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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郭营
战王亚红）“今年引进了山东的技术，蚕

茧的产量比去年大大提高，一张蚕种能结

茧八九十斤。我种了110多亩桑树，建了

6座蚕棚，今年蚕茧卖了40多万元。”11

月28日，汝州市焦村镇邢村收获了最后

一批蚕茧的养蚕大户丁广亚说。

从2016年起，按照焦村镇的统一规

划，邢村采用“党支部带动+专业户经

营+贫困户务工”的模式，动员群众以土

地流转、桑蚕种养、基地务工等多种方式

参与到蚕桑产业发展。截至目前，该村

有桑蚕种养户30余户，种植优质桑树

300余亩，建设了67座蚕棚和1处蚕茧

收购加工园，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产业

链条，年创效益500余万元。

据焦村镇蚕桑办主任赵国才介绍，

目前，该镇有标准化桑园4000亩，辐射

带动10个村庄107户村民进行桑蚕种

养，建设标准化养蚕大棚284座，植桑养

蚕已初具规模，并开发出蚕丝被、桑叶

茶、桑葚酒、桑葚醋、桑葚干、桑叶面、食

用蚕蛹等系列产品。当地村民从桑蚕产

业得到了土地租金、种养收益金、务工薪

金和分红股金，实现了“户种十亩桑，致

富奔小康”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红卫）

“古友，你现在成了咱村的名人了，你的

事迹上光荣榜了。”12月2日，在汝南县

板店乡苏庄村乡村光荣榜前，一位村民

看到好乡贤古友的事迹后，立刻拨通了

他的电话。

“要不是古友出资给安装了路灯，

我们夜晚出门还是黑灯瞎火。古友真

是给村里办了一件大好事，选为好乡贤

当之无愧。”村民纷纷称赞道。

时下，走进板店乡，吸引人的不仅

是整洁的村容、文明的乡风和优美的环

境，一块块图文并茂的乡村光荣榜更是

引人瞩目。

近年来，该乡把乡村光荣榜作为体

现文明程度的有效载体，深入挖掘群众

身边的先进典型，在全乡范围内开展了

“好媳妇”“好妯娌”“好婆婆”“好乡贤”

“好党员”“致富标兵”等先进典型评选表

彰活动，让先进人物登上乡村光荣榜，充

分发挥了榜样感召人、影响人、带动人的

作用，形成了“人人学习模范，人人争当

模范”的良好氛围。

“乡村光荣榜上榜的都是群众身边

的好人好事，对群众触动很大，带动效

果特别明显。”苏庄村党支部书记彭妍

说，“乡村光荣榜现在成了教育群众崇

德向善的活教材，培育了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弘扬了社会正能

量。”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
永安）11月30日，在鲁山县团城乡鸡

冢村，村民王公四忙着嫁接辛夷苗。

“妻子在外面打工，我平时在香菇基地

务工，现在又学会了辛夷嫁接手艺，又

多了一份收入。”王公四说。

今年以来，团城乡不断拉长产业

链条，发展乡域特色产业，通过推动产

业叠加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团城乡是有名的辛夷之乡、板栗

之乡，该乡依托传统优势，从传统的苗

木、药材种植，扩展为旅游观光和药材

加工。今年先后培育辛夷嫁接苗木3

万余株，打造玉兰大道5.1公里，栽培

景观树木13000余株，新打造游园6

处，不仅从务工、苗木种植等方面带动

脱贫户稳定增收，还成功打造了一个

玉兰观光园项目。

此外，该乡不断优化生猪、山羊、

蜜蜂等传统畜牧养殖结构和生产布

局，着重探索从单一养殖到加工及观

光旅游转变。目前，该乡应山鹿场配

套建设了映山红苗木花卉种植基地，

已打造成一个旅游观光景点。该乡

还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发展乡村

休闲旅游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乡

村资源，发挥全国文明村镇、河南避

暑旅游目的地等品牌优势，大力发展

休闲旅游、餐饮民宿、文化体验、健康

养生等新兴产业。目前，该乡已发展

标准化民宿12家，乡村旅游业蓬勃

发展。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杨振宇
刘青青）近日，在三门峡市陕州区西李村

乡搬迁社区的辣椒烘烤车间，随处可见人

们忙碌的身影，大家忙着分拣、烘烤、过

秤。

该乡王彦村种植户兰绍峰告诉记

者，今年他家种植红宝石小米辣30亩，

按当前的价格，预计能卖15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该乡积极引导群众

发展辣椒产业，采取“集体组织+合作社”

种植和农户分散种植的模式，提高群众

收入。今年该乡辣椒种植面积已达1万

余亩，预计户平均增收3000元，全乡辣

椒产业可实现年产值5000万元。

小辣椒撑起了大产业，鼓起了种植户

的“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实习生杨柳
通讯员窦诗华）12月1日，走进博爱县

寨豁乡玄坦庙村，农户们正忙着给桃树

修剪枝条。“今年我们的冬桃已经卖完

啦，现在进行修枝，来年可以结得更

多。”脱贫户李清良满脸喜悦地说。

玄坦庙村位于博爱县北部山区，曾

是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的省级贫困

村。村民们靠天吃饭，起早贪黑在几亩

薄地上打拼，却只能解决最基本的温饱

问题。为了不再让村民们过苦日子，早

日摘掉贫困的帽子，从2013年开始，该

村党支部书记葛新带领村组干部外出

考察，并聘请专家前来指导。

“海拔600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非常适合种植冬桃。”来到村里实地

考察后，专家的一番话让葛新吃下了定

心丸，决心发展林果业。

说干就干。村干部带头和几户种植

户开始先行试种，在专家的精心指导下，

试种的冬桃很快挂果，个大、味美，且错

时上市，价格也远远高于普通桃子。

良好的效益让村民动了心。冬桃

种植开始在全村推广，村“两委”聘请农

业技术专家、“土专家”对种植户进行现

场指导、跟踪服务，逐渐形成了以“中秋

王桃”“映霜红”和“沂蒙霜红”等品种为

主的冬桃产业。

如今，该村冬桃种植面积已发展到

350亩。2018年，该村不仅脱掉了贫困

帽，还被认定为“河南省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并建成了集林果采摘、休闲观光

于一体的生态园区。

为将冬桃产业发展壮大，该村采取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成立

新瑞丰冬桃合作社，通过统一采购苗木、

肥料等，帮助销售产品，并连续举办冬桃

节、太行山货节，参加农产品展销会，使

产品知名度不断提高，拓宽了销售渠道。

“我们将紧紧抓住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大好机遇，坚持一村一品，壮

大冬桃产业，利用冬桃花期开展乡村旅

游，让优势产业造福更多村民。”葛新信

心满满地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赵春
营 汤锐）11月26日，在孟州市三联种植

合作社杏鲍菇生产车间的出菇房里，一

排排菌架上摆满了菌袋，一朵朵杏鲍菇

长势喜人，社员们正忙着进行采摘。

三联种植合作社是位于该市化工镇

的一家集研发、培育、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现代食用菌生产企业。该企业打破传

统大棚模式，采用自动化智能控温技术，

突破了食用菌栽培受季节温差影响的限

制，一年四季均可产菇。通过工厂化、标

准化、自动化、规模化种植，该合作社生

产出的杏鲍菇菇体整齐、色泽一致，深受

市场青睐。

据该合作社负责人梁志勇介绍，目

前杏鲍菇日产量15吨，年销售额3000

多万元，吸纳了80多名周边村民就业。

2019年9月，该合作社在化工镇许庄村

建设食用菌生产车间，目前，一期工程已

正常生产，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中。等全

部车间建成后，日产量将达30吨，年产

值可达7000万元，可提供200余个就业

岗位。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近日，在商

丘市睢阳区宋集镇的菊花种植基地

里，几十名村民在忙着采摘成熟的菊

花。

“这叫金丝菊，是我们致富的‘黄

金菊’。”菊花种植大户潘现峰向记者

介绍说，这些菊花采摘者都是附近的

村民，他们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很

多是留守老人，还有一部分脱贫户。

种植菊花不仅给种植户带来了收益，

也为周边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带来了务

工收入。每摘一斤菊花，可收入0.4

元，每人每天可以收入100元左右。

“反正闲着也没啥事，孩子们都在外打

工，家里就剩我们老两口了，干这活不

累，又不用跑远，还能挣点儿零花钱。”

村民王桂香说。

宋集镇是传统农业大镇，以往农

作物种植结构单一，土地收益有限。

近年来，该镇人大根据当地实际，引

导群众流转土地发展菊花和中药材

种植；另一方面依托邻近药都亳州的

区位优势，积极开展产业结构调整，

鼓励建立加工企业，增加菊花和中药

材附加值。目前，该镇中药材种植面

积已发展到2万多亩，成为农民致富

增收的新亮点。

“这里的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在

镇、村的帮助下，不仅实现了连片经

营，还解决了用工的问题。”潘现峰介

绍，他今年流转土地200亩，种植菊花

和中药材，每亩地可获利润五千元以

上。

“明年我们打算继续扩大菊花

种植面积，进一步做好土地流转和

技术培训，做大做强菊花产业，助力

我镇乡村振兴，真正让农民富起来、

让乡村美起来。”该镇党委书记张红

利说。

12月4日，在夏邑县北岭镇吴阁村，红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收获白菜。该合作社流转土地800亩种植

蔬菜，吸纳了30余名附近村民参与管理，实现了互利共赢。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夏天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
世超冯逸蝶）11月29日，在宝丰县观

音堂示范区北水峪村的迷迭香种植基

地，志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正

在收割迷迭香。

“在我们村，一些妇女要照顾家

庭，无法出远门务工，在这里务工就成

了最好的选择，一年至少有1万元的

收入。”正在收割迷迭香的村民胡云站

说。

满山的迷迭香，是致富的希望。

“预计每亩收益在2100元左右，明年

的产量还会更高。现在我们带动其

他村民利用荒地种植迷迭香，收割之

后由合作社统一收购，给村民们增加

了一份收入。”志扬合作社负责人李

现伟介绍说，迷迭香除了作为香料以

外，还可以应用于香皂、香水等，市场

需求旺盛。

“村里有了产业，不便外出务工的

村民也有了挣钱的门路。”北水峪村驻

村第一书记贾明亮说，种植迷迭香奠

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使原本的荒山成

了亩均收益2000多元的“金山”。

据悉，今年志扬种植专业合作社种

植迷迭香300亩，村民发展迷迭香种植

350亩，预计收益可达100多万元。

“迷迭香是耐旱作物，非常适合荒

山上种植，我们计划扩大种植面积，建

立千亩迷迭香种植基地，同时围绕迷

迭香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的附加值，

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李现伟信

心满满地说。

博爱县玄坦庙村冬桃产业“甜”了村民心

孟州市化工镇
杏鲍菇撑起大产业

打造一村一品 助力乡村振兴

陕州区西李村乡
种辣椒鼓起“钱袋子”

鲁山县团城乡

拉长特色产业链 叠加发展势头足

宝丰县北水峪村

种植迷迭香 荒山变“金山”

睢阳区宋集镇

金丝菊成了致富“黄金菊”

汝州市焦村镇
植桑养蚕织就小康梦

乡村光荣榜激发正能量

本报讯“乡亲们，让我们共同努力，

不乱贴乱画，不践踏草坪，不乱扔乱倒垃

圾……”连日来，在固始县徐集乡大街小

巷、乡间田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

宣传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的广

播。

广播虽小，用处却不小。每天早中

晚的固定时段，该乡群众都可以从广播

中收听到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创建、疫情

防控等方面的内容。

“以前有新政策或安排工作，乡里

工作人员要到各个村进行宣传，需要花

费几天时间，现在有了广播，全天播放，

我们在地里干活都能听得到。”沈岗村村

民徐如怀说。

为了做好广播日常维护工作，该乡

18个村居文化协管员专职负责，对拟

播放的内容提交村居主要负责人审核，

做到先审后发，严格落实广播员职责和

广播使用制度，守好用好基层宣传阵

地。

据悉，去年以来，该乡拿出专门资

金对全乡广播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全面

改造乡广播站和村居广播室发布平台，

在县文广旅局的统筹推进下，该乡共建

有广播终端120个，实现广播全覆盖。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乡村广播站

（室）传播快捷的特点，第一时间将最新政

策传播至家家户户，让小喇叭发挥更大作

用。”该乡党委书记王成全说。(丁昌铭）

装上小喇叭 好消息传万家

12月5日，杞县平城乡后屯村的村民在加工粉条。该村有红薯种植面积800余

亩，近年来，该村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大力发展粉条加工产业，打造群众增收致

富的“新引擎”。 刘银忠摄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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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12月4日，鲁山县梁洼镇鹁鸽吴村

的雪寒广场上停满了自驾游车辆，连绕

村而过的大浪河两岸也停了不少车。

水面上，一艘艘载着游客的游船驶来驶

去，一幅生动的乡村旅游画面扑面而

来。

鹁鸽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今年又

被评定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村

落。该村挖掘利用100余座明、清、民国

时期的石墙老院和中共鲁山党组织创

始人吴镜堂的故居等历史文化资源，引

进鲁山籍企业家王保五8000余万元投

资进行整体开发，把村庄打造成远近闻

名的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和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点。

走进鹁鸽吴村，古树掩映着老巷，

路标古色古香，多个小型景观亭分布在

村落四周，凉亭、石磨点缀在游园里，老

老少少的游人在这里或登山、或划船，

畅享乡村田园之乐趣。

该村村干部介绍，近几个月，周末

来这里的自驾游游客超过了2000人

次，不仅给村里带来了集体经济收入，

还带动商贸、餐饮、民宿等产业的发

展。由于村庄离鲁山县城不太远，这里

又被誉为县城居民周末休闲度假的“后

花园”。

传统村落变身度假“后花园”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王晓
芳）近年来，林州市桂园街道办事处小

菜园村突出党建引领，提出了壮大集体

经济“商贸富村、经济强村”的工作思

路，新建了益民商贸中心项目，集体经

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在2017年，该

村党支部组织党员赴外地考察，回来后

制订了《小菜园村壮大集体经济实施方

案》，该村决定以商贸业为龙头，上马益

民商贸中心项目。

2018年6月，为解决项目建设资金

难题，该村通过“四议两公开”方式，通

过了把三层以上建筑物全部出售，三层

以下和一栋宾馆为村集体自留部分的

重大事项，解决了建设资金1.9亿元。

今年5月1日，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

米的益民商贸中心（小菜园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顺利开业，入驻商户184家。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元进

红介绍，益民商贸中心项目可解决就业

岗位1200余个，每年可增加集体经济

收入1000余万元，为全村的经济发展

注入强大动力。

元进红表示，下一步小菜园村将做

大做强商贸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为增

进农民福祉、发展农村事业、补齐农村

短板提供有力保障。

小菜园“结出”集体经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