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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国际
合作论坛11月16日在郑州举办

农行杯农行杯 洛阳优秀乡贤助力乡村振兴
中共洛阳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洛阳市乡村振兴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河南日报农村版

石灵水“乡土专家”的为民情怀□黄红立 许金安 吕小伟 赵明辰

从“门外汉”到“老把式”，从“独乐

乐”到“众乐乐”，7年来，他坚守初心，躬

耕田野，把一个个小菌棒变成了一把把

“致富伞”，引领当地菌类产业高质量发

展。

他就是“中国乡村菌业专家”“嵩县

乡土人才”、嵩县德亭镇野胡沟食用菌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灵水，一个将全部

心血倾注在食用菌种植、推广与应用上

的人。

心系故土
从选食材到种食材

“‘嵩县乡土人才’证书分量最重，

我来自农村，戴草帽、穿布鞋、吃粗粮，

土里土气，干的也是接地气的菌类种

植，人才不敢当，但绝对‘乡土’！”

11月 6日，嵩县德亭镇段坪村，野

胡沟食用菌种植基地“会客厅”，石灵水

激动地说。

20多个证书、奖牌和奖杯是对石灵

水潜心研究食用菌的褒奖。头戴斗笠，

满身菌香，粗茶淡饭是他的标签；而7年

前，他的生活是在氤氲着油香的厨房

里，头戴高高的厨师帽，“吃香喝辣”。

1968年，石灵水出生在嵩县库区乡

（现陆浑镇）龙驹村，中专毕业后学了厨

师，29岁时就在洛阳市区某星级酒店任

厨师长，工作稳定。

1998年，他回到嵩县，开办了“大嘴

巴肉丝面店”。由于他诚信经营，加之

善于钻研，回头客越来越多。作为饭店

老板，他十分看重食材生态优质，深知

菌类提味的重要性，亲手种植没有污染

的食用菌成了他的梦想。

2015年6月，他转让饭店，拿出多年

积蓄，到德亭镇段坪村尝试食用菌种植。

石灵水说，当初到段坪村发展黑木

耳有两个考虑：一是嵩县木耳声名远

扬，市场潜力大；二是段坪是传统农业

村，小溪长流，林地茂密，野生菌类众

多，是理想之地。

他租了20亩地开启创业之路。当

年，大田袋料地栽黑木耳10万袋，由于

缺乏技术，几乎全部坏死，家人、朋友都

劝他收手。

“要么不干，要干必须干好！”追求

完美的石灵水不信“邪”。

种植必须讲科学。为学到技术，他

除积极参加当地职业农民培训班外，还

到黑龙江、河北、四川和卢氏、栾川、鲁

山等地取经，请省真菌研究所专家指

导，住在基地，起早贪黑，精心呵护。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16年冬，

他终于掌握了黑木耳培育技术，8万棒

长菌率99%，赚了10多万元，当年注册

了德亭野胡沟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

使命在肩
志在叫响嵩县食用菌名片

嵩县地处“北纬33度线绿色宝库”

附近，是伏牛山国家食用菌产业集聚

区，食用菌作为嵩县六大农业特色产业

之一，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杏鲍菇、

羊肚菌、黑木耳、赤松茸、金针菇、猴头

菇等品质高，香菇产量位列洛阳前茅，

常年保持在1.5亿棒左右。

随着石灵水的成功经验被广泛推

广和“土专家”的名号越来越响，他成了

三门峡、焦作等地菌类种植企业的座上

客，还成功开拓了上海、北京、江苏等地

赤松茸销售市场。

2018年，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他

探索了“秸秆→赤松茸→黏玉米→羊肚

菌”轮作种植模式。目前，已推广1200

余亩。

7年来，石灵水还种植了灵芝、赤松

茸、羊肚菌等，带动 6个乡镇发展食用

菌，助力100多户贫困户脱贫。

去年，石灵水又接手了当地一 30

亩“破产”大棚，让村集体年增收5万元，

安置就业30多人。

石灵水先后被授予“中国乡村菌业

专家”“全国食用菌产业脱贫攻坚新闻

人物”“河南省优秀食用菌人才”等荣誉

称号，入选中国菌业专家人才库，当选

洛阳市食用菌产业协会副会长、嵩县办

事处主任。

作为“领头雁”，石灵水积极参与协

会工作，每年义务组织3~4次栽培技术

培训，4次协助举办“河南省夏香菇嵩县

观摩会”。他还联合多家种植企业，为

“嵩县香菇”和“嵩县羊肚菌”争取到了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金字招牌。

石灵水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

很多：创业初期遭遇失败，群众“过年

不要工资”，不离不弃，给了他坚持下

去的决心；今年 5月中旬，赤松茸集中

上市时，恰遇疫情防控形势吃紧，销售

困难，洛阳市农业农村局、嵩县乡贤返

乡创业领导小组等积极对接商超，雪

中送炭；县主要领导多次到基地调研，

现场办公，当“销售员”“联络员”，让他

十分感动。

石灵水介绍说，目前南阳西峡有香

菇市场、驻马店泌阳和湖北随州有花菇

市场、四川金堂有羊肚菌市场，均为民

间自发形成。河南目前还没有专业的

羊肚菌市场，但嵩县的羊肚菌品相好，

认可度高！

石灵水说，希望嵩县的羊肚菌市

场能早日开建。“金堂市场有 600家羊

肚菌商户，每年每家交易 60 吨左右，

若能吸引三分之一的客商落户嵩县，

年交易额将达 12 亿元。人流、物流、

信息流，用工、种植、加工、包装……那

是嵩县未来的蓝海！”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

员张庆元 张韶辉）“现在我们出

门就是大公园，孩子们有地方玩

了，老人散步锻炼环境也好了。

环境打造得这么好，我们更要时

时保持维护好！”11月 5日，在南

阳市宛城区溧河乡郭店村溧河

湿地公园里散步的村民张伟高

兴地告诉记者。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溧河乡坚持

以治理“六乱”、开展“六清”为抓

手，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多措并

举，推动村容村貌大改善，群众

幸福指数大提升。

溧河乡成立由各村“两委”成

员担任队长的 12支人居环境整

治保洁队，围绕村主干道路沿线、

垃圾箱周围、房前屋后、田间地头

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陈年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白色垃圾、畜禽粪

污，联合城管、环保等部门对残垣

断壁、废旧房屋、圈舍、私搭乱建

进行拆除，组织群众清理各种柴

草堆、石土堆、混合垃圾堆，确保

集中整治行动不留死角；健全村

民自治机制，指导村民在农村“四

旁”（村旁、渠旁、路旁、屋旁）建设

“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等，

引导村民将村庄清洁整治、建设

美丽庭院转化为自觉行动。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郜敏 青俊 王亚帆）11月7日，记者

走进太康县清集镇孔庄村，只见村

内桂花盛开，芳香沁人心脾；村民屋

舍白墙黛瓦，阡陌纵横，主干道两

旁，村户墙面上被山水、田园等一幅

幅五彩斑斓的水彩画装点一新，可

谓是人在景中走、景中有人行。“村

里变得越来越干净，瞅着心里就高

兴。”村民岳秋莉笑着说。

可在几年前，孔庄村可没有这

么漂亮，房屋破旧，村内道路坑洼

不平，一下雨路面泥泞湿滑。

2021年，清集镇在全镇启动美

丽新农村建设，清扫垃圾、铺设村内

道路，绘制墙体漫画，栽种苗木花

卉。随着人居环境整治的深入推

进，孔庄村环境变得越来越干净。

桂岗村也是该镇美丽新农村

建设的受益者。初冬时节的桂岗

村依然碧绿，村内石榴树和柿子树

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在绿化树

的映衬下，果实显得更加鲜艳夺

目。“俺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一点

都不比城里差。”村民陈红伟站在村

内道路上眺望远处，心情非常愉悦。

近年来，清集镇按照县委、县

政府工作部署，在全镇全面推进治

理“六乱”、开展“六清”工作，各村

的村容村貌得到了显著提升。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
增峰 卢倩）11月 6日，走进民权县

孙六镇刘炳庄村，只见路面整洁，

屋舍俨然，道路两旁的金菊随风摇

曳，一派田园风光。

“门前道路硬化了，院墙改造

了，院墙外是一个小广场，差点找

不到家了……”该村常年外出打工

的村民王金桂说，以前刘炳庄环境

脏乱差，都是土路，下雨出门一脚

泥；鸡鸭散养，污水遍地。经过这

几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家家户户通

了硬化路，修建了文化广场，打造

了绿地游园，安装了路灯，还修通

了污水管网，房前屋后整洁有序，

村民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

刘炳庄村的变化是孙六镇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孙六镇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六乱”、

开展“六清”集中整治活动要求，做

到全域整治，不留死角，助力乡村

振兴，实现乡村“四起来”。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在抓家风

养成、乡风转变等方面下功夫，全

力打造村美人和、宜居宜业宜游

的美丽乡村，奋力谱写新时代乡

村振兴新篇章。”该镇党委书记杨

德志说。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

员丰兴汉 左力 朱渊文）初冬时

节，行走在唐河县张店镇的美

丽乡村，干净整洁的水泥道路，

道路两旁植被树木排列有序，

垃圾分类标识清楚，池塘内家

禽在游水嬉戏，广场上不少村

民伴随着动感的音乐跳起欢快

的舞蹈，幸福的笑容写在了每

个人的脸上！

“我们现在的环境越来越好

了，道路已经硬化了，通到了每

家每户，路旁的树木也绿化好

了，还有太阳能灯，晚上小孩子

可以在这里玩耍，我们也可以跳

跳广场舞，感觉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了。”提起这几年的人居环

境变化，村民们都感慨不已！

近年来，张店镇紧紧围绕区

位优势，综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及地域特点，将打造人居环境与

绿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示

范引导，统筹推进，以治理“六

乱”、开展“六清”为突破口，完成

了农村从“面子美”到“里子美”的

完美嬗变。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付
忠于 杨明华）初冬时节 ，走进汝

南县常兴镇常兴社区，平坦宽阔

的水泥路通组入户，路旁绿树成

荫，蜿蜒流淌的邓河，野鸟自由栖

息，村庄游园、农户门前花团锦

簇、绿植旺盛。“社区像公园，家家

像花园，环境美得很！”正在游园

漫步的赵凤英老大娘乐呵呵地

说。

近年来，常兴镇以治理“六

乱”、开展“六清”为突破口，集中

时间、人力、物力、资金，大力实

施“危房清零”行动，拆除常年无

人居住危房300余处，清理残垣

断壁 1000余处，腾出耕地 3000

余亩；利用村内“空心院”、空闲地

修建游园、建设花园，种植果树、

蔬菜；利用旧砖旧瓦、老坛老罐打

造土色土香的“微田园”景观，在

沿路农户门前统一兴建花池

6000多个，制作墙体彩绘200余

处，复垦废弃坑塘 600 多个，实

行鱼鸭混养、莲鱼共养，既推动

美丽乡村建设，又为村集体经济

增加了收入。

本报讯 近段时间以来，杞县湖

岗乡以“五星”支部创建为目标，聚

焦争创“生态宜居星”，集中整治农

村人居环境，努力为群众打造干净、

整洁、卫生的美丽宜居家园。

该乡组织乡村干部及2000余

名党员、群众代表、保洁员、公益性

岗位人员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清扫、清理、清运农村生产、生活垃

圾；动用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

12台，挖沟疏渠、平整路面、整治坑

塘，依法拆除“两违”建筑，清除私搭

乱建；积极开展“户厕改造”，大力推

进湖后、宋院、后岗、翟陵、五岔口等

村卫生厕所整村改造，全乡先后高

标准改造卫生厕所2500余户；围绕

乡道村道、村旁院旁植树栽绿、打造

游园，截至目前，全乡植树2000余

亩，建设村级游园20余个，改造“空

心院”120余户。（陈世威张永志）

11月7日，上蔡县重阳街道南
大吴居委会的菊花种植基地的200
多亩菊花进入收获期，群众趁天气
晴好抓紧采摘。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曹要
强 宋永亮 摄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11月8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将

于11月 16日在郑州市郑东新区中原

龙子湖学术交流中心举办的郑州—

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论

坛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据了解，本次论坛被国家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确定为全国范围内唯一以“空中丝

绸之路”为主题的国家级论坛，是目

前我省承办层级最高的论坛。主题

为“做大做强中卢货运航线‘空中丝

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

国民用航空局、卢森堡交通和公共工

程部、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外

交部作为支持单位。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是我省探索出的一条内陆地区开放

发展的新路子，为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贡献了河南力量。五年来，

在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的

引领带动下，郑州机场货运吞吐量和

国际货邮吞吐量达到 70.5 万吨和

54.5万吨，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货运机

场40强。卢森堡芬德尔机场在全球

货运机场排名从第20位提升至第18

位。目前郑州机场和卢森堡芬德尔

机场开通的全货机国际航线实现对

全球主要经济体全覆盖，货运保障能

力位居全球前列。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

主任李冰介绍，本次大会活动采用线

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模式举办，开幕式

和主论坛分别设立郑州主会场、北京

分会场。主论坛外，同时，还将举办

航空货运工商领袖峰会、国际航空货

运枢纽论坛、航空经济发展论坛等平

行分论坛。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孙
永杰）11月 3日，记者从清丰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获悉，清丰县烧饼产业发

展大会近日在清丰企业服务中心召

开，县烧饼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办分管同

志、烧饼从业者共计 80余人参加会

议。

据了解，烧饼是清丰地方特色产

品，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清丰县对

烧饼产业构建了宏伟的发展蓝图，有

着清晰的发展思路，使烧饼从小打小

闹、散打散卖迈向产业发展之路，提

振烧饼从业者对烧饼产业发展的信

心，在清丰饮食行业发展史上具有重

要意义。

清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李

宗轩认为，清丰烧饼要明确有文化

内涵、有产业方向，努力实现质量标

准化、产品品牌化、经营规范化、产

业规模化等四个发展目标，把握挖掘

文化、规范标准、打造品牌、扩大宣

传、做强产业等五项重点工作，做到

注册商标、门店风格、质量标准、技能

培训、颁发证照、经营监管等六个统

一，坚持高标准规划引领清丰烧饼产

业发展，使清丰烧饼走出清丰，走向

全国。

清丰烧饼迈向产业发展之路

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

出门逛公园 幸福笑开颜

唐河县张店镇

人居环境美 群众幸福满

太康县清集镇

村庄亮起来 庭院美起来

汝南县常兴镇

村庄像公园 家家像花园
杞县湖岗乡

乡村绿起来 休闲有游园

民权县孙六镇

处处高颜值 步步皆美景

（上接第一版）

学校建成后，南召县又投入配套

资金，建起了多功能报告厅、党团教

室、心理辅导室、卫生保健室、学生宿

舍、营养餐厅等功能室。新郑小学还

建起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体育活动

室、计算机教室等，音乐教室里摆上

了钢琴和古筝。

“师资力量也加强了，有本乡的

优秀教师，又从全县通过考试面试选

拔优秀专业教师，目前在校师生共

713人。”王亚丽说。

今年 7月，南召县新规划的产教

融合示范园区落地小山村。

站在城郊乡中学，毛艳艳指着对

面的开阔丘陵山地说：“产教融合示

范园区位于黄鸭河东岸，青峰山森林

公园南部，整个园区占地1200亩。示

范园区建成后，南召县与南阳师范学

院联建的新材料科学与工程产业学

院，与南阳农职院联建的丹霞产业学

院等都会落户这里！”

从“入学难”“有学上”到“上好

学”，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得到了极

大提升。

小学中学不仅面向本村，还面向

全县招生，解决了随迁子女、外出务

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上学难的问

题。山村孩子能上家门口的学校，上

学全部免住宿费，学生享受国家营养

午餐补贴计划。

宋楼村村民刘雷的儿子今年就

读城郊乡中学七年级，学校午餐和住

宿全免费：“学校操场大，学习环境

好，孩子在这里上学特别开心，比起

上私立中学，一年还能省下 1.5 万余

元。”

教育为山村增智赋能。近年来，

竹园沟村考上大学的有58人，其中一

本 11人。“2020年，村里建起电商产

业实践基地，与南召职业中专合作开

展专题培训，已为县里输出1223名拿

到电商直播技能证书的人才。”方治

强说。

在郑州上大学的魏新志返乡创

业，搞起电商直播，吸引 4名同学一

起当“新农人”，专销竹园红桃、东庄

香菇、北沟艾草制品等南召农特产

品。

10年来，竹园沟村争取各类项目

资金累计超 5亿元，新建及改扩建校

园校舍10余万平方米。竹园沟村最

好的房子是学校，最美丽的地方是校

园。

竹园沟村教育的10年发展，是河

南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10年

来，河南乡村教育持续发展，为更多

山区孩子插上逐梦的翅膀。

小山村新变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11月 8日

晚，由中国文联、中共河南省委宣传

部、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中

国杂技艺术节在濮阳市开幕。

本届中国杂技艺术节以“艺绽

新时代，技炫新未来”为主题。由于

疫情原因，杂技节各项活动全部转

为线上和电视直播，延续到本月 13

日落幕。杂技节期间，来自北京，广

东、河南等 25个省市的 33支国内顶

尖杂技艺术团体将用近年来创作的

数十部优秀杂技剧目和魔术节目，

奋力冲刺中国杂技艺术最高奖“金

菊奖”。

第五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在濮阳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