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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树坪花椒摘出“金银”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郭营

战）11月11日上午，群山环抱的汝州市

寄料镇桑树坪村，一株株收获后的花椒

树迎风摇曳，不远处的扶贫加工车间里，

河南绿鑫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申正在和工人一起包装花椒。

“今年因为前期干旱，花椒结果少，

没有去年收成好，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

这一提精包装花椒能卖108元。”王申笑

着说，经过多年的发展，该村的花椒种植

面积已扩大到6000余亩，带动农户385

户，亩均收益3000元以上。

早在2010年退耕还林的时候，该村

就有村民开始种植花椒，但由于花椒种

植品种和种植技术尚不成熟，产量较低，

种植分散，一直无法形成规模。

2014年，为开拓群众脱贫致富渠

道，该村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河南绿鑫农

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流转了3000余

亩荒山荒坡，发展花椒、中药材等特色

种植。驻村工作队也以桑树坪村山地

资源为依托，大力扶持河南绿鑫农林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发展，鼓励村“两委”班

子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带

头发展和扩大花椒主导产业的种植规

模。贫困户胡军一直有种花椒树的想

法，可苦于没有资金，又不懂技术。驻

村工作队与他一道想办法，利用绿鑫农

林科技公司和汝州市众成农民专业合

作社，发动全村党员干部和贫困户发展

花椒种植。他们多次到陕西韩城考察

花椒种植项目，采取“公司+农户”的发

展模式，与90多户贫困户和150户农户

签订合作协议，由绿鑫农林科技公司统

一提供树苗、统一提供有机肥、统一修

建生产道路、统一铺设水利设施、统一

提供技术指导、统一市场价收购，保姆式

的扶持方式很快使村里的花椒种植发展

到5000余亩。

从2019年起，该村种植的花椒陆续

开始挂果，曾经贫瘠的土地第一次有了

稳定的收益。该村12组村民王景在驻

村工作队和绿鑫农林科技公司的帮扶

下，从1000余株花椒树种植起步，目前

已发展到 5000 余株，今年他收获了

1000余公斤花椒。

在王景家存放花椒的库房里，20余

袋的花椒堆放得整整齐齐。“已经卖出去

了500多斤，还剩500多斤，按现在的市

场行情，总共能卖8万多元。”王景说，成

功的秘诀就是一个勤快。没有事每天都

去地里，一般这个时候剪枝，过罢春节压

枝，你只要用心干，不怕出力，种花椒都

能成功。

“靠着这几年种花椒，王景干得可不

赖，去年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孙子也弄

到城里上学去了。”该村党支部书记焦秋

说。

逐渐进入盛果期的6000余亩花椒，

为深山区的桑树坪村村民带来了源源不

断的收益。绿鑫农林科技公司在不限量

收购村民花椒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延

伸花椒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公

司和农户共赢。

商城县

蔬菜种植成就“金土地”

农发行辉县市支行开展信息安全教育活动
近日，农发行辉县市支行开展了信

息安全教育活动。该行领导班子对此

项安全教育活动高度重视，要求信息科

技人员对内外网电脑均要设置符合规定

的密码。通过该项活动，加强对员工及

客户的提示，有效杜绝了工作中安全事

件的发生，筑牢了信息安全屏障。（杜祎）

漯河市人防办创新载体丰富文明创建内涵
近年来，漯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坚

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凝心聚力、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来抓，

深入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活动，推动漯河人防事业高质量发展。

该办公室按照“强素质、树形象、抓

服务、促效能”的思路，不断创新机关文

化的形式和内涵，组织开展祭扫烈士陵

园、重温入党誓词、“参与公益、奉献爱

心”等系列活动，在办公区设置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廉政警示教育展板，营

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该办公室组织开展“四送一助力”、文

明出行劝导、义务献血、爱心送考、沙澧河

景区清淤行动、人防“五进”宣传教育等志

愿服务活动。在办公楼大厅设立善行义

举榜，通过评选“文明科室”“文明职工”

“铸盾之星”等典型，营造了崇德向善、见

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李胜红）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涵
儒 王俊鹏）11月9日，走进叶县任店镇

辉西村花卉种植基地，大棚内外弗朗、玫

瑰、向日葵、非洲菊等各色花卉争相吐

蕊，花香四溢，村民正忙着采摘鲜花。”

“我种了15亩花卉，主要销往北京、上

海、广州等地，一年能收入二三十万元。”该

村花卉种植户段付才一脸满足地说。

辉西村有耕地1600亩，种植花卉

已有多年，以前是分散种植，品种单

一。2019年，该村把花卉种植作为推动

全村经济发展、促进村民增收的主打产

业，积极发挥花卉种植能人作用，引导

村民抱团发展花卉产业。该村集中流

转土地，采取“村合作社+公司+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引进特色花卉品种，

并积极与花卉市场合作，签有订单协

议，确保鲜花销路无忧。

目前，该村花卉种植基地已建起花

卉大棚100多座，种植花卉品种30多

个，面积达400余亩，从事花卉种植、销

售的近300人，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产业链。该村花卉产业快

速发展，辐射带动了周边村庄种植花卉

1200余亩，一株株绿植、一朵朵鲜花已

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致富花”。

“村里的花卉产业给我提供了在家

门口务工的机会，在基地干活儿一个月

能挣2000多块钱。”村民王亚菊说。

“我们村通过花卉种植产业，优化

了种植结构，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也

有效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乡亲们的生

活越来越好。下一步，我们村将继续扩

大花卉种植规模，探索‘花卉+乡村旅

游’模式，引导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到

花卉的种植、采摘、加工各个环节，壮大

花卉种植产业，叫响花卉产业品牌。”该

村党支部书记陶庆林说。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实习生杨
柳通讯员杨娜娜）11月12日，立冬已过，

天气渐冷，而博爱县清化镇街道南朱营村

的蔬菜大棚里温暖如春。临近路边的三

座大棚就是脱贫户赵德文的“聚宝盆”，大

棚内一垄垄小白菜青翠欲滴，长势正旺。

“这批小白菜正好能赶在春节期间

上市，肯定能卖个好价钱。”赵德文站在

地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从曾经的贫

困户到如今过上富足的小日子，赵德文

靠的就是这些蔬菜大棚。

近年来，该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

一起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现代高效农业

发展路子，把果蔬种植和农旅休闲作为

产业发展方向。

该村通过整合帮扶政策和社会资源

力量，建成了百亩蔬菜种植园、生态林果

观光采摘园、农耕文化体验园和产品加

工园。四座产业园不仅带来了人气，也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不仅村民富了，

而且村集体收入也得到大幅提高。

“特色产业是村民增收致富的‘火车

头’，产业发展不仅使南朱营村在2017

年退出省级贫困村序列，而且还实现了

‘被动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转变。”河南

理工大学驻南朱营村第一书记许辉说。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陈海
棠 王利军）进入11月，地处豫东平原的

鹿邑县任集乡的田野间又一次变得热闹

起来。来自北京的客商张先生在这里等

待了3天，以每亩1.3万元的价格，买断

了30亩的露地“鹿邑芹菜”。

11月8日，鹿邑县保健西芹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张习敬组织了10多名村民，

对张先生买断的西芹进行采收。“任集乡

的西芹营养价值高，品相好，我们年年都

来。”张先生说，这批货明天一早便会出

现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经过近40年的发展，‘鹿邑芹菜’

逐渐形成一个大产业，承载着我们的小

康梦。”张习敬是鹿邑芹菜产业的尝试

者、见证人，他向记者讲述起鹿邑芹菜产

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发展

历程。

1982年，高中毕业的张习敬回乡务

农，通过考察，他感觉种菜是个致富的好

路子。于是，靠着勤劳和肯钻，张习敬开

始尝试种植大棚芹菜，成为村里最早富

起来的一批人。1984年，他从河南省农

科院引进了西芹种子，通过合理密植、分

期追肥，使亩产稳定在1万斤以上，种出

的芹菜品质也越来越好。

为了让更多农民种植芹菜致富，任

集乡聘请张习敬担任技术员，在全乡推

广日光大棚和西芹种植技术，不到三年，

该乡大棚西芹种植面积发展到5000多

亩。经过几年的发展，该乡的西芹产业

风生水起，成立各类种植专业合作社近

百家，流转土地1.5万余亩，蔬菜大棚达

到1200座，配套冷库13座，有15个村建

起了蔬菜产业园。

该乡通过发展西芹种植让农民走上

富裕之路的同时，还先后荣获全国标准

化蔬菜生产基地、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全国四大西芹生产基地，被誉为豫东

西芹第一乡。西芹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

了更多的群众纷纷参与，有的参与到西芹

的田间管理、采收、储运等环节，有了土地

经营和就地务工的稳定收入。此外，西芹

产业还有力地拉动了种子、农资、农机、包

装、冷藏、运输等相关行业的兴起。

“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让村民增收致

富，是我们乡村干部的头等大事。”该乡

党委书记刘伟说，我们积极做好精准服

务，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尤其是推广

全程技术服务，鼓励兴建现代化冷库，着

力提升现代化农业水平，满足日益壮大的

西芹产业需求，此外，通过搭建电商服务

平台，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提高产业产值。

“近几年，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助力

西芹产业发展，一是全面提升‘鹿邑芹

菜’的品牌价值，二是扩大西芹产业的覆

盖面。”鹿邑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丁保

迪介绍，“鹿邑芹菜”已实现统一标准种

植、统一标准销售、统一使用地理标志标

识的全程标准化生产模式，成为农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目前，该县芹菜种植面

积达3.5万亩，形成了品牌、规模优势，赢

得了市场，稳定了收益，产品覆盖全国各

省市，并远销东南亚国家。

“鹿邑芹菜”撑起小康梦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 通讯

员杨绪伟罗玉兰）11月10日，在商城县

双椿铺镇的金寨村温室大棚内，瓜果满

枝，生机盎然。“我们村就在灌河沿岸，

水源丰富，非常适宜发展蔬菜大棚种

植。”该村党支部书记张世全说。

据介绍，为了将灌河沿岸变成群众

增收的“金土地”，该村通过服务，带动全

村15个村民组种蔬菜，目前全村蔬菜种

植面积达300多亩，村里还流转100多

亩土地种植菜薹、菜籽两用油菜。2020

年年底，该村投入130多万元打造了以

有机蔬菜种植为主的灌河高效生态农

业生产基地，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增

加收入，该基地4个温室大棚、10个标准

化大棚，一建成就被农户抢租一空。

“我家大棚里的黄瓜刚进入采摘期，就

这几天已摘了1000多斤，今年黄瓜行情比

往年都好，能卖到4块多钱一斤。”正在大棚

里采摘黄瓜的承包户喻波高兴地说，去年

基地蔬菜大棚刚建成，他就租了两个标准

棚，因为收益好，今年就又租了3个大棚。

蔬菜基地已成为该村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增加村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初

步估算，可以帮助该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10万元，户均年增收3万元。

为解决大棚蔬菜产业发展面临的

技术、人才、市场等难题，该村聘请县农

业农村局蔬菜种植专家进行技术指导，

以“党员示范棚”为带动，发动党员从事

特色蔬菜种植，培育致富带头人；实行

“一名党员联系一个蔬菜大棚”政策，一

对一帮助农户扩宽销售渠道。

“下一步，争取建成一个集蔬菜种

植、保鲜、储存、加工、农业观光、休闲采

摘于一体的灌河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

让蔬菜种植成为振兴发展的新希望。”

展望未来，张世全踌躇满志。

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江丰）初

冬时节，天气渐寒。11月10日，记者走

进商丘市睢阳区宋集镇半塔村，一片片

金黄色的菊花映入眼帘，村民正在忙着

采摘成熟的金丝皇菊，在村头的炕房

里，采摘后的菊花正在烘烤，散发出了

沁人心脾的清香。

在烘烤现场，菊花种植大户马明献

介绍，他种植有300多亩菊花，共有7个

品种。今年受行情和汛情影响，收益略

有降低，但利润仍非常可观，金丝皇菊

每亩效益可达万元以上。村民通过土

地流转租金收益和务工收入，每天都可

以收入百十块钱。这满地的金丝皇菊，

成了村民致富的“黄金菊”。

以前由于不懂烘烤技术，马明献都

是把采摘的湿菊花直接卖给了客商，今年

他新上了炕房，烘烤以后出售干菊花，大

大提高了效益。“下一步，我准备再上一个

包装车间，经过包装的金丝皇菊可以卖出

更好的价钱。”马明献对下一步的发展胸

有成竹。

“下一步我们通过示范引领、能人

带动，把菊花种植规模再扩大，进一步

做好土地流转和技术培训，做大做强菊

花产业，使其成为集观光、采摘、烘烤、加

工、电商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化项目，拉

长产业链，让菊花产业成为支柱产业，

助力我镇乡村振兴”该镇党委书记张红

利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

博爱县清化镇街道

特色产业成了“聚宝盆”

叶县任店镇

花卉产业绽放“致富花”

睢阳区宋集镇

种菊花 地生金

11月14日，光山县孙铁铺镇陈大湾村村民在乘坐观光小火车游玩。该村积极创建美丽乡村，通过不断优化村容村貌，切

实提升了村民生活的幸福感。 谢万柏摄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
卜晓静）11月14日，在沈丘县付井镇王营

村生态特色农业精品园基地，一排排整齐

的大棚映入眼帘，大棚里新鲜的草莓挂满

田垄，10多名“巾帼巧媳妇”忙着采草莓。

该基地负责人名叫苏贝贝，是当地有

名的“巾帼致富带头人”。“基地今年扩

种了30多个大棚，有红颜、天仙醉、白雪

公主等10多个优质草莓品种，一个棚每

年就能收入4万多元，收益比种植普通的

瓜果蔬菜要高得多。”说起种生态草莓大

棚的经济效益，苏贝贝很是自豪。

近年来，该县妇联在乡村振兴工作

中，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大力宣传“巧媳

妇”致富典型先进事迹，激发“巾帼巧媳

妇”树立主体意识，增强信心，带动更多农

村留守妇女创业就业致富奔小康，为助力

乡村振兴贡献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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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舞阳县辛安镇“以村集体

经济壮大，农民持续增收”为核心，结合村

庄自然优势、产业基础，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结合各村特点及发展方向，重点建设

村集体经济产业项目，引领村庄全面发展，

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特色产业铺就发家致富路

“我白天在果园帮忙，下班还能照顾

家里，收入比外出务工还多，日子是越过

越红火。”11月11日上午，在舞阳县辛安

镇水牛刘村火妞火龙果种植基地，正在大

棚里忙碌的村民杨英凡笑容满面地说。

据水牛刘村党支部书记赵松言介

绍，该村火龙果种植基地现有43个大

棚，直接带动30余名村民就业，加上村

产业扶贫车间提供的60多个工作岗位，

现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发家致富。

近年来，该镇通过谋划农业结构调

整，发展起了刘庄村大棚哈密瓜及蔬菜、

水牛刘村红心火龙果等高效特色产业，为

拓展特色农产品销路，该镇积极与河南万

邦等贸易公司合作，发展起了标准化订单

农业生产。目前，该镇已形成林果、蔬菜、

红薯、花生等多种特色种植业，注册的“舞

阳一根儿”“春峰”“水牛刘”等农产品已经

得到市场认可，销售量逐年增长。

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通过村经济合作组织运作的模式，该

镇各村将群众分散种植的土地进行规模流

转，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村集体经

济，群众除了土地租金收益外还可获得额

外分红。目前，该镇已流转土地1.6万亩。

为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发展，该镇积

极组织各行政村联系在外创业有成人员

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出资出力。其中，

水牛刘村利用清明节在外人员返乡祭祖

的有利时机，成立水牛刘村乡贤会，通过

座谈会形式，通报本村取得的成绩和对

乡村振兴的规划建设方案，征得在外创

业有成人员的资金和项目支持。

通过主导产业培育、土地综合整治、

房屋租赁、土地流转、建光伏电站、盘活

集体资产等措施，村级集体经济正逐步

壮大。目前，该镇所有村的村集体经济

收入全部达5万元以上，为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产业发展提升振兴底气

产业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该镇着

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

走进该镇的每个村庄，一排排干净整洁

的街道、错落别致的花墙映入眼帘，孩子

们在小游园尽情地玩耍，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到处一片祥和景象，

该镇科学规划镇区布局，积极推进

“美丽小镇”“四美乡村”“五美庭院”创建

工作，不断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水平，在全

镇栽植红枫、樱花、石楠等绿化树7万

棵，对村内外道路两侧，种植格桑花、太

阳花、波斯菊等9.6万平方米，形成了“一

村一特色”“一路一风景”的生态格局。

不仅如此，该镇以“三结合”示范乡

镇创建为目标，落实党建各项重点工作、

组织建设工作、党员队伍建设工作和基

础保障工作。把全镇每个村庄划分为几

个“网格”，每个“网格”有2到3名党员分

包，明确到各个路段。形成了以镇党委、

村党支部、村民小组为主要架构，建立

“镇班子成员包区、机关干部包村、村干

部包组、组干部包片、党员包户”的“五

包”网格化管理机制。

近年来，该镇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镇、省级卫生乡镇、省级美丽小

镇、省级健康乡镇等诸多荣誉。“下一步，

我们将以务实的工作举措，全面推动农

业农村全面升级，强村富民，打造乡村振

兴模范样板。”该镇镇长魏会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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