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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谢辛凌

4月 7日，走进沈丘县周营镇马营村一处生态养

鸽基地，一排排钢结构大棚排列整齐，棚内鸽舍干净

整洁，既有一个个“小套间”，也有宽敞明亮的“大客

厅”；置放鸽舍通道的自动喂料机缓缓移动，一只只雪

白的鸽子在啄食，不时发出“咕咕”的欢叫声。

“今天出货主要是销往上海的，这个品种叫双肌

鸽，重量都在一斤二两以上，我们批发出去是25块钱

一只，有多少卖多少，供不应求。上海、浙江那边的人

喜食鸽肉，市场很大，发展有潜力。”养鸽基地负责人

李俊丽告诉记者。

李俊丽今年47岁，是当地出了名的“巧媳妇”，家

住周营镇郭寨村。2020年，在外务工的李俊丽看到

家乡出台很多关于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后，经多次市

场考察，决定回到家乡养殖双肌肉鸽。在县妇联和家

人的支持下，她建起了现代化鸽舍，引进了优良种鸽。

在李俊丽的养鸽基地内，自走式喂料机、电脑控

温孵化设备、饲料仓库、饲料加工设备、消毒设备等设

施齐全。鸽子所在的笼舍被分为好几层，每个笼子里

基本上都是两只鸽子住在一起，笼子里还有一个小

窝。“有的窝里是刚下的鸽蛋等待孵化，有的是通过孵

化箱孵出来的小鸽子，通过借‘鸽妈妈’抱养的方式养

殖。这些小鸽子能够独立生活后就可以出窝了。”李

俊丽快人快语。

“这是我们的自动喂料机，不仅节省了人工成本，

还有利于促进鸽子进食。”李俊丽给来参观的朋友现

场讲解。

“为什么鸽子笼要分为好几层，这样通风好吗？”

“鸽子也是以家庭为单位，遵循的是‘一夫一妻制’，

不分层放在一个大鸽笼里，彼此之间容易发生打斗。”

紧接着李俊丽道出了自己的“养鸽经”：“鸽子的

繁殖速度快，盈利周期短，孵化出的小鸽子，30天左

右就可出售，的确是个投资小、短平快的致富好项目。一般情况下，

一对种鸽可饲养5至6年，每月能产下4至6枚鸽蛋，一年可产蛋60

枚。我们基地孵化繁育出的肉鸽每年能卖出6万对左右，经济效益

相当可观。”

据介绍，李俊丽的生态养鸽基地目前鸽子存栏8000余对。“一人

富不是富，一起富才是富”。养鸽基地办起后，她为有意愿养殖鸽子

的乡邻无偿提供饲养管理技术，并统一低于市场价提供优质种鸽，统

一订单回收育肥鸽，带动了当地农户靠养鸽致富。

“俺是这个养鸽基地的老工人了，我本身就喜欢养鸽子，在这里

工作，不但学到技术，每个月还能挣到4000多块钱。不仅收入稳定，

还能照顾家庭，自己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在此务工的郭寨村村

民孔贺丽笑容满面，她在鸽舍里一边查看乳鸽生长情况，一边把体格

相近的鸽子放到一个鸽窝里，此过程称为“调崽”。

“接下来，我打算再扩大规模，对鸽子进行深加工，通过互联网销售

到全国各地。”说起今后的养殖规划，李俊丽信心满满地说，争取在三至

五年内，将养鸽基地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鸽子养殖基地和种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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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赵含香 牛子
瑜）4月1日，在获嘉县太山镇大张卜村南环路

两边林地里，10余名村民正忙着栽种黄花菜

苗，他们有的刨坑，有的种苗，有的覆土压实。

村民张国兴一边忙碌一边说：“这黄花菜真不

错，既好看又能卖钱，俺家房前屋后的三分地，

也要栽成这种黄花菜。”

为切实盘活现有土地资源，用好零散土

地，大张卜村积极响应太山镇发展“边角经济”

的号召，对全村房前屋后及道路两边等空闲地

进行了全面摸底。最终，大张卜村通过召开

“3533”党群代表议事会，决定利用村南公路两

旁树下空地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黄花菜。该

村按照“支部采购+农户管理+村集体收益”的

分配方式，采购了 35000余株黄花菜苗，套种

了11亩黄花菜。

大张卜村党支部书记吴斗顺说：“黄花菜

适宜春季栽种，夏季观赏，秋季叶丛鲜绿，既能

美化环境又能增加收入，一举两得。”

今年以来，太山镇引导各村按照“一村一

品”的发展思路，充分挖掘边角土地资源，大力

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黄花菜、韭菜等，蹚出了

一条“政府有为、集体增收、农民收益”的产业

发展新路子。

获嘉县太山镇

路边种上黄花菜
美化环境又增收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红
卫）“现在倒流河水清岸绿、鱼翔浅底，

目之所及，令人心旷神怡，我来这里钓

鱼就是为了欣赏美景，陶冶性情。”4

月8日，在汝南县板店乡倒流河东岸，

一位正在垂钓的村民说。

“这里过去可不是这样，那时河水

黑臭，沿岸垃圾成堆，别说钓鱼了，走

到这里就觉得恶心。”倒流河板店村村

级河长、板店村党支部书记田东升说，

“自从落实了河长制，这里的环境才逐

步改观。现在水清了，岸绿了，鸟儿沿

途鸣唱，鱼类繁衍生息，吸引了不少人

在河边散步、赏景、垂钓。”

近年来，板店乡开展水林田河草

综合整治，为倒流河配备乡级河长 1

人，村级河长四人，协调推进河道整

治、清淤、保洁、防污，对河道沿岸的违

章建筑、畜禽养殖污染源、破堤种植及

垃圾全部清零，沿岸种植花草树木，及

时打捞水面漂浮物，整治黑臭水体，使

倒流河成为河畅水清岸绿的新景观。

“目前我乡不仅倒流河水清岸绿，

所有河道、坑塘都是环境优美，景色宜

人。”板店乡乡长吕亚飞介绍，板店乡

对全乡11条河渠明确了乡、村两级河

长，通过巡河及时发现和解决相关水

生态环境问题，对破坏水域生态环境

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河长尽责，河流变样。如今在板

店乡各个河段上，人们时常能看到像

田东升一样沿河岸巡河的河长，呈现

在人们眼前的是“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

“我们将持续压实河长责任，让河

长既‘有名有实’又‘有力有为’，以‘河

长制’推动‘河长治’，让河畅景美、水

清岸绿成为常态。”板店乡党委书记秦

铭蔚说。

□本报记者 魏静敏

4月 4日，走进辉县市欢乐牛家庭农场的草莓大棚，绿油油的草

莓叶子下面垂挂着一个个色泽鲜艳的草莓，阵阵果香沁人心扉。

“这个棚种的是‘中莓华悦’，不仅鲜艳好看，吃起来脆甜，还有一

股浓郁的香味，采摘价一斤40元。”辉县市欢乐牛家庭农场负责人牛

军海说。

牛军海，河南省草莓协会理事、草莓协会县级联络员，2018年 3

月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证书。他创办的欢乐牛家庭农场占地60余亩，

是新乡市示范家庭农场、新乡市远程教育学用典型示范基地。

“评价草莓好吃与否，糖度是第一标准。”牛军海说，“‘中莓华悦’

糖度高，来这里的游客品尝后，都赞不绝口，销售自然不愁！”

牛军海种的草莓为何好吃、好卖？秘密全在他的草莓大棚里。

欢乐牛家庭农场种植草莓不使用催熟剂、膨大剂、增甜剂等，坚

持以“绿色、健康、科技、生态”为宗旨，严格把关农产品的安全性。在

河南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草莓岗位专家团队技术支持下，欢乐

牛家庭农场采用覆膜栽培技术，浇水是膜下滴灌，水中添加有机肥；

保持大棚适当温差，增加果实糖分积累；配有加温器、烟熏剂等，用来

杀菌防病，安全无污染。

“草莓也要计划生育。”牛军海说，在种植管理过程中，要进行疏

花疏果，开花后先把多余的小花、弱花掐掉，坐果后再掐掉畸形果，每

株保留6~8颗，这样营养就会集中供应，长出的果子就好吃。

“多施生物肥、有机肥，有助于提高草莓的产量和品质。”牛军海

说，在后期管理中，还要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改善草莓品质，比如在草

莓转色期适当控水、提高有机营养液浓度、补光、加大温差等。

除了大棚草莓管理技术方面，关键一点在于种苗。牛军海每年

引进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5万棵脱毒草莓苗。“草莓连年

种植，会出现种性退化，导致果实个头变小、品质变差、病害增多、畸

形率增高，效益随之降低。因此，在草莓生产中一定要注意选用脱毒

苗。”牛军海说。

牛军海种植草莓有8个年头，8年来他得出一个结论：草莓想要

种得好，要从种苗做起，选好品种，科学管理，提升品质，叫响品牌。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李永亮
张琳峥 马亚冰）“这几天是桃花花期，每天

都有人来我们这里看桃花，这不，今天镇

里又举办了桃花节，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

们龙城镇的千亩桃园了。”4月 3日，漯河

市郾城区龙城镇十五里店村村民徐国顺

高兴地说。

当天，郾城区第27届中原桃花节暨桃

文化旅游节，在龙城镇千亩桃园盛大开

幕。桃花节现场，不但有舞蹈、歌曲、戏剧

等精彩的文艺表演，还有投壶、文创小工艺

制作、公益书法家现场题词作画等活动，映

衬着灼灼盛开的桃花，吸引了四方游客。

徐国顺以前种了6亩桃树，每亩能收

入 8000元左右，随着当地桃的知名度和

销售渠道的扩宽，2020年他又承包了 10

亩桃园，并更新了桃树品种，收入一年比

一年多，去年桃园每亩收入能达到2万元。

徐国顺的桃园“坐地起价”并非偶

然。龙城镇把鲜桃产业作为培育农村集

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内容，

使“桃品牌”资源发展成为“桃产业”收入，

促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变。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龙城镇采取

“党建+产业”“党建+合作社”融合模式，推

动村党组织“上产业链”“进合作社”，全力

挖掘桃树“由花到果再到枝”全价值链。

在此基础上，该镇借助近郊区位优

势，在道路两侧腾出售卖摊位 5000余平

方米，全力为桃农售桃提供场地支持。同

时，牵引对接社区商超产销信息，引导果

农由“随天随心”向“城区点菜桃园种”的

市场导向型转变，并设计优质果箱将果品

进行统一包装，以“颜值”提高“附加值”。

与此同时，该镇积极推广以果菜套种

为主的果间套种新模式，引导桃农利用花

期前、果期后的“空窗”期，合理搭配种植

林下蔬菜；立足桃木资源优势，发展木梳

制作、栅栏制作、桃木篮子等桃木产品精

深加工。

不仅如此，该镇还突出“产业+”模式，

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整合镇域内

休闲旅游资源，举办桃花节、鲜桃采摘节，

乘势推广龙城特色农副产品，打造新经济

增长点。目前，桃花节年均接待游客可达

20多万人次，桃花节举办以来，累计有35

家食品果饮类公司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

“我们将继续以花为媒，借桃发展，围

绕一朵花、一个桃，建立赏花、观景、品桃、

桃木加工全链条产业，将观光经济、节会

经济打造成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助力乡村

振兴。”龙城镇镇长周向峰说。

大棚里的“甜蜜密码”

记者 观察 牛肉羊肉为何“跌跌不休”？

“黑臭河”变景观河
汝南县板店乡河长尽责河流变样

“卖花”卖果还“卖枝”
郾城区龙城镇打造“桃产业”全链条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见习记者刘霄）4月8日，许昌市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许昌第十五届三国文化旅游周相关情况。同时宣布，本

届文化旅游周将于4月26日至5月3日举办。

据介绍，本届三国文化旅游周由许昌市人民政府主办，采取“政

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方式，围绕“曹魏风、三国情、许昌行”

主题，突出“扩投资、促消费、兴文旅、展形象”，共策划10项主体活

动、3大类联动活动。还为游客准备了一路繁花踏春游、宜居花城休

闲游、三国文化体验游、钧瓷瑰宝奇妙游、胖东来打卡购物游、文化宝

藏探索游6条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与往年不同，此次活动既有抢抓文旅产业风口，打造剧本演艺、

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也有联动南京、成都等城市，用音乐会、文旅推

介三国文化的新模式，打造三国文化城市联盟，同时，纳入了鄢陵赏

花、禹州爬山、建安区采摘等为代表的春天最美资源，打造春季旅游

新场景。

三国文化旅游周4月26日启动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通讯员马晓宇）4月9日上午，“椿芽飘香最

美山乡”——第九届鹤壁王家辿香椿文化旅游节暨姬家山乡电商直

播活动开幕式在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王家辿村举行。

活动现场，村民为游客提供了免费品尝的山乡特色香椿茶、香椿

酱等；在乡村共富集市，游客选购香椿产品，村民们忙着过秤。

此次活动还开展了电商直播助农销售香椿活动，各路主播不仅

介绍了香椿芽等产品，还介绍了王家辿的石板路、石头房等特色景

观。

鹤壁王家辿香椿文化旅游节开幕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 入画来

4月8日，扶沟县桐丘街道南园村农田里的油菜花绽放，与青青的麦苗和一排排楼房形成一幅美丽的乡村图画。 谷志方 摄

□本报记者 于涛

“牛”魔王不牛了，“羊”贵妃不贵了，

春节以来，牛羊肉的价格快速进入下降通

道，简直“跌麻”了。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3月

15 日至 21 日，全国牛肉批发价为 68.07

元/公斤，相较于去年同期的 76.96 元/公

斤，同比下降11.55%；全国羊肉批发价为

63.45元/公斤，相较去年同期的68.74元/

公斤，同比下降7.7%。

除了牛羊肉，生鲜乳的收购价格也

“不香”了。3月第 4周（采集日为 3月 28

日）的数据显示，河北、内蒙古等10个主产

省区生鲜乳平均价格 3.51元/公斤，比前

一周下跌0.6%，同比下跌11.1%。

“2023年原料奶供给过剩驱动奶价下

行，养殖成本居高不下，同时供给持续增

加加剧供需失衡，多重因素作用下导致奶

牛养殖业面临十多年来最困难局面。”省

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张震说。

对于养殖业来说，养殖的每一个环节

都对盈利有影响，成本控制好在某些程度

上就等于盈利，但是这些因素如今也并不

能直接带来价格的降低或升高。

拿肉饲比来说，生猪养殖，肉饲比是3

∶1，也就是说3公斤饲料可以让猪长1公

斤的肉，鸡的肉饲比是2∶1，牛的肉饲比是

8∶1，羊的肉饲比接近10∶1。

“饲料的成本对于养殖来说可能占到

七成，算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但是

现在养殖用的饲料量越来越大，想从这个

上面节约成本比较困难，并不能从源头上

改变肉价。”周口市的一名养殖户说。

发展适度规模养殖
那么价格如此低迷并且持续时间较

长，到底为什么？“影响价格的因素总体

上来说是供求关系的变化，消费和供给

的不平衡都会出现价格波动。”省农科院

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肉牛牦牛

产业技术体系黄牛繁殖技术岗位专家王

二耀说。

2023年度肉牛牦牛产业与技术发展

报告显示，由于三年新冠疫情和进口牛肉

累积效应的影响，本年度肉牛牦牛产业呈

现短期的“蓄积性供给过剩”现象，活牛及

牛肉等产品相继出现了异常下降，肉牛产

值下降幅度较大。

“中国牛肉进口量去年达到 274 万

吨，同比增长1.8%，再加上国内牛存栏量

和出栏量都进一步提升，市场消费疲软以

及猪价低迷带来的市场份额挤占，都导致

牛肉价格降低。”王二耀说。

如何应对进口冲击？“差异化发展策

略的肉牛产品在交易中彰显了发展潜力，

基于提供热鲜牛肉或花纹牛肉目标而确

定的产品销售模式将呈现更大的市场竞

争力。”省肉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闫

祥洲说。

近期在商丘市虞城县的调研中，记者

先后去了两家肉牛养殖场参观，带来的感

受有直观上的不同。第一家养殖户养了

近二百头牛，有二十年的养殖经验，自己

开的有牛肉汤店，也有个屠宰点。

“我这是个家庭农场，自己亲自参与

养殖全过程管理，现在能做到略有盈利。”

养殖户老蔡说。

第二家养殖场主要以育肥牛为主，有

近千头肉牛。负责人老付说：“现在养一

头牛每天就得赔钱，牛要出栏了也卖不上

价，只能压一压或者直接亏本卖了。”

两家的实践证明，农区和牧区的母牛

养殖户与带有屠宰销售的适度规模育肥

牛企业抗击市场风险能力明显优于规模

繁育场和规模育肥场。

增加优质羊肉供给
除了牛肉价格，同样受到进口因素影

响较大的也包括羊肉价格，本轮国内羊肉

价格降价和进口影响密不可分。

“造成本轮国内羊肉价格低迷的主要

原因有三点，除了由于猪肉周期性价格下

跌所产生的替代效应以及国内产量和进

口量增加所导致的供求关系失衡外，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羊肉价格走低所带

来的传导效应。”省肉羊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专家权凯说。

2012年起，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羊

肉进口国。2023年，中国羊肉进口总量再

创历史新高，达到 43.4万吨，约占全年肉

类进口总量的6%。

“中国羊肉进口主要来源于新西兰和

澳大利亚，从两国进口的数量占中国羊肉

进口总量的 96%以上；羊肉出口到中国，

关税也降到了零，更降低了进口羊肉的成

本。”权凯表示。

如今，在冷冻肉批发市场，进口羊肉

的价格在 20~25元/斤，比国内鲜品羊肉

足足低了10元/斤。

为应对国际羊肉进口的冲击，国内肉

羊产业应如何作出调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

家现代肉羊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功能

研究室主任李军提出，要增加优质羊肉及

特色优质羊肉供给，同时在物流和设备上

进行更新。

短期来看，可以以“三品一标”为抓

手，在保障羊肉食品安全的基础上，打造

国内肉羊产业优势品牌。长期来看，要进

一步加强优质羊种的引进以及本地优势

羊种的选育工作，从根本上提高本土羊肉

肉质，提升肉羊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此外中原地区养羊，另一个显著优

势就是秸秆资源，这个也要因地制宜利用

起来。”权凯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牛祎蓓）4月8

日，在宝丰县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滴水

崖村，村民分散在道路两侧，忙着挖坑、扶苗、填

土、浇水……大家两三人搭组，相互协作，合力

栽下一株株树苗。

“一大早我就来了，听说村里要栽树，大家

都很积极。栽树好啊，不仅能让村子变漂亮、

美化环境，还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老党

员、62岁村民张增子说。

为建设美丽乡村，滴水崖村将“一村万树”

作为助推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抓手，今年春季

先后种植海棠、红梅、百日红、柿子树等 1900

余棵绿化树和果树，着力打造春有花、夏有荫、

秋有果、冬有景的美丽乡村。

观音堂示范区深入实施“一村万树”工程

以来，按照既要产业兴又要生态美要求，把“一

村万树”工程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

立足区情村情，盘活闲置土地，发动群众共建

绿色乡村、共享绿色经济，全力做好“增绿”文

章，以村旁、路旁、坑旁、宅旁“四旁”绿化为重

点，充分挖掘乡村用地空间，构建“一村一品、

一路一景”的乡村绿化新格局。

宝丰县观音堂示范区

“一村万树”增绿添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