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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张瑜）7月 15日，在鄢陵县彭店镇

韩老村党建领办合作社大棚里，阡

陌纵横，围栏绵延，一丛丛豆角鲜

嫩翠绿，长势喜人，三十几名村民

笑吟吟地穿梭其间，采摘、装箱、装

车、运送，一派繁忙景象。

“韩老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羊肚

菌种植产业，经过半年的悉心照料羊

肚菌喜获丰收，预计收入可达24万

元。”韩老村党支部书记韩占峰说，当

大家都沉浸在羊肚菌丰收的喜悦中

时，他却陷入了新的思考：如何让大

棚产生最大利益？如何利用现有资

源条件，进一步增加群众收入？

经多方考察、会议研究、公示

公开，韩占峰发现当前的豆角种植

行情比较好，而且占地需求不高，

于是决定将原有的21座菌菇大棚

稍做改造进行豆角轮作，完全能够

满足豆角产业的前期发展需要。

“现在每天都能产出好几千斤

豆角，当前市场前景好，温室大棚平

均一亩能收益1800元左右，还能带

动40人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实现增收致富！”韩占峰告诉记者，韩

老村新的蔬菜产业让农户切切实实

尝到蔬菜大棚带来的效益，吸引了

诸多周边农户参与种植，为农民在

本地就业创造良好条件。

“虽然天气有点热，但干起来提

劲得很，一天80元，比我们在家种庄

稼强多了。”韩老村脱贫户张学杰说，

像他这样来基地打工的还有很多，他

们无法外出打工，便纷纷选择到基地

来干活，劳动量不大，收入稳定。

一亩收益1800元 带动40人就业
鄢陵县韩老村大棚“钱”景好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徐嘉）“大伙儿加油干，咱们争取今

天把这茬艾草割完。”7月14日，在

禹州市鸠山镇赵沟村艾草种植基

地，该村党支部书记赵占营正带领

村民收割艾草。

赵占营告诉记者，赵沟村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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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里的艾草是循环

着割的，一年可以收割三茬，晒干

后每亩地年收艾草 800~1000 公

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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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占营说。

赵沟村地处山区，以偏砂性土

壤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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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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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完整

产业链，2018年，赵沟村流转了80

多亩土地，按照“党建+产业”的发

展思路，经过“四议两公开”程序商

议，从汝州引进大艾种植有限公

司，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发展艾草种植产业。

“我们生产出来的艾产品根本

不愁销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赵

占营说，村里种植的艾草本身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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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做艾条的有 3个人，做

足浴包的有4个人，艾绒加工厂里

有五六个人。光在厂房作业的就

有十几个人。”赵占营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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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

赵沟村艾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村

集体经济每年可创收 10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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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后的打算，赵占营信心满满。

禹州市鸠山镇

艾草成群众致富金“药”匙
7月17日，夏邑县曹集乡东靳庄村张庄文生家庭农场里，工人在管理阳光玫瑰葡萄。当前，正值葡萄生长旺盛期，工人抢抓农时，加强果园管理，为葡萄提质增效打好基础。夏天 摄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吕
娇娇）近日，记者走进叶县昆阳街道

聂楼村集体经济大棚里，一丛丛绿油

油的瓜蔓长势旺盛，一个个圆润饱满

的西瓜或吊挂于枝头，或掩映在瓜秧

下，瓜农们正在采摘、分拣、装车，发

往周边市场。

该村共种植22座大棚的西瓜，主

要有吊瓜、地爬瓜，品种有糖度高、果

皮薄的满月、越秀、金中黄、麒麟瓜

等，一棵藤长一个瓜，单果重 4斤左

右，每年可采收两至三茬。

据悉，2021年，聂楼村通过“帮扶

引智”，与县内拥有成功种植经验的

致富能手合作，建设村集体经济种植

园区，由村集体与县财政共同筹资

150万元，流转村内土地 40亩，建设

特色种植大棚24座，村集体经济收益

每年不低于财政投资金额的8%。

围绕大棚经济，聂楼村还不断丰

富乡村经济业态，大棚内的西瓜采摘

完之后，会立即播种有机花菜、辣椒

等蔬菜，羊肚菌、灵芝、桑黄等特色中

药材也在小面积培育中。

“下一步，我们还计划围绕特色种

植园区建设冷藏库、成品加工车间等

相关配套设施，在进一步完善农产品

生产、加工产业链条的同时，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带领村内群众增收致

富。”聂楼村驻村第一书记卫秋橙说。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王
博 黎伟）“自从软籽石榴基地建好以

来，群众不仅每年可以拿到租地补

贴，而且还可以在基地内务工，增加

家庭收入，对老百姓来说既经济又实

惠。”7月15日，在淅川县盛湾镇河扒

村软籽石榴种植基地内，该村党支部

书记柴书明高兴地介绍道。

眼下正是软籽石榴夏季管理的

关键时期，果农们正忙着对石榴树抹

芽、杀虫、杀菌、喷施叶面肥等，确保

在丰收季节，石榴能够实现高产，结

出的石榴个大、籽红、甘甜。

今年以来，盛湾镇围绕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十四五”期间发

展目标，结合“短、中、长”发展模式，

助力产业发展，拉长产业链条，推动

实现产业兴旺、农民增收、乡村亮丽

的目标。在巩固发展传统农业产业

基础上，逐步探索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转型升级，通过招商引资、青年返乡

创业、县直部门扶持等方式，引进先

进的管理新模式、新思路、新技术，进

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助力产业高

质量发展。

巩固传统产业，引进新型蜜薯、

淀粉薯品种，全年发展甘薯7000亩，

引进福建南北客农业公司，红薯粉系

列加工车间已投产。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培育壮大水产养殖产业。在盛和

社区立体养殖项目试点成功的基础

上，又引进多家水产养殖公司，在衡

营、周湾、陈岗等村建设高标准现代化

养殖基地500余亩。做优做强中药材

特色产业。发展柴胡、迷迭香、辛夷、

皂角、艾草、金丝皇菊产业，形成“一村

一品”的中药材特色镇格局，全镇中药

材种植面积达两万亩以上。

盛湾镇党委书记杜轶说：“盛湾

镇作为一个库区乡镇，保护生态环

境，守护一库清水是我们的责任。在

产业发展过程中，既要提升优质产业

的颜值，又要提升群众致富的产

值。盛湾镇坚持一手抓生态环境保

护，一手抓巩固优化产业提升，无论

是走传统产业发展道路，还是走特殊

产业发展道路，始终坚持走绿色生态

发展路子。在调整产业结构后，群众

尝到了发展产业带来的甜头，钱袋子

鼓起来了，纷纷大力支持产业发展，

为后续产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本报讯 （通讯员薛建祥 王友
袁晶晶 记者尹小剑）近日，信阳市

平桥区高梁店乡李田村村民吴菊，

正和 20多位姐妹在该村一家家庭

农场的蔬菜大棚里忙碌。眼下，正

是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成熟上市的

季节，村民不出村，每天在这里可

以挣到100元。

千里淮河流经平桥区，淮河两

岸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适宜发展

蔬菜种植。当地党委、政府因势利

导，鼓励农民发展蔬菜产业。高梁店

乡李田村90后青年何秋亮在外地学

习蔬菜种植技术后，于2013年回乡

创业。从最初种植5亩蔬菜发展到

如今的70亩，建有22座蔬菜大棚，

主要种植辣椒、西红柿、黄瓜、豇豆、

空心菜等。

家庭农场的壮大为村民增收

提供了机会，目前，李田村三组有

20多位村民常年在家庭农场上班，

每人每年纯收入 3 万元以上。同

时，在何秋亮家庭农场的影响和带

动下，李田村蔬菜种植又发展 70

亩，蔬菜大棚建了18座。

据平桥区农业农村局有关人

员介绍，目前，该区蔬菜种植面积

已发展到12万亩，蔬菜种植已成为

当地富民产业，圆了当地村民的致

富梦。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乔连军

“你们厂里有多少员工？”

“共有 500 名员工，下设 7 个分

厂，一部分在车间生产，一部分在自

己家里加工玩具。”

7月 15日，来自意大利的客商保

罗·马蒂罗在商水县舒庄乡剑涵玩具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向负责人王荀了

解公司生产管理及员工工作情况。

保罗·马蒂罗是意大利一家玩具

有限公司业务总管，负责与中国东莞

心海玩具有限公司签单、发单、收

单。这次主要考察心海玩具有限公

司下属签单公司玩具生产管理、生产

规模、员工技术等内容。

保罗·马蒂罗在生产车间对车间

墙上张贴的“车间务工一人，实现全

家脱贫”的标语很感兴趣。

“这车间有贫困人员吗？”

“以前，这个生产车间有 20名贫

困人员，通过在车间务工于 2020 年

已全部脱贫。这条宣传标语是脱贫

攻坚时张贴的。”

“请问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保

罗·马蒂罗问一名员工。

“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

“这是一般工资水平，技术好

的每月拿到 6000 多元。”王荀跟保

罗·马蒂罗介绍。

“这些生产工序都合格，产品质

量没问题，工人技术比较熟练，产品

验质把关较严，通过对每个生产车

间、每道生产工序、每样产品的观察

和检查，我感到很满意。以后订单多

给这个公司一些，他们生产的毛绒玩

具合格，让人放心。”保罗·马蒂罗跟

东莞心海玩具有限公司陪同人员说。

今年46岁的王荀，曾在东莞玩具

厂打工15年。1998年，王荀在当地政

府的帮助下，投资30万元创办一个毛绒

玩具厂，安排50名留守妇女就业。近两

年来，她投资500多万元成立了商水县

剑涵玩具有限公司，下设7个分厂，就业

人员达500多人，其中120名贫困人员

通过在玩具厂打工实现脱贫致富。

老外考察到车间

既提升产业颜值又提升致富产值

蔬菜产业富农家

淅川县盛湾镇

本报讯 （通讯员陈世军 何铸
记者尹小剑）新秧初出水，渺渺翠

毯齐。盛夏时节，记者驱车行驶在

罗山县庙仙乡李店村至庙仙村二

级柏油公路上，看到道路两边一片

片稻虾田紧紧相连，经过一场雨水

的滋润，越发显得翠绿清新，空气

中充满着秧苗的清香，这就是该乡

打造的“十里稻香”产业带。

为促进稻渔产业规模经营，提

升稻渔共作效益，去年以来，该乡深

挖境内资源优势，在沿庙（仙）李（店）

公路沿线的6个村，规划布局十里稻

渔共作示范产业带，进行稻虾、稻鳅、

稻鳖等多种综合种养，延伸产业链

条，增添产业后劲，壮大集体经济。

林道稻虾共作基地就位于这条

产业带的中心。走进基地，登上观

景长廊，只见水田相接，千亩稻虾田

尽收眼底，青秧与白云、黛山呼应，

美不胜收。“经过几年的探索，基地

积累了丰富的种养经验，‘林稻静’

稻虾米获得绿色认证，我们发挥好

基地的示范作用，提供稻种、虾苗，

开展业务培训，指导田间管理，共同

把‘十里稻香’做出样子，走出生态

种养之路，让‘稻香虾肥’助力乡村

振兴。”该基地负责人说。

“生态饭才是长久饭。”该乡坚

持把生态种养融入“十里稻香”产业

发展中，不断建立完善水质、土壤、

病情、虫情监测机制。在种植、生长

过程中实行绿色技术，保持土壤无

污染，水质干净，种养环境生态良

好，保障粮食安全，让群众端牢“生

态饭碗”。

该乡还在沿路产业带建设稻渔

文化景观区，融入乡土元素，展示农耕

文化，主打一日游、亲子游、体验游、周

末游等，通过“十里稻香”的生动实

践，改善人居环境质量，发展农旅融

合项目，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该乡已建成“十里

稻香”产业带5000余亩，建设稻渔

文化景观11处，参与合作社、家庭

农场16家，吸纳农民320余户。

信阳市平桥区

大棚经济“四季青”

叶县聂楼村

稻香虾肥 生态双赢
罗山县庙仙乡打造“十里稻香”促振兴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赵明奇陈帅鹏张海坤

“乡村花卉种植业发展前景很广，

我学的就是园艺专业，在乡村振兴的号

召下，毕业就回乡发展玫瑰种植。目

前，我们与京东商城签订了合作协议，

他们直接上门取货，产品供不应求！”7

月 12日，在舞阳县保和乡湾马村玫瑰

种植园，一株株含苞欲放的玫瑰娇艳欲

滴，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园区负

责人马光辉说这是他种植玫瑰的第八

个年头。

在马光辉的钻研下，舞阳县日红园

艺有限公司玫瑰种植园从最初的两个

大棚发展到 13个，占地 40余亩，有戴

安娜、卡罗拉等十几个优质玫瑰品种，

年产玫瑰近5万扎，亩均净利润超1万

元。

除自己种植玫瑰外，马光辉还带动

数十户村民发展玫瑰产业 30余亩，为

他们提供种苗、技术等服务，解决他们

的销路问题，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我在园区负责浇水、除草、施肥

等日常管理工作，上班就在家门口，

工作不累还能每天多赚 50元，日子是

越来越好了！”今年已 70多岁的脱贫

户陈喜梅打理着玫瑰笑容满面地说，

像她一样在这里务工的群众还有十多

个。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舞阳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20 字

方针，以产业振兴为切入点，以服务

“三农”为总抓手，坚持龙头企业入

驻、产业基地引领、合作社土地入股、

群众参与生产的模式，立足本地资

源，大力培育多彩产业，一幅产业兴、

农民富、乡村美的美丽画卷在舞阳县

徐徐展开。

“今年，我们采取订单化种植模式，

种植阳光玫瑰葡萄100余亩，亩均产量

4000斤左右，亩均净利润超 5万元。”

走进保和乡瑞兴葡萄产业园，一串串果

粒饱满的葡萄如珍珠一般，煞是喜人，

园区负责人张昭说。

据了解，保和乡瑞兴葡萄产业园目

前占地面积 350 多亩，通过“龙头企

业+村级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农户”

两种发展模式，种植阳光玫瑰、醉金香、

蓝宝石等有机葡萄品种十余个，并逐步

增加了食用菌、玫瑰、黄桃、草莓等产

业，规划了民宿旅游，初步形成了集绿

色种植、生态观光、采摘体验于一体的

乡村旅游示范基地，年收入达800多万

元。园区不仅带动乡村休闲旅游产业

的发展，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时

也给周边村民提供了 50 多个就业岗

位，带动周边1270多户村民发展葡萄

种植2900多亩。

“我们以产业兴旺为出发点，以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为切入点，以生态宜

居、生活富裕为落脚点，结合乡域实

际，通过多领域、多角度、多模式的探

索，为群众提供产业、模式的‘多选题’

和技术、销路的‘高标准’，推动优势产

业快速健康发展，用多彩产业勾勒乡

村振兴的美丽画卷。”保和乡党委书记

康岸毅说。

红色玫瑰产业、辣椒产业、紫色葡

萄产业、黄色菊花产业、绿色烟叶产业、

褐色香菇产业……围绕多彩产业发展，

舞阳县结合实际，制订出台工作方案，

对领导组织、发展目标、产业模式、利益

联结机制进行统筹安排，以“公司+基

地+集体+农户”为总体发展模式，因产

业设定相应利益分成机制，通过产业基

地引领带动、利益分成吸引农户参与、

公司提供技术和销路两端服务等模式，

保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构建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体系，

舞阳县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积极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区建

设，引导各乡镇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实施集中联片开发，扩大种植规模

和提高效益。开展扶贫产业园区提质

增效行动，整合产业发展资金 1.03 亿

元，对 11个县级产业扶贫示范园区、

38个乡镇产业园区和210个村级产业

基地进行提升改造，2.6万名群众通过

资产收益、务工和流转土地等途径获

得持续收益。

“我们将坚持用工业的理念抓农

业，通过建强区域样板带动特色农业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加速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美好愿景。”舞阳县委书记王彦民说。

舞阳县“多彩产业”撬动“出彩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