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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焦萌范旭东

近日，河南省首批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公

布，叶县常村镇栗林店村艾草系列产品名列其中。

小艾草何以长成村民致富“摇钱树”？3月17日，记

者走进栗林店村，探寻其致富“秘诀”。

“大伙加油干，咱们争取今天把这茬艾草种完。”在栗

林店村艾草种植基地，该村党支部书记邓见成正带领村

民种植艾草。

“我们尝到了艾草种植的甜头，今年继续扩大种植

规模，这一茬20多亩是今年新流转的地。”邓见成说，以

前谁也想不到，这随处可见的艾草，竟然能变成我们村致

富增收奔小康的“法宝”。

常村镇地处浅山丘陵区，很适合艾草生长。“以前山

上生长很多野艾草，有外地来的药材收购商专收艾叶，

秋天，村民们农闲时就上山收割捋叶。”邓见成说，随着

该镇收购艾叶的商贩越来越多，村民逐渐意识到了艾草

的价值。

2018年，叶县将艾草种植作为常村镇调整产业结构

的重要抓手，每亩地给予750元作为启动资金，还向种植

村派驻科技特派员指导种植，推动乡镇特色产业发展。

邓见成先后多次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到南阳、南京、常

州等地学习，了解艾草市场情况，学习种植管理经验。

2018年年底，该村流转了398亩土地，开始种植艾

草，按照“党建+产业”的发展思路和“党建+合作社”的村

社合作发展模式，通过“四议两公开”，确定艾草种植个人

承包与村集体经济合作的模式，村干部带头承包。承包

后按每亩上交100元计算，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近

4万元。

“地里的艾草是循环着割的，一年可以收割三茬，晒

干后1亩地年收艾草800~1000公斤。”邓见成说，别看

艾草生命力强，要想收获品质好、产量高的艾草也大有

学问，种植两年艾草的土壤就会板结，需要把艾草苗全

部拔除，用土地深松机进行深松，增加土壤含水量，提

高肥力。

“一到收割艾草的时候几十个村民下地，大家有说

有笑，可热闹了，我还会拍一些劳动时候的短视频，好多

人给我点赞哩。”邓见成的妻子张俊兰常到地里组织大伙

干活儿，她说，割艾草一天能挣100元，村民可以得到“流

转+务工”的双重收益。

目前，该村艾草种植已发展到500多亩，艾草收割时

可提供临时性工作岗位80余个。

“艾草行情一年一变，可艾产品的价格比较稳定，我们还得上艾草深

加工项目！”不满足现状的邓见成和村“两委”干部商议着发展艾草深加工

项目。

2021年4月，总投资100万元的栗林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艾绒加工

厂正式投产运营，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2万元。

走进艾绒加工厂，经过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袋袋优质艾绒整齐码放

在厂房里，堆得像小山。同时，该村还利用闲置民房作为生产车间，生产

艾灸条、足浴包、艾枕等产品，使得一些无法外出打工的村民，可以在家门

口挣钱。

“现在做艾条的有6个人，做足浴包的有10多个人，艾绒加工厂里有

五六个人。光在厂房作业的就有二三十人。”邓见成说，随着艾草产业链

条的不断完善，20余名村民在生产、加工等环节受益。

“我们生产出来的艾产品根本不愁销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邓见成

说，村上种植艾草本身质量就好，做产品时用料也足，吸引了不少回头客，

现在做的产品基本都是订单销售。

目前，依靠栗林店村艾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村集体经济每年可

创收20余万元。同时，稳定带动村民就业30余人，全村户均增收1万

多元。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拓展深化艾草种植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用

艾草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谈到今后打算，邓见成信心满满。

3月15日，尉氏县邢庄

乡大庙杨村羊肚菌扶贫种植

基地的员工在采收羊肚

菌。

近几年，尉氏县以规模

化、产业化、品牌化的精品

特色订单产业作为促进农

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采取

“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一

村一品”特色产业，目前全

县 516 个行政村组建了

309个“一村一品”农民合

作社，吸纳了11600多名群

众加入合作社。李新义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李林欣）3月16日，记者行至淮滨县张

庄乡三里村时，忽见一片桃林，远远望

去，云蒸霞蔚，美不胜收。

这里是淮滨县张庄乡冬红桃种植基

地，成片的桃花竞相绽放，充满了浪漫的

气息，彰显出无限美好春光，构成一幅美

丽的桃园美景。行走在桃林里，一阵微

风拂过，花香扑鼻，让人心旷神怡。

“我是东北的，跟着我家那口子回

到淮滨种植冬桃已经5年了，来得早不

如来得巧，桃花今天才全部盛放，你们算

是幸运的了……”正在进行林间管理的

老板娘宋秀梅热情地招呼记者。宋秀梅

的丈夫孙居明是淮滨县张庄乡人，退伍

后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孵化场。2017年，

孙居明夫妇受淮滨县委、县政府回乡创

业政策感召，成立了姊妹种植合作社，流

转村里的100亩土地种植冬红桃。目

前，种植面积已扩大到200亩。

“咯咯咯，咯咯咯……”桃林里，或

悠闲散步或到处乱跑或聚众叫唤的土鸡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只见这些鸡毛色鲜

亮，精神饱满，吃的是小麦玉米，喝的是

露水井水，住的是百亩桃林，这条件，真

的是鸡生巅峰了！

据了解，基地里的200多只鸡都是

宋秀梅自己用炕孵化的，她给我们展示

了她家的炕，让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原

人大开眼界。每天这些鸡都能下80~100

个鸡蛋，都是纯正的笨鸡蛋，1元1个，肥

美的土鸡根据年份每斤卖20~25元。

“老板娘，我们来买鸡蛋，我要100

个。”“我要200个。”来买鸡蛋的秦女士

告诉我们，这些纯正的笨鸡蛋吃起来特

别香，营养价值高，她已经购买多次。

“这桃园林下养的一只只土鸡，就

像请来的一个个特殊的‘工人’，它们每

天在桃园里不辞辛苦地除草、除虫，不需

付工资不说，更是我增收的又一‘宝

贝’。”说起林下养鸡，宋秀梅脸上的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何婷汪亚娟）“家里有老人，孩子也

小，没办法出门，现在我们镇油茶种植、

培育基地多，家门口就能务工，加上流

转的山地租金和分红，一年收入两万多

元，能挣钱，工作时间还灵活，非常好。”

3月14日，固始县段集镇蒋营村村民吴

永福一边修剪油茶树一边满意地说。

近年来，段集镇大力发展油茶产

业，把油茶作为“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的主打产品。全镇挂包结籽油茶面积

3500多亩，年产值达1200多万元。有

种植大户89户，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两

家，合作社以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就业

务工等多种方式带动脱贫户102户392

人。

“今年计划再种3000亩，预计未来

3~5年，我镇油茶年收入有望突破5000

万元大关，全镇人均增收1500元。”段

集镇党委书记马松刚说。

油茶堪称固始县乡村振兴的“优质

选手”，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全

县适宜种植油茶的丘陵约1270.9平方

千米。近年来，该县始终坚持科学化种

植、产业化发展，全县油茶种植面积达4

万余亩。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马俊
歌）3月17日，记者走进位于宝丰县商

酒务镇的一家地坪工程企业，生产车间

里工人们正在生产固化剂、磨片等产

品，一派繁忙景象。

作为拥有国内地坪行业核心技术、

并在自主研发生产领域创新发展的龙

头企业，这家叫“远达”的地坪工程公司

不仅拉长了产业链条，还示范带动了新

注册的地坪工程公司300余家，从业人

员5000余人，年实现营业收入达1.5亿

元，使当地群众依靠磨地坪“磨”出了一

片“新天地”。

据了解，地坪是一种高强度、耐磨

损、美观的地板，具有无接缝、质地坚

实、防腐、保养方便、维护费用低等优

点。宝丰县域内的地坪工程企业主要

研发并生产固化剂、磨片等产品，而行

业群体也主要承揽厂房、地下车库、学

校、医院、机场等地坪及修复等业务。

“企业立足创新发展，发挥辐射带

动效应，短短两年时间，我们苦练内功，

提出了更加优于国标的质量目标。”远

达地坪负责人赵锋印介绍，目前企业拥

有国家级核心发明专利两项，知识产权

专利11项，产品均达到了节能环保的要

求。

尤其是近两年，宝丰县鼓励“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当地政府不仅向企业

派驻首席服务官，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

程中的“疑难杂症”，还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加快资源整合，健全培育机制，拉长

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优势企业在转型升

级中持续做优做强，形成了一批引领产

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头雁”

企业，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我们的地坪工程企业的产品现在

已经出口到了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国

家。”商酒务镇党委书记郭书东说，在做

大做强地坪工程产业的同时，他们又把

发展的眼光瞄向环氧树脂、塑胶跑道、

防水工程等领域，接下来会吸纳更多的

从业者，把这个“新天地”磨得越来越

大、越来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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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县张庄乡

桃林树下养土鸡 林下经济有“钱”景

固始县

油茶树成农民致富“摇钱树”

宝丰县商酒务镇

磨地坪“磨”出一片新天地

A B 本报讯 3月16日，记者在上蔡县邵

店镇刘岳村云贺肉鸽养殖场看到，一座

鸽棚内，鸽子所在笼舍依次排开，整整

齐齐，每层有若干小笼子，每个小笼子

里都有鸽子。小笼子里还有一个小窝，

窝里有鸽蛋或刚孵出的小鸽子。一只

只鸽子在笼子里或悠闲啄食或安静孵

蛋，还有的扑闪着翅膀，形成了一幅美

丽画面。

近年来，为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振兴乡村经济，邵店镇刘岳村在省

农业农村厅驻刘岳村第一书记李红岗

和村“两委”的带领下，立足本村实际，

按照“一镇一业”“一村多品”的产业发

展思路，努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先后

引进了志诚箱包厂、华晟园林公司、刘

岳种植公司、云贺肉鸽养殖场、水产养

殖基地等，加上原有的盛唐农场、众合

合作社和肉猪养殖场等11家产业，年产

值362万元，进一步提升了本村经济发

展实力。

云贺肉鸽养殖场从广州引进种鸽，

建成养殖棚3座，占地5600多平方米，

存栏肉鸽6400对、13000多只，每天产

蛋300枚左右，年产蛋10多万枚，培育

种鸽1000多对、乳鸽3000多只、肉鸽

2500只。由于养殖的鸽子抗病能力强、

饲养成本低、产品销售渠道广，2021年

鸽场产值60多万元，纯收入16万余元，

通过省农业农村厅联系消费扶贫和电

商平台销售到郑州等周边城市，带动3

户农户养殖鸽子，每家养殖3000只左

右。事业初成的高建伟、高云贺夫妻，

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和“代养代

销”模式，已带动3户村民在养鸽的产业

链上找到了增收的机会。

随着鸽子产业的发展，高建伟和高

云贺夫妇向农户传授鸽子的生活习性、

种鸽配对、疫病预防等专业知识，并与

农户建立完善了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脱

贫户和农户家门口稳定就业，实现当地

农户发家致富。李红岗告诉记者，这两

年刘岳村先后被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一村一品”示范村。 （本报记者）

上蔡县刘岳村

“鸽”畅美好生活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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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刘艳红文/图

当一个日进斗金的煤矿村因资源整合戛然而止，一下

子跌入省定贫困村的谷底后，还有没有浴火重生的希望

呢？禹州市磨街乡刘门村党支部书记李海亮带领全村党

员群众，用一棵棵柿树苗绿满了荒山，靠一树树红彤彤的

柿子摘掉了穷帽，以“一村一品”再创了昔日辉煌，刘门村

先后荣获“河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河南省乡村旅游特

色村”、许昌市“美丽乡村”等称号，刘门村柿子产业被认定

为“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助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刘门

柿子被收录到全国第四批“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一村一品’发展之路，以国家级

产业示范园区为抓手，拉长产业链条，做优柿子品牌，打造

中原柿乡，让乡亲们的日子像火红的柿子一样更加红火！”

3月17日，李海亮告诉记者。

煤矿关了，群众都在眼巴巴地看着他

在禹州市，刘门村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日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刘门村陆续开挖了十几对小

煤矿。进入21世纪，煤炭经营走出困境，产销两旺。

然而，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全村的小煤矿全部

整合关闭。没几年，这个曾经日子红火的富裕村竟成了省

定建档立卡贫困村。

党员坐不住了，群众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找支部、找干

部。从乡亲们那无助而又期盼的眼神里，村“两委”干部看

到了压力，也看到了乡亲们的信任。他们下定决心：无论

如何也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接连失败，栽种柿子的道路咋就这么难

2010年，在村子四周三面环山一道岗的山坡上，村

“两委”干部看着、想着、商议着。当他们转到村东沟里一

棵百年柿树下时，思路一下子豁然开朗：从记事起，这坡上

沟边全是柿树，鲜柿可以摘烘柿，吃不完的可以晾柿饼。

老祖宗早就给留了后路，咋就把这忘了呢？

村干部把这个主意一说，群众都说行。说干就干。党

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先后到洛阳、陕西富平等地取经，并引

进了一批柿树苗，种下了30亩试验田。

村“两委”干部和技术员们天天像伺候自己孩子似的，

给树苗施肥、浇水、修剪，只盼着早结果。可是，两年、三

年，几百棵柿树一个柿子也没结，原来是品种不对路！

通过考察，他们又引进了黄金柿。栽下第二年就开

花、结果了！大家奔走相告，柿子引种成功了！

到秋天，乡亲们小心翼翼地采摘、削皮、晾晒，柿饼做

成了！可吃到嘴里一比较，大家的笑容消失了：味道没法

比，哪能卖出去？

接连打击，让有的人失去了信心。

刘门村党员干部不信这个邪。他们顶着压力，再次外

出考察、学习，重新引种了尖柿品种，经过精心的管护、培育，晾出的柿饼霜

白、软糯、味甜，谁吃谁说好。

2015年，刘门柿子终于成功了！

浴火重生，火红“柿”业带来红火的日子

从2016年起，刘门村大规模推广柿树种植4000余亩。村委会牵头成

立了村集体经济柿柿如意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引导村民成立了绿润、绿航、

三阳、众颍四家合作社及润泉家庭农场，注册了地标性商标“刘家门”及“柿

柿杏隆”商标，按照统一品牌、统一制作、统一价格、统一销售的原则，通过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和鲜柿、柿饼、柿子醋主打产品，带动了柿

产业、养殖业、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三驾马车”，完美实现了从资源型经济到

绿色生态型发展的道路，走出了一条“一村一品”共同富裕之路，一举摘掉了

贫困村的帽子。2021年，全村采收柿子40余万公斤，生产柿饼10万公斤，

柿子醋1万公斤，实现收入600万元，旅游业收入突破100万元。

如今，刘门村家家户户都是公司成员，依靠公司致了富。

晾晒柿饼 邓见成（右一）向客商介绍本村艾产品范旭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