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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杨真真 陈亚飞）4月11日，在叶县

田庄乡黄营村蔬菜种植基地，碧绿

的藤架上挂满了黄瓜，工人们正忙

着采摘、装筐，称重后装车外销。

“我们的蔬菜基地占地130多

亩，大棚70多个，现在主要是黄瓜

采收季节，不仅市区市场，咱县的

超市也是一天来一趟，不愁销路。”

黄营村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陈艳

奇说。

黄营村蔬菜种植基地采取“村

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种植

黄瓜、茄子、辣椒、豆角等蔬菜，通

过轮作方式，实现“一地多用、一棚

多季、一年多收”，实现土地收益最

大化。

同时，黄营村蔬菜种植基地创

新种植模式，选用优良品种，进行

科学培育，所种植的黄瓜瓜条匀

称，墨绿油亮，削皮后颜色翠绿，清

香扑鼻，口感爽脆香甜，受到不少

蔬菜收购商的喜爱。

“这里的蔬菜绿色无公害，口

感不赖，价格适中，拉到市场上，可

以说是供不应求。”平顶山市丰莱

市场蔬菜收购商王占领说。

“搁这黄瓜棚里干活，一天五

六十元，既照顾家了，也挣钱了，可

得劲。”务工村民张红霞高兴地说。

近年来，黄营村围绕“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目标，

引领群众抱团发展大棚蔬菜产业，

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拓宽村民增收

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

振兴。

据了解，黄营村大棚黄瓜今年

年产量可达455万斤，产值270万元

左右，直接带动30余户农民增收。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市场需

求，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加大新品

种引进，提升整体种植水平，带动

更多的村民参与蔬菜种植，让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以产业发展推

动乡村振兴。”黄营村党支部书记

王纪伟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雷云
晓）4月 9日，在宝丰县赵庄镇官衙村

数百亩蒜田里，三三两两的村民穿梭

其中，忙着抽薹、捆扎、装车，一派蒜薹

丰收的忙碌景象。

走进田间，一排排大蒜整齐排列，

嫩绿的蒜薹露出来，村民手中拿着特

制的刀片，弯腰熟练地在大蒜株上轻

轻一划，左手顺势往上一提，一根长约

40厘米的鲜嫩蒜薹便从蒜秆中抽了出

来。

“我们都是本村人，近几天每天到

地里抽蒜薹，熟练后一天能抽 100多

斤，挣个百十块钱 。在家门口能挣钱

还不耽误接送孙子上下学，都可知

足。”今年 50岁的赵红谦一边熟练地

抽着蒜薹一边说道，蒜薹采摘后，再等

20天左右就收大蒜了，她们一帮老姐

妹约好到时候还一起到地里收蒜头。

“从4月初开始，咱们的蒜薹开始

陆续成熟，目前一大半大蒜田还没有

开始采摘，现在每天也就 5000多斤，

打捆装车后一般直接送到市里的农贸

批发市场，过几天盛产期基本一天就

能采摘两三万斤，到时候通过物流销

往外地。”官衙村大蒜田管理员许亚磊

介绍，从目前的生长情况来，今年大蒜

的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据了解，官衙村的这一片大蒜田共

有600亩，蒜薹每亩平均收获500斤，

可使务工群众增收30万元左右。到5

月蒜头收获季，将达到用人高峰期。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夏天 韩战伟）4月9

日，记者走进夏邑县刘店集乡徐马

庄村彭彦辉的黄瓜大棚，一派春意

盎然的景象映入眼帘，一行行翠绿

的秧苗上挂满了黄瓜，长势喜人。

“我的3个黄瓜大棚总共占地

11 亩，头茬黄瓜就下了 1200 多

斤，从现在开始，几乎每天都能采

摘几百斤；待产量达到高峰时，每

天可以进账几千元。”彭彦辉高兴

地说。

上市时间早的秘诀就是冬暖

棚，它和传统大棚不同的是，除了

基础的薄膜之外，棚顶还加盖了一

层厚厚的棉被，虽然整体造价要高

出传统大棚好几千元，但保温效果

很好。

在距离彭彦辉的蔬菜大棚不

到500米的地方，就是王庄蔬菜交

易市场。在这里，刚刚采摘下来的

黄瓜被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从采摘、打包到装车，黄瓜收

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为周围村

民带来就业机会。这些村民在不

放弃主业的情况下，通过这些零工

可以为自己带来额外收入。

“现在交易市场日收购量有50

吨左右，一个星期之后，在黄瓜采

摘的高峰期，整个交易市场最大收

购量可达200吨。”王庄蔬菜交易

市场负责人班猛说，这样的蔬菜交

易市场在刘店集乡有8家，覆盖全

乡所有种植区域，可以保证新鲜黄

瓜经过打包、装车、发车后，及时走

上消费者的餐桌。

近几年，刘店集乡党委、乡政

府不断加大对蔬菜瓜果产业的政

策、资金、技术扶持力度，积极发展

特色产业，创建“产业兴旺星”。他

们结合气候、土壤等条件，持续在

推广新技术、引进新品种上下功

夫，摸索出一套种植技术，不断提

升黄瓜的产量和品质。

目前，黄瓜作为刘店集乡省级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主导产业，

全产业链上的从业人员超 6000

人，产业规模、质量和效益不断提

升，真正成为富民强乡的特色产

业。

“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产

业’的发展模式，不断提高瓜果蔬

菜种植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水

平，推动全乡瓜菜产业走上提质增

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持之以恒把

‘产业兴旺星’创建的‘施工图’转

化为‘实景图’。”刘店集乡党委书

记吴秀芹说。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王金
玲）当下正值芦笋上市时节，淇县桥盟街

道余庄村种植的35亩芦笋生机盎然，村

民们手持剪刀熟练地收割着，分选、裁

切、打包、装箱，忙得不亦乐乎。

“芦笋属于草本植物，是多年生蔬

菜，一年种植，翌年起每年可以采收3次

嫩茎，一般可采摘10年至15年，产量逐

年递增，年份越长，芦笋的根盘越大，产

量也会越高。”4月14日，余庄村党支部

书记未树彪介绍说，“从去年开始芦笋已

经初见成效，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2万元，村里第一次给70岁以上的老

人发了补贴，群众都很高兴。”

据了解，余庄村位于县城东，地势

平坦，交通便利，有耕地1100亩，一直

以来，村民主要以小麦、玉米等传统农

业为主，种植模式单一，村集体经济没

有任何项目收入。

2021 年，未树彪带头动员村“两

委”干部集资 40万元，带领村里的种

植能手、村民代表等先后到周边县市

进行考察。同时，邀请县农业专家对

本村土壤、光照、气温、降雨情况进行

考察论证。最后，一致决定引进芦笋

种植项目，并由第三方提供优质种苗

和技术指导，实施订单保底价回收。

目前，芦笋开始进入盛产期，随着

芦笋长势每天得采摘两次，根据务工

需求，可为本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20

余个，每人每月收入 2500元左右，让

村里留守劳动力和低收入农户实现家

门口就业。

“现在芦笋在市场上仍属稀缺的高

端菜品，售价和前景都很可观。我们已

经派出种植能手到江苏盐城学习芦笋

大棚种植反季管理技术，下一步，村里

准备追加投资，进行大棚种植芦笋，带

领全村人增收致富，全力打造农村集体

经济高效农业示范田。”未树彪表示。

本报讯（记者李振阳 通讯员上官
幼林 程昊 黄超）4月9日，走进光山县

孙铁铺镇刘渡村天隆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有机蔬菜种植基地，一栋栋整齐排

列的透明大棚展现眼前，基地内的蔬

菜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其间，采摘、

分拣、装箱，一派忙碌景象。

平原广、日照足、温差大、无污染，

位于孙铁铺镇的刘渡、江湾、周乡等村

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连片的高

标准农田、便利的灌溉系统、宽阔平坦

的道路为蔬菜种植提供了便利条件。

近年来，该镇将粮食蔬菜产业链

建设作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按照“党组

织统领、合作社牵头、农户参与、合作

共赢”的思路，进一步延链强链补链，

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多家农业公司，建

成了集种植、贮存、销售于一体的特色

粮食蔬菜种植基地。同时，该基地通

过开展免费技术培训指导农户采摘种

植技术，以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方

式，带动附近就业劳动力230多户，实

现每户年均增收2.2万~4万元。

44月月1111日日，，孟州市会昌街道廉桥村孟州市会昌街道廉桥村
果农付二艳在给梨树喷施防治蚜虫的药果农付二艳在给梨树喷施防治蚜虫的药
物物。。近年来近年来，，该街道大力发展特色果品该街道大力发展特色果品
种植种植，，现已种植果树现已种植果树500500余亩余亩，，通过发展通过发展
特色种植带动了农民增收特色种植带动了农民增收，，推进了乡村推进了乡村
振兴振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远高杨远高 通讯员通讯员 赵梦梦赵梦梦 摄摄

本报讯 4月 12日，迎着暖阳走进汤阴

县白营镇后湾张村桃林，朵朵桃花挂满枝

头，或竞逐怒放，或含苞欲放，放眼望去一

片粉红色的花海被微风掀起层层波浪，引

得无数游客驻足拍照。

人面桃花相映红，鲜艳的桃花不仅映

红了农户的笑脸，更映红了群众的致富

路。眼下，正是桃林管理的关键时期，桃农

们一早便来到这片“世外桃源”，穿梭在田

垄间，忙着为桃树疏花、掐枝、打叶，忙碌的

身影在花海中时隐时现。

“我们整合了汤河沿岸的40多亩闲置

土地，建成了这片桃林。目前主要种植水蜜

桃、黄桃，到6月果子就能成熟出售。”提起桃

林的收益，后湾张村党支部书记韩尽忠脸上

洋溢着笑容，“去年受气候影响桃子产量不

高，但也卖了2万元。今年温度湿度都适宜，

产量肯定比去年高，预计能达到8万斤。为

了拓宽收入渠道，除了卖给经销商，七八月

份我们还会开放桃园供游客前来游玩、采

摘，算下来总收益能有4万余元！”

为了能让传统农业步入“现代化”发展

的“快车道”，近年来，白营镇聚焦打造“乡

村旅游新地标”目标，以乡村空间为载体，

以田园风光为抓手，围绕后湾张桃园、花耳

庄草莓园、南陈王梨园、油菜花田等现有资

源，将农业种植与休闲娱乐相融合，形成集

赏春花、享美景、品美食、玩采摘于一体的

“美丽经济”。

此外此外，，

白 营 镇 还白 营 镇 还

充分挖掘紧充分挖掘紧

邻 城 区邻 城 区、、汤汤

河河 、、302302 省省

道道、、京港澳高京港澳高

速等速等，，具有交具有交

通便利通便利、、风景优风景优

美美，，可使用土地可使用土地

面积较大优势面积较大优势，，

探索探索““赏花赏花++旅游旅游++

采摘采摘”“”“美景美景++文化文化++

美食美食””的农旅的农旅、、文旅融文旅融

合发展模式合发展模式，，计划打造计划打造

““一河两岸旅游休闲田一河两岸旅游休闲田

园综合体项目园综合体项目”，”，将观光线将观光线

路延伸至北陈王金沙滩路延伸至北陈王金沙滩、、后后

湾张桃林湾张桃林、、南店村红花园南店村红花园、、西木西木

佛高标准农田等处佛高标准农田等处，，增设观光打增设观光打

卡卡、、露营烧烤露营烧烤、、游园采摘等游玩项游园采摘等游玩项

目目。。真正把怡人真正把怡人““风景风景””变发展变发展““前前

景景”，”，以乡村以乡村““颜值颜值””促产业促产业““增值增值”。”。

““下一步下一步，，白营镇将围绕汤河流域自然白营镇将围绕汤河流域自然

风光及辖区内农业风光及辖区内农业、、文化等资源文化等资源，，鼓励各村鼓励各村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打造打造‘‘一村一品一特色一村一品一特色’’的产业的产业

发展新格局发展新格局，，带领村民结出产业带领村民结出产业‘‘致富果致富果’、’、

走出发展走出发展‘‘致富路致富路’、’、绘出乡村绘出乡村‘‘好光景好光景’。”’。”

白营镇党委书记姬科表示白营镇党委书记姬科表示。。

（（王都君王都君 史文珮史文珮 周莉周莉））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炫
羽 通讯员张增峰 李哲）4月 11日，走

进民权县人和镇双飞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葡萄羊肚菌套种示范基地，一朵朵

形似羊肚子的菌子撑起一把把褐色的

小伞，丰盈饱满，长势喜人。农民们有

的穿梭于菌垄间，有的蹲在菌垄间，小

心翼翼地采收鲜嫩的羊肚菌，一派丰

收景象。

近年来，该合作社积极探索葡

萄—羊肚菌立体循环种植模式，通

过葡萄和羊肚菌分季节错峰生产，

提高土地利用率，蹚出了一条特色

产业发展的新路子。“葡萄与羊肚菌

套种，由于羊肚菌冬种春收，充分利

用了葡萄的生长空档，等羊肚菌采

收完了，废弃的菌料是很好的有机

肥，还田于葡萄地，促进葡萄更好地

生长。”该合作社负责人李国礼说，

目前合作社葡萄与羊肚菌套种示范

面积 200 亩，仅食用菌一项，可实现

经济效益 800多万元，安排农村劳动

力 100多人。

“葡萄行间套种羊肚菌是果树与

羊肚菌高效复合种植的新发展模式，

既可提高果树下土地利用价值，发挥

林下经济效益，又能实现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是一种林下循环经济发展模

式。”该镇党委书记白守玉说，“下一

步，人和镇在扩大特色产业种植面积、

提升农产品质量的同时，在葡萄、食用

菌深加工方面持续发力，大力推进葡

萄、羊肚菌产业链发展，进一步拓宽农

民群众增收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赵花
周）4月8日，春风拂面，阳光送暖。走

进内乡县赤眉镇杨店村，只见许多家

庭门前都摆放着一筐筐羊肚菌正在晾

晒，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

“你看这羊肚菌出得多稠，密度多

均匀，生长多壮实！”种植户黄文泽难

以掩饰内心的兴奋和激动。

据了解，黄文泽今年第一次种植

羊肚菌。2023年，在村党支部书记马

灵芝的带领下，村里十几名群众到外

地参观学习羊肚菌种植技术，这让黄

文泽看到了种植羊肚菌的美好前景。

说干就干，在2023年 11月，他就准备

了 3亩土地，建了大棚，购置了菌种、

营养袋，走上了羊肚菌种植的道路。

经过几个月潜心研究种植技术，频繁

向村里的种植户请教，精心培育的 3

亩羊肚菌长势喜人，喜获丰收，首战告

捷。

据黄文泽介绍，一亩地需要投资

菌种、营养袋4500元，钢筋、薄膜、遮

阳网等设施 5500 元，共计 1 万元左

右。每亩约产出湿羊肚菌700~1000

斤，按亩产700斤、每斤35元计算，亩

收益为24500元，当年除去成本，亩净

利润14000元左右，比种其他庄稼效

益高多了，而且仅占用了11月份至第

二年 4月份的时间，正赶上春季作物

的种植时间，还能种植一季瓜类、花

生、玉米等作物。“土地利用率高，产出

高，效益还算可观，知足了！”黄文泽笑

呵呵地说道。

随行的杨店村治保主任告诉记

者，2023 年该村仅有两户种植羊肚

菌，面积不到5亩，今年的种植户一下

子增加到十几户，面积猛增到 100多

亩。为切实防范种植风险，村里组织

了技术能手为大家授课，让上年的种

植户为大家多次作现场指导，今年全

村的羊肚菌种植户全部种植成功，切

切实实增加了群众的收入，也为全村

群众探索了一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和活力。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王玉
贵）“眼下正是香菇菌丝发育的关键

期，温度高了要降温，温度低了要想法

保温！”4月 14日，在西峡县回车镇黑

虎庙村村集体香菇温室棚里，该村香

菇种植技术员李新会说。

“国定，这几天，你安排人把咱们

3个香菇温室棚里的香菇倒一下垛，

总体要求是通风保温保湿，确保不出

现死菌和坏袋。”现场听了李新会的讲

解，村支书徐洪玉对村文书姚国定说。

黑虎庙村离回车镇政府10公里，

山大沟深，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里有

了收入才能为群众办更多的实事和好

事，种植香菇年初投入，年尾就能见到

效益。今年春节过后，黑虎庙村多次

商议研讨后，最终达成共识并立即行

动：村“两委”成员自筹资金 20万元，

投资搭建温室棚，购买5万袋香菇棒，

并很快完成了接菌。

“到秋、冬天，这 5万袋袋料保守

说净收入在 15万元以上！”巡回在 3

个香菇温室棚里查看菌丝发育的徐洪

玉高兴地说。

“这里就是村里前年和去年种植

的150亩连翘，花刚谢，今年秋天就可

以采摘果实了！”在该村台子组，满坡

的连翘树干壮叶茂，随风摇曳。“苗子

买回来时，与筷子粗细差不多，现在已

经有大拇指粗并挂果了！”姚国定说，

“一亩地种 100株苗，这 1.5万株连翘

将来是俺村的绿色银行，村集体每年

收入都将有进账。”

2022年 2月，黑虎庙村结合本村

荒山荒坡面积大的优势，结合外出考

察和土质验证，决定发展连翘产业，

从外地调运连翘苗，由村“两委”组织

规模种植，作为村集体经济产业。为

了科学管理，村里先后 3次邀请县药

办的技术员对连翘基地的修剪技术

进行现场指导，在此基础上，村里还

抽调一名村干部从施肥、浇水、除草

等全过程跟踪管理。回车镇党委、镇

政府对此大力支持，扶持 15 万元作

为发展奖补资金。为了提高土地综

合效益，今年黑虎庙村还在连翘基地

内套种了 10 多亩知母、赤芍等中药

材。

“保守说，香菇和连翘两个项目及

中药材今年将会为村集体增加净收入

20万元以上；2023年村里创成了‘文

明幸福星、生态宜居星和平安法治星’

‘三星’支部，2024 年的目标是创成

‘产业兴旺星’，实现‘四星’支部的创

建目标！”在该村连翘基地，徐洪玉的

话语坚定而自信。

黑虎庙村群策群力，整合集体项

目资源，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收益集体

共享。这是回车镇积极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花’就是村集体经济项目，我们

见‘花’浇水，以奖代补，鼓励各村结合

资源优势，探索多种集体经济增收模

式。在各村自主发展的基础上，今

年我们探索‘联村共建’发展模式，

镇国有公司带动 21 个村参股，整合

6个村项目落户电商产业园，抱团发

展集体经济！”回车镇镇长庞百妥

说，“2023 年，全镇 7 个村集体经济

收 入 超 过 20 万 元 ；2024 年 ，全镇

50%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超过 20

万元，创成‘产业兴旺星’的村可突破

10个，助力‘五星’支部创建，为乡村

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内乡县杨店村

种植羊肚菌 拓宽共富路

见“花”浇水 育增收“果”
西峡县回车镇多种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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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户黄文泽在大棚里采摘
丰收的羊肚菌 赵花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