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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汝阳县小店镇小店村家宝红薯专业

合作社的社员在温棚忙着育红薯苗。汝阳县是红

薯生产大县，为做大做强特色产业，该县从资金、土

地、技术、信息等方面积极支持农民发展红薯种

植。 康红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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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产业描绘农业新画卷

郏县白庙乡

灵宝市
农技指导“手把手”

开展家政技能培训
带动3000多人创业就业

创办无人机产业园
打药苦活变“酷活”

个人致富不忘家乡
带领村民同奔小康

育好红薯苗育好红薯苗
确保好收成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

刘景澎甄林）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3月16日，睢县城郊乡李庄

村到处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纵横

交错的街道上，平整洁净，道旁

树木吐绿、百花齐放；在村办企

业飞天北斗服装厂内，数十名工

人正在忙碌着加工销往新西兰

的护理服订单；田间占地50余

亩的15座大棚内，村民们正在

收获羊肚菌、芹菜等；傍晚，明亮

的路灯如同白昼，文化广场上村

民们随着悠扬的曲子，尽情地跳

着广场舞……

“在农业上，依托中顺辣椒

种植基地，再申请建设200亩温

室大棚，打造智慧农业；在工业

上，招引在外成功人士，建立加

工车间，现有2个项目正在洽谈

之中；成立李庄村农业合作社和

红白理事会，提高服务能力，最

大限度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把俺庄打造成睢县一流的

乡村振兴典范。”今年2月新当

选的村党支部书记李志刚说。

今年45岁的李志刚曾是外

出务工队伍的一员，由于他踏

实、勤奋和诚信，又有干事创业

的闯劲，逐渐成为商业界的佼佼

者。在脱贫攻坚时期，李志刚帮

村里建起扶贫车间、修通了村内

道路，利用人脉广的优势，联系

在北京创业人士到李庄村投资，

建成中顺辣椒种植基地。李志

刚还在家乡成立电子商务综合

服务站，对当地的农产品进行信

息发布和网上销售。

自己富不算富，大家富才叫

富。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和村

“两委”换届选举政策，使他有了

回乡发展，带领全村一起奔小康

的想法。

在今年的村“两委”换届选

举中，他高票当选为李庄村党支

部书记。上任伊始，李志刚先从

党建入手，在村民选举基础上，

组建了由思想觉悟高、致富能力

强、有文化的村民组成的村“两

委”班子；实行企业化管理、政治

化约束制度，把全村划为6大战

区，对本村的党建、基础设施、信

访稳定、值班等村务定岗定责；

号召在外务工成功人士回乡创

业，实现人才和资金回流。

“李志刚年轻，发展有思路，

致富有门路，工作有魄力，俺村

交给他我很放心。”年近70岁的

原村党支部书记李阳春说。

“既然大家选我当村党支部

书记，我就要干出个样来，让大

家跟着我一起奔小康。”李志刚

满怀信心地说。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今年我这小

麦享受的可是‘淋浴’，省水还省事儿。”近

日，在灵宝市西阎乡东吕店村黄河滩的一

片麦田里，明飞家庭农场主肖明飞指着不

远处的机井房介绍说。用上新设备，再加

上农技人员“手把手”的技术指导，肖明飞

对今年的收成信心十足。

肖明飞流转有800亩土地，是当地

小有名气的种粮大户。肖明飞说的“淋

浴”，就是安装在机井房的水肥一体化设

备，只要在水井房一刷卡，通过设备就能

进行喷灌。

“你这600多亩地的小麦长势不错，

一类苗占比90%，分蘖多，长势好，但去年

冬季发生了冻害，要抓紧做好春灌，早施

肥，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灵宝市农业农

村局的农技专家一边拔起麦苗仔细观察，

一边指导肖明飞做好春季麦田管理。在

农技专家的指导下，3月10日前，肖明飞

便完成了除草剂喷施，避免了小麦拔节后

除草剂易产生药害的弊端。

为更好地服务家庭农场和种粮大

户，灵宝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人员在小

麦生长的关键阶段都会上门服务，调查

苗情、虫情，及时给予田间指导，此外通

过电话、微信等，农技专家随时接受技术

咨询。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申老板，给俺准备600只乳鸽，明天去拉。”“俺要

500只乳鸽，每只得八两重，有现货没？”3月21日，汝南县

常兴镇大申庄村养鸽专业户申红军的电话响个不停，面

对客户的求购电话，申红军一个劲地叹气：“养的成品肉

鸽太少了，得赶紧扩大规模啊。”

申红军的鸽场位于大申庄村村东，占地不足3分。

鸽场内，4排鸽笼上下3层排列有序，一只只鸽子在欢快

地吃着饲料，鸽舍由申红军一个人打理，忙得不亦乐乎。

申红军今年46岁，2014年春，听说养殖肉鸽效益

好，他投资6万元，从亲戚那里买来300对成品鸽，精

心喂养。刚开始不懂技术，申红军就到处拜师求教，渐

渐地掌握了养殖肉鸽的技术。通过多年的发展，如今

存栏成品肉鸽1000多对，月孵化乳鸽1600多对，依靠

销售乳鸽，申红军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成了当地小

有名气的“养鸽大王”。

养殖肉鸽，食料配比是关键。申红军在选择食料

上，主要以豌豆、玉米、保健砂为主，按照一定的比例进

行混合。“一只鸽子每天消耗食料一两半，1000对鸽子

每天就要消耗食料300斤，资金需要500元。”申红军

说。成品鸽子每只每月能下5~6枚蛋，1000对鸽子每

月就能产下5000~6000枚蛋。每枚鸽子蛋市场价为

2~3元，最高的时候，一枚蛋能卖5元。养鸽子成本高，

仅仅靠卖鸽子蛋利润很有限，赚不了多少钱。

后来，申红军通过上网浏览鸽子销售行情，发现

乳鸽畅销。“乳鸽从出生到销售，一般为23天，每只乳

鸽就能卖到12元以上。”申红军说。于是，他把销售

方式转变到孵化乳鸽上。2016 年春，申红军投资

5000多元购买了一个孵化箱，专门用来孵化鸽子，一

个月能孵化乳鸽1600只，20多天就能销售，不仅缩

短了养殖周期，而且还节约了养殖成本，效益比卖鸽

子蛋高出好几倍。从此以后，申红军以卖乳鸽为主，

收入也打着滚地往上翻。去年，申红军靠卖乳鸽收入

12万元。

“肉鸽营养丰富，符合人们健康饮食需求。下一

步，俺准备扩大养殖规模，成立肉鸽养殖合作社，带动

乡亲们一起放飞养殖肉鸽的致富梦。”申红军说。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邵群峰岳迎迎）3月15

日，一场春雨过后，豫东大地生机勃勃。商丘市睢阳区娄

店乡孙李堂村的商丘市臻沅食品有限公司内，工人们正

趁着天晴忙着清理晾晒场，将一筐筐变蛋摆放在晾晒架

上。

变蛋是当地具有传统风味的特产。臻沅食品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做无公害变蛋的加工厂，采用无铅、无添

加、纯天然的传统工艺，通过上浆、焖制、晾晒等工序，做

出来的变蛋蛋清清澈透亮，蛋黄色泽金黄，口感鲜滑爽

口。“我们公司每天可以加工变蛋10万枚，按照批发价5

毛钱一枚算，每天营业收入能达到5万元。”臻沅食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龙坤介绍说。

李龙坤是名“90后”，2017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

从事房地产销售。几年下来，他通过做营销、做推广，有

了一些积蓄。2019年李龙坤看到家乡蓬勃发展，便产生

了返乡创业的想法。他看准父亲30多年制作变蛋的传

统工艺，决定走规模化、高质量的加工路线。通过考察市

场、找销路、引技术，2020年5月，在娄店乡党委、乡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李龙坤成功将父亲的变蛋小作坊变成了

现代化的加工厂。由于口感品相俱佳、产品质量稳定，很

快吸引了大批客户上门。

“客商通过电话、微信下订单，我们借助专业配货平台

将产品按时送到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客商手中。”李龙

坤说，下一步，公司将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质量，走精

深加工路线，引进多种口味的便食、速食技术，打破“变蛋

外面一层泥”的局限，让变蛋成为大众旅游、出差路上的

“便蛋”，将特产变蛋做大做强。

今年，臻沅食品有限公司成功搭建电商平台，拓宽了

销路，每天销量近1000单。由于订单量不断增加，用工

量同步增加，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在该厂务工的侯庄

村村民李良玉说：“在这儿打工，一个月轻轻松松就能挣

2000多元，还不耽误家里的农活。”

据了解，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娄店乡依托特色优势资源，探索多元化发展路

线，鼓励在外务工人才、返乡创业大学生将工厂搬回家

乡，将技术引进家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目前，该乡培

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100多家，提供就

业岗位4000多个。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

韩丰）“我们先后在全县24个乡

镇开办了雪绒花母婴护理中心，

安排130余人就业，年经营额近

百万元，这都多亏红梅姐的引

领。”3月16日，在夏邑县人社局

商贸港雪绒花职业技能培训基

地，学员王春岩说。

王春岩说到的红梅姐，是夏

邑县雪绒花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校长常红梅，她还是夏邑巾帼家

政服务及孕前调理产后恢复健

康管理中心创始人。今年3月，

常红梅被评选为河南省“三八红

旗手”。

2011年1月，常红梅创办了

夏邑县雪绒花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十年来，学校先后免费开办

月嫂、育婴师、营养配餐师、养老

护理员等家政技能培训班200

余期，培训学员2万余人次，带

动3000多人创业就业。

2017年以来，该培训学校

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活动，被县

扶贫办列为“雨露计划”指定培

训学校。该培训学校实施“走

乡入村”工程，在何营、桑堌、济

阳等 10余个乡镇开展实用技

术现场培训，培训贫困户2000

余人。

“做有信仰的企业，听党话、

跟党走，今后将着力开拓市场，

为夏邑县和周边县市农村妇女

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助推乡村振

兴。”常红梅说起今后的打算信

心满满。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赵洁
宁）3月16日，走进郏县白庙乡马湾新

村产业园内，一朵朵褐色的羊肚菌“小

伞”林立在田垄上，鲜艳欲滴的草莓掩

映在翠绿的叶子里，粉红色的火龙果

已开花，五彩斑斓的多肉植物长势正

旺……

马湾新村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

口库区移民村，10年来，该村借助创建

3A景区和移民政策的优势，采用“公司+

集体+农户+旅游”的模式建成占地近

1000亩的产业园，园区内的光伏采摘园、

丰润果蔬园、百荷园、丹江情生态园，已

成为集旅游观光、果蔬采摘、民俗风情于

一体的乡村旅游地和创业基地。目前该

产业园内种植有火龙果、草莓、葡萄、羊

肚菌、莲藕等10余种果蔬，当地群众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湾新村是白庙乡发展特色产业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该乡因村施策，纵向

拓展农业增值增效空间，横向拓展农业

功能价值，带领群众走上了一条“斑斓”

产业增收致富路。

“红色”漫野飘果香。白庙乡大郭庄

村素有种植桃树的传统，近年来，该乡将

该村四大果树种植合作社资源整合，建

成占地2600余亩的千亩果园示范基地，

主要种植蟠桃、石榴、葡萄、大枣等，每到

开花和果子成熟季节，红色遍野。同时，

该村依托眼明泉3A级景区自然生态风

光，拉长产业链条，发展乡村旅游业，每

逢节假日，前来观光、游玩、采摘的游客

络绎不绝。

“金黄”蜜薯好致富。白庙乡也被称

作红薯之乡，为进一步增加红薯的附加

值，该乡白庙村在红薯品种上下足功

夫。2013年，该村增会农场引进蜜薯、

商薯19、小香薯、徐薯等多个优质品种，

现已建成占地1000余亩的红薯育苗基

地，每年可为农户提供万亩以上土地栽

种的红薯苗，之前1.6元/公斤的红薯现

在能卖到4元/公斤以上，每年为农户增

收上千万元。

“绿色”编织菜篮子。白庙乡属于城

郊乡，素有郏县后花园、城郊菜篮子的美

誉，该乡张村依托良好的区位和交通优

势，建成了占地200余亩的无公害蔬菜种

植基地。目前白庙乡扶持规模以上蔬菜

种植大户13户，种植面积达2600余亩，

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

式，总产值达3120万元。

“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白庙乡

将牢牢扭住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提

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达到村村有

产业，户户能致富，实现特色产业开进

‘快车道’，奋力‘犇’跑启新局。”白庙乡

党委书记王应钦说。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

员彭世繁严相合）阳春三月，风

和日丽。3月21日，在西华县一

望无际的麦田里，一架架无人机

在空中盘旋，喷洒农药、除草剂，

无人机成了当地农民田间管理

的好帮手。

短短几年时间，无人机在西

华县已随处可见，这得益于打工

妹安晓创建的无人机厂。家住西

华县县城的安晓大学毕业后在深

圳打拼了十年，并创办了无人机

生产企业。2014年10月，安晓回

到家乡，想建无人机厂，把无人机

用到农业生产上，解除农民打药

的劳累和危险。安晓的想法得到

了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

于是，安晓邀请同学、同事

组成核心团队，开始了无人机研

制和飞防植保。经过几年努力，

总投资5亿元、占地面积107亩

的无人机产业园在西华县落地，

园内有无人机生产厂家和飞防

植保公司17家，产业园年生产

各类无人机近2000架，提供就

业岗位3000多个。

为了做大做强无人机产业，

安晓还开展了“互联网+无人机”

活动，利用农村淘宝、京东等多

家电商和合伙人，签订合同，互

惠互利，农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购

买无人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预

约无人机植保服务。

一架无人机可以顶二十个

劳动力，而且喷洒细密均匀，省

水省药高效。无人机产业，不仅

成了农业生产的好助手，而且也

是农民挣钱好门路。

近年来，每年小麦“一喷三

防”，安晓都组织300架无人机，

500名无人机机手，为全县百万

亩小麦进行集中统一的“一喷

三防”。仅2020年，无人机产

业园植保作业面积达 630 万

亩，实现植保收入5000多万元。

近几年，安晓创办的酷农公

司获得省高新技术企业、省智能

装备无人机产业基地等10多个

省级荣誉称号；安晓获得了省农

民工返乡创业优秀企业家、省农

民工返乡创业之星、市青年志愿

者优秀个人、市农民工返乡创业

之星、“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

旗手”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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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阳春三月，走进内乡大地，粉

嘟嘟的油桃花、洁白如雪的李花、遍地金

黄的油菜花，将这里变成一片花的海洋。

内乡县积极做大观光农业，打造乡村文化

生态旅游品牌，激活乡村生态经济，促进

乡村振兴。

进入该县赤眉镇油桃沟，数万亩油

桃花铺满山坡，如织的游人穿梭在花海

中，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油桃花期

长，到盛夏季节还有满树的果子。这几

年我们举办了系列游活动，名气越来越

大，来这儿踏春休闲、赏花品果的人一

年比一年多。”赤眉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

依托花海经济，融入文化、旅游等元

素打造休闲度假地，一、二、三产联动，全

产业链发展的模式，效益如今在内乡县日

益显现。

为了做大观光农业，助推旅游产业，该

县不断挖掘和开发鲜花经济背后的优质资

源，把当地旅游、休闲产业、民俗文化和农

家餐饮紧密结合起来，让游客有看头、有玩

头、有吃头，力争让鲜花经济在促进乡村振

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李红亚）

内乡县
观光农业
激活乡村经济

打
工
妹
安
晓

企
业
老
板
李
志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