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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崔新娟）

5月21日是小满，在全国小麦种子先进县

温县，30余万亩良田麦浪织锦，清香四

溢。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从这片广袤

田野里收获的一粒粒饱满的小麦种子，将

在自动化流水线上经过严格筛选后，涌向

全国各地。

以合作共建制种大县，温县持续提升

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

记者走进位于该县祥云镇的河南平

安种业有限公司的小麦试验田，只见科研

人员们不时地弯腰观察性状、细数穗粒。

该公司从业50年的育种专家吕平安说：

“正在实施的制种大县项目，让我们的种

子基地稳产保供能力、企业加工能力以及

制种环境、社会化服务能力等都得到了明

显提升。”

据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桑卫江介绍，

目前，温县正在重点抓“八工程两体系”建

设，通过联合中化农业，合作共建制种大

县。“八工程”即：实施小麦种子突破性品

种培育工程，种子龙头企业培育工程，“温

麦——中国种子”品牌建设工程，全国育

种专家试验基地建设工程，绿色超级小麦

集成技术高产示范工程，万亩高标准小麦

种子制种基地提升工程，小麦种子数字化

智慧工程，小麦品种交易平台建设工程。

“两体系”即：完善种业监管服务体系，建

设专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八工程两体系”

的建设，将进一步助推温县种子行业培育

新品种、提高新品质、提升新设施、推介新

技术、打造新集群。

以构建小麦种子“育繁推”一体化产

业体系，温县持续提升区域粮食产能。

近来，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牛长河每

天都要到麦田里查看数次，他说：“在我眼

里，麦种和小孩一样娇贵。”

发展小麦良种培育生产，温县已逐步

形成“行业专家+高校人才+乡土专家”的

人才梯队。目前，全县建成18个攻关项

目和试验基地，培育汇聚种子企业40余

家，打造了“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产业体

系，形成了小麦种子特色产业集群，并通

过实施“农业+”战略，推动业态融合。

以科研创新与联农创新，温县持续提

升小麦育种的竞争力和生产力。

“我们县自主培育的小麦种子品种有

28个，获国家、省科技进步奖5项。拥有

院士工作站、县农科所等多个小麦育种科

研平台。”温县农科所负责人王红娟介绍

说。

科研创新是核心竞争力，而联农创新

为育种行业提供了强大的生产力。该县

创新了小麦种子订单收购、怀药示范园区

建设和规模化经营引导等联农带农模式，

带动当地农民每年增收4000余万元。

目前，该县有小麦育种“乡土专家”

150余人，种业公司40余家，优质麦种基

地常年稳定在30万亩，年外销小麦种子超

1.5亿公斤，在黄淮海冬麦区累计推广面积

达4亿亩，创造经济效益超300亿元。

“依托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培育

发展动能引擎；围绕打造中原农业科技

‘硅谷’，开发农民致富增收‘金矿’，温县

正以建设集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

化、信息化于一体的小麦核心种源基地，

努力冲刺着制种大县向制种强县转变的

目标。”温县县长李培华说。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郜敏青俊周开胜

虽然身患直肠癌，但为了在村里筹建

采摘观光游乐园，这几天，王长俊一刻也

没闲。

王长俊是太康县芝麻洼乡东丁花村

党支部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已干了30

年。在他的带领下，村民不仅走上了致富

路，而且，通过持续美化村庄环境，小村变

成了百果园，成了全县乡村振兴示范村。

30年投入百万元
小村变成百果园

59岁的村民邢来科，每天都喜欢到

村子里转转，闻闻花香，看看果树，心里甭

提多舒坦了。

“以前，村里环境差，大街小巷堆的全

是柴垛、垃圾。有的地方甚至连架子车都

过不去。”5月20日，在村中散步的邢来科

回忆说。

1991年，王长俊被推选为东丁花村

党支部书记。

在任村支部书记的30年时间里，王长

俊每年都拿出3万多元资金，在大街小巷

和村民房前屋后种植苗木、果树，一点一点

美化村里环境，至今已投入100多万元。

近年来，该村加大整治人居环境力

度，村容村貌大变样，路通了、环境好了，

村民彻底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的历史

“现在，俺村就像一个百果园。春天

桃花、杏花、梨花争奇斗艳，夏秋果实成

熟，呼吸上一口空气，都满是果香。”邢来

科满脸自豪地说。

成立义务理发队
18年为群众免费理发

5月16日上午，在东丁花村晏城河村

民组的一排树下，几名村民正在理发。“这

是俺村的义务理发队，目前已成立18年

了。”前来理发的村民黄德宇说。

东丁花村的义务理发队成立于2003

年。“当时农村的‘剃头挑子’越来越少，村

里老人和孩子理发都要跑到7公里外的

芝麻洼集市。”王长俊说，为方便村民理

发，他决定在村里成立一支义务理发队。

随后，王长俊找到村里会理发手艺的

王守良、刘永兰等人商议。“你们给村民理

发，我给你们发工资。”听到王长俊的话，

几名村民摆着手说：“这么多年，你为村里

付出了那么多，大家都看在眼里，我们谁

的钱也不收，你说咋干就咋干。”

王长俊买来推子、椅子等物品后，义

务理发服务队便成立了。理发队每半月

为村民进行一次免费理发，遇到行动不便

的村民就上门服务。每个月，理发队还到

邻村和乡镇敬老院进行免费理发。

一些村民受到感染，也赶来帮忙，时间

长了，他们也学会了理发。理发人多的时

候，就直接拿起理发工具给村民理起来。

为让村民持续增收
带病考察寻产业

多年来，王长俊带领村民积极调整种

植结构，通过种植西瓜、辣椒等，不断提高

村民收入，但受西瓜重茬影响，种植效益

不稳定。

给村民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产业项

目成为王长俊心里最牵挂的事。2018年，

王长俊被确诊为直肠癌，住院进行治疗。

出院后，他不顾医生“回去后要注意

休息”的叮嘱，一离开医院便又开始忙碌

起来，他多方考察、听取专家建议，最终，

将将桃树种植确定为以后发展的主导产

业。

由于村民从未种过桃树，一时都在观

望。于是，王长俊就租来几辆车，拉着村

民到安徽、开封等地进行考察。看到别人

种植桃树收入可观，村民心动了。

考察回来后，王长俊买来雪桃、黄金

桃和红九桃等三个桃树种苗，免费发给村

民种植，并聘请技术人员驻村指导。当

年，东丁花村就种植桃树500多亩。

村民李长军种植了10亩桃树。5月17

日上午，站在桃园里，看着鸡蛋大小的桃挂

满枝头，他两眼笑成了一条线：“我这10亩

桃园，一年差不多能收入近10万元。”

“等观光游乐园项目落地了，村民就

可以入股分红，到观光园打工，实现长期

稳定增收了。”想起未来，王长俊满脸欣

慰。

本报讯（通讯员纪道成曹良刚罗
玉兰 记者尹小剑）5月17日，雨过天

晴，记者走进商城县上石桥镇塘湾村，

微风拂过，沿途阵阵艾草香扑鼻而来。

“去年的艾制品几乎卖断货了，今

年的艾草马上就可以收割第一茬了。

我们正准备建造新的厂房，为公司扩大

生产规模做准备。”该村艾思缘艾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高官友说。

据了解，该公司2017年开始种植

艾草，2018年建设厂区，2019年5月正

式投产，目前已成为一家集基因储备、

繁育、种植、产品研发、生产制造、线上

线下销售于一体的艾草制品生产企业。

“最初我们只卖干艾草，利润低，其

实艾草浑身是宝，发展前景很广，2018

年，在县里支持下，我们去了南阳、湖北蕲

春等地考察，回来便决定自己建厂进行艾

草加工。”高官友说，经过多方学习摸索，

该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只有艾条、

艾柱、艾草足浴包3种产品，到目前开发出

艾茶、艾枕、艾被、艾香等几十种产品；从开

始的靠跑业务找客户，到如今线上开设淘

宝、拼多多、1688等网店，线下与多家医

疗机构、企业长期合作。目前，该公司年

产值近千万元，销售利润近400万元。

据了解，该公司现有固定员工60

余人，临时员工180余人。该公司还以

订单收购等模式，带动周边农户种植艾

草，目前，上石桥镇周边种植艾草2000

多亩，并带动丰集、李集、河凤桥等周边

乡镇农户种植艾草1000余亩。

“艾草一次性投入少，我家现在种

了近70亩，每亩可收1000斤的艾草，

每年能收入5万多元。”脱贫户熊安林

从2017年在艾思缘公司的带动下开始

种艾草，如今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艾草种植带动农户增收效果明

显，不仅可以带动村民就业，促进经济

发展，还可以以艾草种植带动旅游业、

服务业发展，以艾产品加工带动手工业

发展，对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促进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石桥镇党委书记王善烽说。

据了解，2021年上石桥镇将投入

集体经济资金500万元，用于发展艾草

种植和2000平方米扶贫车间建设，集

中连片打造万亩艾草种植基地，当前全

镇已种植近3000亩，全年计划种植面

积扩大到5000亩，艾草产业将成为推

动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向丽）

5月20日，在宝丰县闹店镇范营村西瓜种

植基地里，一排排大棚错落有致地排列在

田间。棚内，一个个翠绿滚圆的西瓜躺在

瓜藤下，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西瓜越早上市价格越高，我种植的

都是早春西瓜，再过四五天就能上市，应

该能卖个好价钱。”该基地负责人高俊杰

信心满满地说。

据了解，今年48岁的高俊杰老家在

山西省运城市，他曾在当地种植西瓜多

年。2011年，范营村党支部书记雷保平

与他结识后，觉得种植西瓜是一个很好

的致富项目，便力邀高俊杰到范营村发

展西瓜种植，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高俊杰到范营村考察后，发现这里

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

肥沃，很适宜种植西瓜。在雷保平的协

助下，高俊杰在范营村流转了15亩土质

肥沃、灌溉便利、交通方便的农田，建设

了24个钢结构拱棚，今年2月开始试种

了早春西瓜。

据了解，高俊杰种植的是“纯品

8424”早熟优质西瓜，该品种长势健壮，

耐储运，中心糖度可达13度，口感佳。

高俊杰采用的是三膜覆盖种植方式，在

保障西瓜品质的同时，也增加了产量，瓜

苗移栽一次可采摘四茬，亩产量能达

8000斤左右，除去成本，亩均纯收入达1

万元左右。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武月 宋
振豪）“苗圃种植前景十分看好，目前，我

们正在与当地协商新的合作模式，希望

带动更多的村民领养种植，扩大产业规

模，努力培育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5

月19日，柘城县安平镇冯庄村汉丰园林

苗圃基地负责人黄诚向记者介绍道。

据介绍，汉丰园林苗圃基地占地

1150亩，计划总投资3000万元，已培育

美国红枫、日本红枫、红叶石楠、金叶女

贞、大叶黄杨等绿化苗木200万棵，目

前，该基地正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

带动当地村民发展苗木种植产业。

据了解，汉丰园林公司免费为务工

一年及以上的村民提供种苗、肥料，由村

民自行管理种植，并负责解决销路问

题。“我之前在上海打工，目前在基地干

了两年。我感觉种植绿化苗木前景好，

我准备和邻村的几个朋友合伙流转五六

十亩地发展苗木种植，相信在汉丰园林

公司的带动下，我们的日子一定越来越

红火。”冯庄村村民张体乾说。

冯庄村“两委”鼓励村民到汉丰园

林公司学技术、搞种植，并积极做好土

地流转、服务保障等工作。安平镇冯庄

村党支部副书记杨红颜说：“现在我们

村在汉丰园林基地干活的村民有20多

户，学到技术后大家都准备流转土地单

干。下一步，我们将以村委会名义成立

一个种植专业合作社，做好后续服务，

让更多的村民通过种植绿化苗木走上

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 陈玉立）5月19日，记者来到沈丘县

洪山镇王油坊村，只见村内道路干净整

洁，绿树成荫，一幢幢小洋楼鳞次栉比，

村旁的桃园种植基地生机勃勃，展现出

一幅和谐美丽新图景。

“俺是桃园基地的‘铁杆工人’，不

仅一年四季都能干活领工资，而且还有

土地流转租金。我家住上了小洋楼，开

上了小汽车。”谈及如今的好日子，正在

桃园种植基地进行中耕除草的王莲英

喜笑颜开。在王油坊村，许多像王莲英

一样的村民依靠产业基地实现了持续

增收。

产业兴了，环境美了。如今的王油

坊村，村容整洁、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每

到黄桃、冬桃成熟时节，就有大批的游客

慕名前来采摘。

据介绍，王油村是洪山镇的乡村振

兴示范点之一，在该村的带动下，周边有

4个村发展起了大棚生态瓜果蔬菜种

植、订单中药材栽培等特色产业，通过

“合作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受益村

民达1.2万人，实现了“家家有产业，人人

有事做，个个能赚钱”的美好愿景。

“今年以来，我们镇坚持发展特色产

业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内容，全镇已建成像王油坊村这样

的美丽宜居乡村10多个.”该镇党委书

记王琪介绍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海
杰 龚敬涵）5月18日，在郏县薛店镇田

湾村香瓜种植基地内，一排排藤蔓上吊

挂着的香瓜长势喜人。

5年前，薛店镇下宫村村民王国朝

在外从事水果批发生意过程中，发现香

瓜种植产业潜力大、销路好，而且很适合

在其家乡种植。于是，王国朝决定返乡

种植香瓜，在镇、村的大力支持下，他投

资30多万元，在田湾村建了3个大棚，

并全部配套了水肥一体化设施。

王国朝种香瓜，采用的是“嫁接吊蔓

立体栽培技术”，传统的瓜秧地铺生长模

式，一棵瓜秧最多能结5个好瓜，运用这

套立体吊挂种植技术，一棵瓜秧能结18

个瓜，产量是原来的3倍以上。而且王

国朝在香瓜种植全程施用有机肥，科学

控制昼夜温差，成果瓜形圆整、色泽一

致、糖度高，上市时间早，市场上供不应

求。

“今年每棚的头茬瓜能采5000斤，

预计每棚收入2万元以上。我们还在

香瓜上套上模具，将幸福、招财等寓意

好的词语显现在瓜身上，使其身价倍

增，一个就能卖5块多。”王国朝兴奋地

介绍道。

“薛店镇将紧抓产业发展不放松，因

地制宜，不断发掘、培育、发展像田湾村

香瓜这样的特色产业，打造‘一村一品’

‘一村多品’，带领广大群众走出一条产

业转型、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路子。”薛

店镇镇长薛晓东说。

5月 22日，在渑

池县仁村乡雪白村菊

花茶加工厂，女工们

在包装菊花茶。近年

来，该村依托独特的

生态优势，流转40余

亩土地种植金丝皇菊

和杭白菊，菊花收获

后加工成菊花茶，既

壮大了集体经济，又

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

和增收。 本报记者

杨远高摄

郏县薛店镇王国朝

返乡种香瓜 结出甜蜜果

沈丘县洪山镇

特色产业助村美民富

宝丰县闹店镇

大棚种西瓜 产量好价更高

柘城县

苗木种植拓宽绿色致富路

温县：制种大县“蝶变”制种强县

太康县东丁花村党支部书记王长俊

默默耕耘三十载 小村变身百果园

商城县 艾草飘香促发展

5月21日，在汝阳县刘店镇昌村艾草种植基地，当地群众在查看艾草长势。汝阳县有着2000余年种植艾草的历史，为做大做强

艾草产业，该县通过“党支部+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实施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打造“艾草小镇”，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康红军摄

□本报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

5月20日一大早，信阳市平桥区肖店

乡邱湾村艾草种植大户邱家辉站在地头，

看着装载艾草收割设备的拖拉机在艾草

地里来回穿梭着。拖拉机驶过，近一人高

的艾草被整齐地码放在田里，就地晾晒

3~5天后，就可以打成捆存放了。

邱家辉说：“今年的头茬艾又丰收

了！艾草的经济效益不是最高的，但一定

是最省心的！”据邱家辉介绍，艾草生命力

旺盛，不会发生病虫害，只要种下去，除了

收割后需要补充少量复合肥，基本上不需

要管理，坐等“收钱”即可。“按照信阳的条

件，一年最少可以收割三茬艾草，水肥得

宜，收四茬也没问题！”

邱家辉流转的131亩地都种了艾草，

一亩地一年能有近3000元的纯利润。

肖店乡高寨村的艾护余生艾制品有

限公司，是该乡首家艾制品精加工企业。

走进该公司的加工车间，工人们将原

材料倒进入料口，转眼间，一根根粗细均

匀的艾条加工完毕，等待打包装箱。

公司负责人高合理向记者介绍：“这

一根小小的艾条就能卖2.5元，一台机器

一小时差不多能生产1200根，就这样的

加工速度，有时候还不够卖哩！”

高合理告诉记者，去年以来，艾制品

的市场销售一直很紧俏，公司的订单几乎

没断过，一年产值就突破了1000万元。

肖店乡乡长王斌介绍，近年来，肖店

乡认真调研市场行情，结合艾草一次种植

多年收益，低投入高产出，管理简单的特

点，多村联动，采取村庄空闲地种植、生态

廊道林下种植、大户流转土地种植等多种

形式。截至目前，全乡艾草种植面积达

6000多亩。从田间到车间，从工厂到市

场，肖店乡打造出一条规模化种植、品牌

化经营、网络化销售的产业链。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扩大艾草的

种植面积，把艾草打造成为肖店乡的名

片，带动更多的群众依托艾草发家致富。”

对于肖店乡的艾草产业，王斌信心满满。

平桥区肖店乡
艾草托起致富梦

艾草香艾草香艾草香艾草香 产业旺产业旺产业旺产业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