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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县 全程机械化让农民种田“一身轻”

卢氏县“四化”引领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方城县博望镇

昔日沙滩地 如今致富田

淮阳区

“蒜”出增收致富路

打造一村一品 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一村一品 助力乡村振兴

汝州市寄料镇

协调联动让群众吃上放心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李善喜
潘新贺）“这片土地下面是几丈深的白

沙，往年漏水漏肥不长庄稼，通过农田综

合改造，如今成了‘香饽饽’，种花、种梨、

种葡萄，一亩能收入两三万元。”近日，在

方城县博望镇的白河滩地，正在给月季剪

枝的沙山村村民李伟兴奋地说。

白河流经博望镇河段长4.2公里，滩

地面积4600多亩，滩地浇水漏水、施肥

漏肥，十年九不收是昔日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该镇加大对白河沙滩地的农田

开发建设力度，先后实施了土地综合整

治、高标准农田开发等项目，有效改善

了生产条件。

该镇大力支持农民在滩地上发展特色

农业，帮助农民流转土地，发展高效种植。

目前，滩地种植黄金梨350亩、月季2700

亩、葡萄800亩。该镇李良庄村赵金祥等9

户农民在沙滩地上承包土地1200亩，繁育

多彩月季，亩均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

通过实施滩地农田建设项目，该镇的

4000多亩滩地形成了田成方、路成网、沟

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旱涝保收

田，此外，在改造后的滩地上种花卉、林

果，不但让农民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而且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孙强
海强）2021年12月28日，在舞阳县文

峰乡食用菌大棚里，菌床上的香菇长势

喜人。“这一茬能赶在春节前上市，预计

价格不会差，俺们又可以过个好年啦！”

香菇种植户张全山喜上眉梢。

据了解，张全山承包了华宝百菌园

两个大棚，年收入10多万元。几天前，

华宝百菌园的食用菌标准化示范建设

园区，通过了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示范项

目验收。华宝百菌园由河南华宝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建设有1500

亩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基地覆盖舞

阳县五个乡镇，吸纳了大批农户承包大

棚种植食用菌。

“标准化的好处太多了！”张全山掰着

手指头细数开来，“推广绿色生产模式，杜

绝使用农药和化肥；菌棒循环使用，土地单

产提高50%以上；实现了兜底销售——华

宝公司提供菌种和技术，收获采摘时种植

户可以卖给市场，也可以卖给公司，市场

卖不掉的，由公司兜底收购。现在，农户

种植食用菌的热情越来越高。”

该县还依托华宝公司，建设产品质

量可追溯体系和“互联网+食用菌”“IP

孵化”等新型贸易服务项目，整合产品、

交易、物流、服务连锁等资源，创建“舞

阳香菇”“连华宝”等地方特色农产品系

列品牌，使舞阳食用菌质量越来越好、

价值越来越高。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高长军）

近年来，卢氏县聚焦菌、果、药、烟、牧、菜

六大特色产业，加快建立现代化高效农业

产业生产、加工、经营“三大体系”，不断调

优种养结构、调大经营规模、调长产业链

条、调强综合利用能力，重点农业产业呈

现健康快速发展势头。

加快规模化进程，优化产业区域布

局。该县推动种养基地、加工流通企业向

优势区集中，倾力打造食用菌、苹果、中药

材、烟叶、生猪、大棚蔬菜六大产业新格

局，推动形成规模化经营和集聚效应。近

年来，该县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内引

外联、扩量增效等举措，打造出了横涧代

家村、杜关民湾等28个标准化食用菌生

产基地，形成了官道口岭南、耿家村万亩

高山苹果，东明当家山核桃等产业示范

园，培育出了6个万亩和34个千亩连翘示

范基地，稳固做好7万亩优质烟叶成方连

片种植。目前，该县种植香菇3.5亿袋，年

产量30万吨，核桃和连翘双双突破百万

亩，年产优质核桃5万吨、连翘3000吨。

推进标准化生产，夯实产业发展基

础。该县统一生产技术标准，推动传统农

业改造升级，涌现出一批现代化高效农业

产业，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工厂化菌棒生产

企业——河南信念集团。该集团主要从

事香菇菌棒生产、生态猪养殖、有机大棚

蔬菜种植三大产业，年产香菇菌棒5000万

棒、出栏生猪6000头，发展蔬菜大棚500

座，年产值5亿元。在河南信念集团引领

下，该县香菇生产由一年一季出菇变为“全

年不间断出菇上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技术水平不断提升，香菇保鲜冷库、产业基

地、收购商贩遍布乡村，年产值突破40亿

元，撬动了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生态农

产品经过精细加工和分选包装，价值成倍

增加，既拉动了特色产业的延链扩链强链，

又保障了企业增效、财政增长、农民增收，

实现了农户、企业、市场“三赢”。

实施品牌化经营，增强产业发展潜

力。该县坚持走自主创新和内引外联产

业发展路子，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品牌，如

今该县“三品一标”产品达到83个，完成

了“原本卢氏”县域公共品牌全品类农产

品商标注册、包装制作和品牌授权使用。

“向阳1号”“向阳2号”卢氏香菇菌种俏销

豫陕鄂三省，“好盼头”香菇菌棒出口日本

和东南亚国家，“好盼头”香菇水饺热销全

国万家商超；“卢翘1号”“卢翘2号”等连

翘优良品种享誉全国。

促进融合化发展，提升产业综合效

益。该县坚持提质扩链、创新融合、集群

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4%。该县培育壮大产业链，制定产业

融合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了林海兴华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核桃科技研发中心、玉

皇山中药饮片、华阳食品等9个高科技食

品生产、加工“链主”企业，加大培育力度，

努力做强培优，拉动主导产业迈向集群

化、高端化。围绕产业龙头企业，该县选

齐配优重点企业“首席服务员”，各部门协

力做好龙头企业延链扩链强链工作。目

前，该县已形成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以

核桃为主的果品、以连翘为主的中药材、

以生态猪为主的畜牧产供销一体化产业

链条，全县六大产业综合年收入80余亿

元，带动20余万人增收致富奔小康。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耀强
李耀稳）2021年12月29日，正是冬季农

闲时节，在上蔡县朱里镇乔李村村口的文

具加工厂的厂房里，工人们正忙着粘贴、

裁边、打包，一派繁忙景象。

文具加工厂的老板叫郭社忠，几年

前，他一直在外地从事文具加工业，有了

经验，有了销路，又积累了资本，回乡创业

成了他的不二选择。

郭社忠说：“我在外面学到了一些技

术，还带回来一些技术员到咱这边发展，希

望能带动当地的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就业。”

有30多名本地留守妇女在文具加工

厂上班，她们在农闲时节到厂里打工，既

不耽误农业生产、照顾子女和老人，又增

加了收入。

近年来，该镇在为镇内中小型企业创造

宽松生产经营环境的基础上，2021年又深入

开展了“万人助万企”活动，想方设法为企业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良好的营商环境，吸

引了大批在外人员纷纷返乡创业，同时也带

动越来越多的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郭社忠说：“企业和村民在互助中共

同发展，相信乡村振兴的路子一定会越走

越宽。”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李昌奇）

“农业全程机械化，颠覆了传统的劳动密

集型生产，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

产效率，也逐步把农民从传统的‘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高强度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

出来，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劲动力。”

2021年12月29日，安阳县农业农村局党

组副书记、农机中心主任张新奇说。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

化。近年来，该县深入实施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行动，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

协调，农机装备结构持续优化，作业水平稳步

提升，推动了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县拥有各类拖

拉机5022台，配套农机具1.2万余部，主

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9.2%，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业面积53.58

万亩，年实现农机作业服务收入9387.5

万元。2018年，该县被确定为全国主要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2021年秋收期间，遭遇连阴雨天气，

为统筹推进抢收抢种有力有效开展，该县

动员690个党组织、1.2万余名党员干部

志愿者与农户抢收玉米16.1万亩，挽回经

济损失1.93亿元。按照“宜机则机、宜人

则人、加快抢收”的原则，调配履带式收割

机对达到作业条件的地块，及时组织收割

作业。以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为主体，

调配粮食烘干机51台套，烘干玉米7.3万

吨，占玉米产量的38%。

“如今，全程机械化，让农民种田‘一

身轻’。合作社现有5架无人植保机，45

台联合收割机，小麦播种机等各类机械

160余台。”金土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李文秀说，合作社能得到长足发展，关

键是农机部门在政策落实、贴心服务上给

农机手吃了“定心丸”。2021年抢收结束

后，该县组织各类排涝机械1200余台套，

采取开挖新沟、疏通排水通道、增加排水

泵等措施，保障农机作业。同时，聚焦群

众需求，新购置128台不同型号的小麦免

耕播种机，保障小麦适时播种。2021年，

该县落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851万元，补

贴购置各类农机具501台。

“下一步，我们将以满足农民对机械

化的需求为目标，以技术创新、组织创新

和制度创新为动力，聚焦提高农机产品有

效供给，集中优势力量培育壮大新型农机

服务主体，逐步推进农机装备产业向高质

量发展转型、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

高效升级，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

兴提供有力的技术装备支撑。”张新奇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永
安）2021年12月29日，在鲁山县观音寺

乡太平保村的保鑫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社员们正在忙着收割迷迭香。“我们

这里的丘陵沙土地很适合种植迷迭香，

村里与河南佳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有

订单合同，包收购，亩均净收益3000多

元。”太平保村党支部书记常其峰说。

该村农户以土地入股，成立了保鑫

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果树7000

亩，林下种植迷迭香1500亩、中药材

300亩、富硒红薯1000亩，常年安排60

余名村民在合作社务工。

鲁山县森林资源丰富，近年来该县

制定优惠政策，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18

亿元，其中直接为农户发放林下经济产

业奖补资金3000余万元，大力扶持林

下经济发展，不断拉长产业链条的同

时，实现了“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

的双赢效果。

目前，该县林下经济集中连片面积

达25.6万亩，其中森林康养旅游连片面

积18.45万亩，林下种植连片面积1.2

万亩，林下经济总量达到5.2亿元，从事

林下经济生产的农户8630户，其中脱

贫户3260户，脱贫户林下经济人均收

入达2260元。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付
留兵）2021年12月30日，周口市淮

阳区城关回族镇贾庄村蔬菜种植基

地大棚内，村民正忙着将挖出的蒜苗

去泥、分拣、打捆……这些新鲜蒜苗

即将通过物流进入北京、上海、郑州

的超市。

“得抓紧时间把蒜苗准备好，装

货的车马上要到了，现在每斤能卖1

元多钱，客商排着队来收购，咱在家

门口就把钱挣了。”村民龚广应笑呵

呵地说。

“我们村种蒜苗品质好，一年可

以收三茬。”该村党支部书记马心卫

告诉记者，种蒜苗每亩每年能收入

1.8万元，该村有100多户村民依靠

种植蒜苗增收致富。

近年来，淮阳区按照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总要求，通过“引品种、抓技术，找销

路”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绿色产业，让

大蒜种植成为农民有奔头的产业，让

蔬菜大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山

银山”。

2021年12月29日，在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的羽绒服饰扶贫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工羽绒服。据了解，该县将羽绒

加工业作为强县富民的重要产业来抓，目前从业人员有13万多人，年生产羽绒制品产值达70多亿元。 谢万柏摄

本报讯 2021年12月29日，汝州市

寄料镇磨石村脱贫户陈伟伟打开家中

水管，一股清凌凌的自来水欢畅流出。

陈伟伟激动地说：“7月份的一场洪水毁

坏了俺村的供水设施，幸好有党和政府

关心，让我们不再担心吃水问题了。”

这仅仅是寄料镇纪委注重立行立改，

协调联动各方为群众办实事中的一件。

去年7月20日的一场洪水，寄料镇

受灾严重，灾后重建任务重。恰逢汝州

市启动八届市委第一轮村（社区）巡察

工作，市委第十二巡察组进驻寄料镇磨

石村、蛮子洼村，开展巡察工作。

巡察组在实地巡察中发现，因洪水

造成了磨石村冯沟自然村无塔供水器

损坏，第五和第六村民组用于400口人

吃水的蓄水池损坏。作为刚刚脱贫的

山区村，拿不出资金恢复饮水工程，群

众暂时只能到处拉水吃。为此，该镇纪

委联合市委第十二巡察组积极向镇包

村领导、磨石村“两委”进行反馈，共商

解决办法。

寄料镇党委高度重视，立即联系市

水利局，安排镇农业服务中心，经过紧

张施工，使磨石村的水毁安全饮水工程

顺利竣工。

“经历了这次百年未遇的洪水灾

害，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们党委政府必

须站出来，敢担当，挑重担，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镇党委、镇政府要增强基层党

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向心力，让鲜

艳的党旗高高飘扬在全镇每一个乡村、

每一片田野。”寄料镇党委书记高项冰

说。 （范雯雯）

本报讯 2021年12月28日，在

社旗县大冯营镇文化周庄女子工

坊，绣娘们正在纳鞋底、绣虎脸、扎虎

须……随着一道道工序，传统手工艺

品虎头靴在巧手中制作而成。

文化周庄女子工坊是“巧媳妇创

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2016年以

来，该工坊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积淀，

把即将失传的手工香包、虎头靴、婴

儿纯棉衣帽、工艺团扇、线贴等纯手

工女红产品挖掘出来，并逐步把这些

民俗文化转变为文化产业，产品远销

北京、上海、郑州等地，为周边400余

名留守妇女在家门口找到了增收致

富的门路。

近年来，文化周庄女子工坊还依

托当地丰富的“宛艾”资源，通过开办

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香包研习营，开

拓线上线下营销，将设计制作的创意

香包等传统手工艺品推向市场。

2019年，由女子工坊设计制作的月

季系列香包被授权为南阳世界月季

大会指定产品；2020年以来，女子工

坊加工制作以艾叶、白芷、檀香、香附

等为填充物的纯手工中草药防疫香

包供不应求。

随着农历虎年春节的临近，文化

周庄女子工坊组织绣娘们加班加点，

集中赶制虎头靴、虎头帽、虎头枕等

产品。 （申鸿皓）

2021年12月29日，襄城县姜庄乡庙王村村民在加工红薯粉条。近年来，该乡鼓励农民大

力发展红薯种植和粉条加工，粉条加工业已成为当地农民重要的致富产业。古国凡 袁刚 摄

上蔡县朱里镇

民企互助种下“摇钱树”
种植标准化 菇农笑开颜舞阳县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李秀
梅）2021年12月28日，记者来到商

丘市睢阳区李口镇李帽头村，一座座

蔬菜大棚映入眼帘，在村民李传社

的大棚里，30多名妇女正在采摘、分

拣小青菜。

据了解，李帽头村从2019年开

始种植小青菜，目前已发展起蔬菜种

植大棚200多座。该村宏帮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齐杰告诉记

者，为保证品质、提高效益，合作社实

行“五统一”，即统一提供种子、统一

购买农资、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田间

管理、统一产品销售，解除了种植户

的后顾之忧，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如今加入合作社的村民

有200多名。

“在李齐杰的带动下，我2020年

投资1万元建了大棚，靠种植生长周

期短的小青菜尝到了甜头，如今，种

植面积已发展到6亩，一年能收入10

多万元。”李传社说。

谈起下步发展，李齐杰说：“我想

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带领群众共同致

富，争取早日申请绿色商标，让我们

的小青菜更有市场竞争力。”

睢阳区

种植小青菜 抱上“金娃娃”

社旗县

“虎头靴”做成文化产业

发展林下经济带富一方百姓鲁山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