

上。不远处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分拣、称重、装箱……

菌菇飘香，生机盎然，一幅特色产业振兴画卷正在滚滚麦

浪中徐徐铺展。

“你看这个羊肚菌的个头，差不多得有半两重。”遮阳

网下的菌棚里，产业园负责人骆保国右手托着一枚菌子

上下掂了掂，心中难掩喜悦，“目前羊肚菌鲜货市场价每

斤七八十元，烘干的话不仅方便存储，价格也更高。光咱

这近百亩羊肚菌，预计今年销售额150万元不成问题。”

“作为党员，我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带领群众一块致富，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骆保国以

前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000年，为给乡亲们寻找增收

门路，他本着“先行先试，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初衷，利

用村边小树林摸索着试验建棚种香菇，边学边干，积累经

验，滚动发展，良好的效益坚定了他规模发展的信心。

2017年，骆保国利用上级扶持的100万元扶贫项目

资金，流转土地、建造大棚、购买设备，高标准建起了香菇

种植基地，并按照“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辐射带

动周边300余户群众收获了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

赚薪金、合作社入股发股金、带贫分红分利金、自己发展

挣现金的“五桶金”，骆保国也从下洼镇的“菌菇种植第一

人”变身“勤劳致富带头人”。

“羊肚菌是一种高档珍贵的稀有食用菌，食药兼用，

香味独特，富含氨基酸及有机锗，营养价值高，被誉为‘菌

中之王’‘菇中皇后’‘地里黄金’，并且羊肚菌种植周期

短、效益高、见效快、前景广，深受市场青睐。”2021年前

后，骆保国紧盯市场需求，在稳定香菇种植的同时，尝试

上马羊肚菌、赤松茸、灵芝等特色菌菇品种，经

过两年多的摸索实践，仅羊肚菌就发展到近百

亩，产品除满足周边农贸市场和商超外，还销往山

东、湖北等地，经济效益可观。“秋冬季种植，冬春季

采收，现在每天都有新鲜的菌菇成熟采收。”

“羊肚菌金贵，采收可是个技术活，采收时间也很

讲究，上午9点到12点这段时间最好。”一大早，村民王

霞和几个工人就在菌棚里忙着采菌菇。“俺在这里干了

三年多了，活也不算累，一天能挣百十块钱，还不耽误照

顾一家老小，好着哩！”王霞一边说着，手里的活丝毫不

停，幸福和满足溢满双颊。

如今，在骆保国的引领下，余庄村食用菌种植基地

已发展菌菇大棚100余座，年产值达600万元，同时还

辐射带动周庄、兰庄、高庄、余庄、桃园、邱庄等村相继

发展菌菇产业，形成了初具规模的食用菌种植产业带，

食用菌产业已经成为支撑下洼镇经济发展、带动农民

群众增收致富的强力引擎，也成了下洼镇“一村一

品”的特色产业名片。

一朵菌菇致富，一个产业兴村。下洼镇党委

书记杨晗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全镇确立的“南烟

北药中菌，多种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发展格

局，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强化技术培

训、管理服务和销售指导，持续完善集生

产、冷藏、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引

进深加工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

菌菇生产向品牌化、规模化、产业化

方向发展，带动更多当地村民就

业增收，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

力的产业支撑，绘出菌菇

飘香的共富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