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风采新农人

乡村振兴 2022年3月1日星期二
责编 / 李政 版式 / 张峰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8550 E－mail / henanxdny@126.com

6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赵珊
李建军）2月25日，位于济源思礼镇南

涧庄村的观花坪鲜切花花卉基地内，

藏了无数“春天的秘密”。大棚内，成

片娇艳的花朵，让花农孙双玲心情大

好。在棚内转了几圈，半个多小时，她

就采了400多株非洲菊。按一株2毛

钱算，这一天80块钱的生活费已经赚

到手了。

还有更好的消息等着她。上午10

点半，基地负责人成文鹏叮嘱孙双玲：

“现在是三天一采，过几天温度上来，花

开得更快，要一天一采。”“那采摘量不

是更大了？”“当然！”“那效益也要上去

喽？”“必需的！”几句话听得孙双玲眉开

眼笑。

“现在，人们生活越来越好，早都不

用纠结‘买一枝玫瑰还是二斤猪肉’的

问题了。这生意会越来越好！”在鲜花

行业沉浸多年的成文鹏，早就看到了先

机。

去年8月，成文鹏选择在思礼镇南

涧庄村种植非洲菊。种植户是周边群

众，成文鹏负责花苗供应、技术指导和

鲜花销售。

“这比种地省劲多了，苗一种上，4

个月就能开花，3年不用整地。最重要

的是看到花，我这心里头就高兴！”说

完，50多岁的贾小阮将一大捧非洲菊

“抱”进运输车，转身走进花棚。

“文鹏跟我们签订了合同，咱只管

种，不愁销售，钱一天一结算。一年下

来，我家两个大棚收入两三万元不成问

题！”62岁的卢小耀说。

成文鹏介绍，目前基地11个大棚

种植的全是非洲菊，主要销往济源本

地和周边地市。成文鹏说，今年，还想

增加4个非洲菊大棚，同时引导农户种

植向日葵。“有人种，有人销，我们就能

赢！”

一大群想“赢”的人，正迅速拥入这

个“美丽”的行业。

在玉泉街道吉祥花卉大棚内，康乃

馨、大丽花、长寿花等五六个主打花卉

开得很喜人。吉祥花卉负责人吴慧芳

和工人们正忙着打包花束。第二天一

早，这些鲜花将经由郑州市双桥花卉市

场，“飞”向省内外各地。

吴慧芳端起一盆花，自豪地说：“知

道不？我们的花苗都是从丹麦、越南坐

飞机来的，花色更正，抗病性特强。”质

量够硬，只是一方面。吴慧芳的底气，

还来源于政府的支持。

吴慧芳和老公原来是搞花卉批发

的，2021年5月，恰逢玉泉街道出台招

商引资政策，仅仅一个月时间，玉泉街

道就完成了1.3万平方米的连栋温室改

造提升，并启动暖气进园区、深水井管

网铺设等工程，看到改造效果，吴慧芳

当月就签约落户并开始生产。

这两天，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也

来了。“你们只管搞好种植，其他的事交

给我们解决。”他们一句句贴心话，让吴

慧芳心里热乎乎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许金安 通讯

员贾慧娟）“周末来了6辆车27人，在这

儿耍了两天，都挺满意！但也提了一些

小意见，我们会尽快改进！”2月13日下

午，送走了客人，江建行及时给镇主要

负责人打去了电话。

江建行是新安县南李村镇江村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作为磁河生

态谷高端民宿集群项目所在村的负责

人，去年，他几乎天天泡在施工现场。“民

宿春节期间便‘一房难求’，可以预见，等

到春暖花开，那将会是怎样的壮观场

面！”江建行很兴奋。

生态谷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是南

李村镇推进农旅融合、实施乡村振兴的

重点项目，包括高端民宿集群、水产养

殖研学、休闲农业体验、拓展训练、儿童

娱乐等，最终打造集农业观光、科普研

学、文化旅游、特色餐饮、休闲度假于一

体的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项

目具有显著的示范带动作用，辐射沿线

11个村。

据了解，依托已基本完工的江村村

数字化高效水产养殖项目，该镇从最早

开启水库养鱼的“1.0模式”，到打造数字

化高效水产养殖项目的“2.0时代”，再到

目前的高端民宿群，一个打通一、二、三

产业，带动周边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3.0未来”正加速实现。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

员赵笑菊）“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在这

里俺们只管编，七十多岁的人了，一天

还能赚三十多块钱，‘竹梦小镇’让我

越干越有劲，越活越年轻！”2月25日，

袁相生表达了对眼下生活的满意。

袁相生是洛阳市洛宁县兴华镇沟

门村村民，也是传统竹编手工艺人。

2020年，随着“竹梦小镇”的崛起，村里

成立竹编合作社后，“英雄有了用武之

地”，袁相生变身“上班族”。

兴华镇位于有着“北国竹乡”之称

洛宁县的西南部，竹林面积1100余

亩，集中分布在兴华村、西南村、西坡

村、袁洼村和沟门村。

近年来，兴华镇在田园综合体建

设中，修通了从镇区到沟门村连接5个

村庄的“竹梦大道”，依托丰富的竹林

和山水资源，厚植竹元素、深挖竹文

化、创新竹产品，深化文旅融合，着力

打造了以沟门村为中心，辐射周边四

个村的“竹梦小镇”生态园。经过一年

多的建设，如今已成为涵养“竹文化”、

品味“豆腐宴”的好去处，一步一景，步

移景变，集康养、休闲、研学等功能于

一体，成为“网红打卡地”。

沟门村党支部书记白光武介绍说，

依托“竹梦小镇”，村里结合文化遗产、

生态资源和旅游优势，成立了劳务、竹

编、旅游服务等专业合作社，还引进了

专业运营团队，指导建设豆腐加工厂和

精品民宿。30多名群众经过系统培训，

不但成为“竹梦小镇”的服务和管理人

员，还承包部分小工程的施工。

洛宁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兴华镇

利用生态竹林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竹

梦小镇”，培育了文旅融合新业态，彰

显了自然美、产业美、文化美，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聂会
军杨景鹏）高端山居民宿、水上透明餐

厅、屋顶网红秋千、河南图书馆乡村分

馆以及文化社区……曾经废弃多年的

窑洞，摇身变成了集餐饮、住宿、游乐、

教育于一体的世外桃源。

“过去的周窑，稀稀拉拉分布着几

孔年久失修的窑洞；想不到现在变成

了冬暖夏凉的休闲胜地，以后每年都

要来几次”。2月26日，生于焦作发展

于郑州的王静，驾车行驶在焦作中站

区的北山环线，忍不住感慨道。

周窑村的民宿项目以“山居美学、

山阳诗意”为主题，于去年4月份落地

实施，10月初正式对外开放试营业，作

为焦作市当年开工当年实施并开园的

重点民宿项目，日游客最高达2000人

次，正逐渐成为焦作市城市近郊网红

乡村旅游点。

2021年，中站区围绕打造高能级

文旅目标，充分发挥山区生态资源优

势、历史名人文化优势、红色革命传统

优势、乡村农耕文化优势，引进了总投

资50亿元南太行龙翔山居民宿集群

项目，涵盖中站区龙翔街道周窑、栗

井、十二会、赵庄四个行政村，打造集

民宿康养、艺术聚落、研学教育、综合

游乐于一体的多业态文旅融合产业

区。

中站区是革命老区，发展乡村旅

游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龙翔街道十

二会村号称“焦作西柏坡”，精心规划

红色研学路线，将太行区第四专区，焦

作市委、市政府旧址等修旧如旧，大力

发展集观光、采摘于一体的生态种植

业……

中站区，赋能自身独有的红色资

源和生态产业，在打造高能级文旅、引

领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蹄疾步稳。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世

旭）2月19日，郏县茨芭镇茨芭村的羊

肚菌产业园区内，一排排温室大棚矗

立，大棚内温暖湿润春意盎然。

“这个大棚占地0.9亩，每年可产鲜

羊肚菌400~500公斤。羊肚菌在3月

底就能收完，收完后棚里还能种西瓜、

蔬菜等。除去成本，正常年份一个大棚

净利润能达5万元以上。”茨芭村党支部

书记李许锋说。

去年11月，该镇整合10个脱贫村

的项目资金300万元，在茨芭村西流转

土地163亩，建设131个温室大棚，发展

羊肚菌种植业，决心为全镇乡村振兴闯

出一条新路。

“发展大棚羊肚菌产业，不仅能使承

包户受益，而且能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务

工增收，还能增加村集体收入，可谓一举

三得。”茨芭镇党委副书记王子奇说。

王子奇算了一笔账：一个大棚的人

工费用在6000元左右，也就是说，整个

园区每年能够为当地群众带来近80万

元的劳务收入。同时通过出租大棚，村

集体每年还能增加收益25万余元。

近年来，茨芭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经济，先后建设了苏坟村现代农业产业

园、锋瑞农业产业园、明星雪桃园等34

家农业产业园，种植林果蔬菜近万亩。

与此同时，在干河村建设了一个占地

600余亩的苜蓿草产业基地，在尖山、铁

炉、空山洞等村建设花椒产业基地，种

植花椒2200余亩。

“下一步，我们要把发展特色产业园

区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纵深

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努力构建‘东部林果

蔬菜、西部养殖药材、南部商贸居住、北

部建材旅游’的发展格局，走一条有茨芭

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王子奇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焦
萌范旭东）“升棚！”2月25日，在叶县

洪庄杨镇唐马现代农业产业园，随着

技术员王景涛一声吆喝，工作人员同

时按下启动按钮，覆盖在8座智能大棚

外部的黑色遮阳网在机械装置的推动

下缓缓卷起，阳光照射在棚内刚栽下

的羊角蜜幼苗上。

“产业园实行联村共建模式发展村

集体经济，各村通过承包形式种植羊角

蜜，目前建成的大棚，我们优先分配给

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村。”该镇村集

体经济办公室主任朱培海指着大棚前

写有曹李、白庄等村名的牌子介绍道。

近年来，该镇依托独特的土壤资

源及区位优势，把发展温室大棚种植

“两瓜一菜”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重要抓手。

“要想种好羊角蜜，棚内温度、空

气湿度以及土壤环境都是关键因素，

经过我们前期调控已达到标准，这茬

收成肯定差不了。”走进棚内，王景涛

自信地说。

据了解，该产业园一期总投资980

万元，建设高标准温室大棚16个，占地

600平方米的保鲜冷库1座。目前已

建成8个，剩余8个正在加紧建设中，

预计每个大棚年净利润在16万元以

上，能带动附近村200余名村民就业，

人均年收入可达1.5万元。

“乡村振兴离不开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推进特色

产业发展，联村共建、抱团发展，为洪

庄杨镇24个行政村的乡村振兴装上引

擎、提供动力。”洪庄杨镇党委书记王

小红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
新强）2月25日，在鲁山县董周乡小

集村的一个废弃香菇大棚内，原先摆

放香菇菌袋的架子上，堆满了成捆成

摞的带有金蝉卵的枯树枝条，场面很

是壮观。

“这几排堆放的树枝大约有50万

根，一根长约半米的树枝上，有金蝉

籽（卵）200~400个。”林下养殖金蝉

10多年，王跃介绍起来头头是道。

金蝉是“蝉”爬出地面后准备“金

蝉脱壳”前的称呼，民间俗称知了猴、

爬叉等，它风味独特，营养丰富、药食

两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金蝉的市场需求量也在不断增

加。

王跃今年39岁，2008年年初他

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有人养金蝉效

益不错，就到民权县参观学习。当年

5月，他承包了10多亩杨树林，除了

自己收集一些带有金蝉籽的树枝外，

也从乡亲们手中收购了一些，总共有

3万多根，埋进地下开始了创业路。

创业之初，王跃也经历过失败的

痛苦。“最初我也是根据别人的介绍，

把树枝直接埋进地里，结果这个方法

不行，几乎没成活多少。”王跃说。

后来经过不断摸索实验，王跃终

于摸索出林下种植金蝉的经验和技

术。“头一年8月收集带有金蝉籽的枝

条后，先不要急着埋进地里。把枝条

平排放在架子上喷水保湿，到第二年

4月份孵化出幼虫后，对林地进行浇

水、松土，再打一些专门杀死蚂蚁和

蜘蛛等金蝉天敌的药物，然后把幼虫

撒到树根处，让它们自己钻进地下，

这样成活率就高了。”王跃介绍道。

金蝉在地下生活2年后就可以爬

出地面，由于个体差异，也有3~5年

才出土的。“现在随着野生的‘爬叉’越

来越少，价格也不断上涨，从最初的

五分钱上涨到去年的批发价六角五

分钱一个，就这还供不应求呢。”王跃

说。

据王跃介绍，他这些年在本地收

集和在山东省购进的带有金蝉籽的

树枝，80%都被附近的种植金蝉大户

买走了。金蝉种植在柳树、榆树林下

产量最高，按现在的市场行情，一亩

地可收入1万元以上，常见的杨树林

和果树林下，一亩地收入也有5000

元。

“我们董周乡林果产业面积大，

下一步，我们要大力推广金蝉种殖，

做到林上林下双丰收。”董周乡宣传

委员王冰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唐
泉锦）“咱们家主营中高端鱼漂，这款

柳叶形漂非常适合底钓……”2月21

日，在宝丰县肖旗乡返乡创业园，渔

具直播间的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鱼

漂产品，这位主播就是同事口中的

“垒姐”——渔具仓储直播中心的新

晋直播达人郭培垒。

“‘垒姐’从开始参加电商培训到

现在，短短4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从直

播小白到带货达人的转变。”渔具仓

储直播中心负责人赵占京说。

今年38岁的郭培垒是肖旗乡白

庄村的村民，过去一直在苏州打工，

随着父母年龄增长和孩子上学需要

照顾，2020年9月回到老家。

据郭培垒介绍，正当她发愁找什

么样工作时，村里通知她乡政府免费

举办电商培训班，于是就抱着试试的

态度去参加了。

4天的集中培训，郭培垒成了班

里最努力的学员，并在结业实操考试

中成绩第一。随后，她到渔具电商孵

化基地的直播间里蹲点学习。一个

月时间她记了六大本笔记，就这样，

2021年10月14日，她开启了自己的

电商直播之路。

“一开始我直播的时候都没几

个人进来，有的人来了没一会儿就

走了，到最后往往只有家人和朋友

在直播间里陪我，说不沮丧是假

的。”郭培垒说，“但我从没想过要放

弃，隔壁大壮直播间的成功案例，让

我下定决心沿着这条道路坚持走下

去，只有坚持才能看到胜利的曙

光。”

为破解困境，郭培垒每天坚持直

播三场，一天有效播出时间8小时以

上，并在休息时学习其他大主播的直

播方式及内容，不断反思总结……郭

培垒的粉丝量不仅快速增长，还获得

了一批忠实的“老粉”，尽管是鱼漂销

售淡季，但她的单场交易仍能达100

多单。

郭培垒的逆袭，离不开她自身的

努力，同时也展现了肖旗乡电商“培

训+孵化+运营”人才培养模式的育人

质量。据统计，仅2021年下半年，肖

旗乡已组织开展电商人才培训和渔

具配件加工培训40余次，累计培养直

播带货专业团队20多个，间接带动从

业人员4000余人。

枯树枝上“种”金蝉

从电商“小白”到电商“达人”

济源“花经济”美了乡村富了群众

新安县南李村镇
农文旅融合进入“3.0时代”

焦作市中站区“拥红护绿”发展乡村旅游

郏县茨芭镇
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洛宁县兴华镇 以竹为媒促绿色发展

叶县洪庄杨镇 温室大棚种出“甜蜜”希望

产业兴百姓富
鲁山县王跃

宝丰县郭培垒

2月27日，汝州市温泉镇朱寨村群众正在生产香菇袋料。目前该村1450余座

香菇大棚成为村民们增收致富的“摇钱树”。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崔高阳摄

▲2月25日，在灵宝市焦村镇贝子原食用菌产业园，28岁的技术员何玮炜（左

一）在食用菌大棚里观察刚出土的羊肚菌的生长情况。2021年，该食用菌产业园将

188个食用菌大棚租给20余名农民供其发展食用菌产业。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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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8日，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社员正在全自动智能化工厂育秧

基地进行再生水稻秧苗培育。 谢万柏摄

水稻育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