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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
鸿雨）12月 12日，在郏县黄道镇门

沟村胡国西养牛场内，村级防疫员

肖玉昌缓缓推动电子耳标专用注射

器，不到15秒便将一颗米粒大小的

电子芯片植入一头母牛后脖颈处。

当天，胡国西家的23头母牛开启了

全程电子化管理。

今年 6月，省农业农村厅印发

了肉牛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

案，要求做好基础母牛现场核查及

投保工作，为投保基础母牛植入动

物电子芯片，实行电子化管理。电

子芯片投入使用后，可实现养殖数

据信息自动采集，通过芯片进行电

子追踪、生物识别、管理档案自动生

成，信息更加完善，采集数据真实有

效，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让

承保和理赔数据更加精确、规范，全

面助力肉牛生产向智能化、信息化、

数据化方向发展。

为组织实施好该项工作，进一

步推动郏县红牛及其他品种牛产业

发展，郏县红牛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迅速行动，对全县投保基础母牛进

行摸底排查，配合中原农险和人寿

财险公司做好电子芯片植入工作。

据悉，植入电子芯片的母牛若发生

意外死亡，养殖场（户）可获得8000

元/头的赔付；若正常生长，每头能

获得一次性不超过 1000 元的补

贴。通过肉牛基础母牛扩群倍增项

目的实施，相当于为全县红牛养殖

场（户）上了双重保险，有效保证了

养殖场（户）的利益。

截至12月12日，郏县已排查基础

母牛6371头，植入芯片4862头，预计

本月底完成芯片植入。“下一步，我们将

积极与保险公司对接，争取将育肥牛、

犊牛也纳入保险范围，最大程度保证

养殖利润，让养殖户放心养牛。”郏县

红牛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周森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乔新强 刘丁源）12 月 12 日，

记者走进鲁山县梁洼镇鹁鸽吴

村的一个养殖大棚，只见里面数

千只鸽子或啄着食物，或“咕咕

咕”地叫个不停，一派生机。

“我们村养殖场的鹁鸽（当

地 人 对 鸽 子 的 俗 称）目 前 有

3000多只，还要继续扩大规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援建

的另外两个养殖大棚正在施工，

届时村里鹁鸽可达 4万多只。”

鹁鸽吴村党支部书记刘军旗介

绍说。

鹁鸽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

村内有鲁山县古八大景之一的

鹁鸽崖，还有革命烈士吴镜堂的

故居。2016 年，鹁鸽吴村被列

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并入选2022年河南省乡村旅游

特色村。

“我们村现存有 100 多座

明、清、民国时期的老院落，大部

分是石院墙、石墙柴瓦房，还有

几段石头垒砌的古寨墙，上百年

的古树也不少。”刘军旗说，“对

于老村落，前两年国家已经投入

了 180 万元，完成了一段石寨

墙、一些石头路、几处石头房的

修复工作。”

为发展鹁鸽吴村的乡村旅

游业，两年前，鹁鸽吴村引进一

家 有 实 力 的 公 司 ，先 期 投 资

8000 万元进行整体开发，一期

整修河道 2500 米，并配套建设

了凉亭、环河路、环山路，并在路

两侧进行了绿化、美化，成效初

显。今年春节期间，平均每天有

1万多名游客来该村“打卡”，鹁

鸽吴村已成为小有名气的乡村

旅游“网红村”。

“我们村之所以叫鹁鸽吴，就

是鹁鸽多。听老辈人说，民国时

期村里鹁鸽还是满天飞。可惜的

是，后来人类活动频繁，鹁鸽都飞

走了。要发展旅游，就得让鹁鸽

吴村名副其实。”刘军旗说。

为此，在鹁鸽崖的山顶上，

该村专门建了一个鹁鸽广场，

还垒砌了两个四面都有鹁鸽

窝、6米多高的小砖塔。“上面有

100 多个鹁鸽窝，下一步，我们

会在广场上驯养一些观赏鸽，供

游客投食互动，也会鼓励村民

在自家养些鹁鸽，从而再现鹁

鸽吴村鹁鸽满天飞的景象。”刘

军旗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徐
嘉 张国俊）“藏香猪抗病能力强、耐

粗食，野外生存能力较强，俺村四面

环山，依山傍水，也正是养殖藏香猪

的好环境。”12月15日，在禹州市苌

庄镇棠梨山，负责人李高远看着一

群从远处山头冲下来的藏香猪，脸

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2019 年，外地务工的李高远，

在朋友聚会上被餐桌上那道醇香可

口的藏香猪肉所吸引。朋友介绍，

藏香猪脂肪含量低，皮薄肉鲜不油

腻，远比一般圈养生猪的营养价值

高，是川、藏地区的传统民族美食。

李高远想到自己的家乡山高林

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非常适合

藏香猪的养殖，就暗暗打定主意：返

乡创业养殖藏香猪，带领众乡亲走

出一条勤劳致富的路子。在家人的

支持下，他涉深山、进猪场、拜师父、

取真经，全面了解藏香猪的生活习

性和管理方式，通过多次考察后，投

资15万元，注册了禹州市进州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 100多亩

的藏香猪养殖基地，正式发展藏香

猪养殖产业。

2022年，李高远的藏香猪养殖

产业初见成效，养殖基地的藏香猪

也由最初的30头发展到如今的100

多头，年收入达20余万元。

“哼唧、哼唧、哼唧……”伴随着

一连串欢快的叫声，不远处的藏香

猪在争相吃食。

对于目前取得的成绩，李高远

并不满足，致富之余不忘乡亲，他为

周边的养殖户免费提供藏香猪母猪

及饲养繁育技术，以规模化发展带

动更多乡亲走上养殖致富之路。

“现在我们的销售基本上都是

供不应求，外面的电商和团购量都

比较大，下一步想继续推广代养模

式，不断发展壮大藏香猪的养殖规

模，带领更多村民增收致富。”看着

活蹦乱跳的藏香猪，李高远信心满

满地说。

12月14日，民权县褚庙乡九股柳村吴文秀的养殖场内，一只只羊儿膘肥体壮，正在圈舍内悠闲地吃着草料，养殖户吴文秀和
工人正将草料逐一倒入食槽内。据吴文秀介绍，她的养殖规模已由原来的100只绵羊和山羊扩大到现在的360只，估计今年有
30余万元的收益。 张菡 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李
林欣 邱彦文）12月15日，记者在淮滨

县赵集镇廖庄村晚秋黄梨基地看到，

茂密的梨树成排成行，挂满枝头的梨

子个个饱满圆润，在绿叶、蓝天、冬日

的映衬下，金灿灿的，煞是喜人。

该基地负责人马东群告诉记者，

晚秋黄梨核小汁多，具有个头大、产

量高、营养高、肉质脆嫩、清甜可口、

易储存等优势，素有“梨中之王”的美

称。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以

及钙、磷、铁等多种矿物质、多种维生

素等，具有养阴清热的功效，目前市

场前景广阔，而且抗旱、耐瘠薄，对生

长环境不挑剔。所以他选择了种植

晚秋黄梨，目前基地占地 6亩，梨树

1000余棵。

据了解，为提高晚秋黄梨品质，

马东群经过多年的土壤调理科学种

植，果品质量明显优化，各项指标均

已达到富硒、绿色、无公害的标准，产

量、质量和效益十分可观。

“我手上这个有3斤多重，像这样

品相好的 6块一斤，一般的一斤 5元

左右，这个梨生长周期长，个儿大、味

儿甜，欢迎大家来梨园采摘。”马东群

说。

“好吃的梨子会说话”，凭借“吃

货”的口口相传，马东群的晚秋黄梨

在周边小有名气。今年，晚秋黄梨成

熟时，周边群众纷纷来到梨园争相购

买。

本报讯 12月7日，笔者一行来到

新县吴陈河镇章墩村，静谧且微寒的

冬日里，村旁的新县田竹现代农业产

业园一片忙碌。

“俺在这园子已经干了3年多，工

资不低，上班方便，日子也是越过越

好！”种植大棚里，章墩村村民陈爱生

一边给架子上的菌棒注水，一边高兴

地向笔者介绍自己的工作情况。

2019年年底，在省农业农村厅的

支持帮助下，新县田竹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在章墩村投资建成以香菇

种植为主导、多种特色种养相结合的

综合性农业示范产业园。几年来，除

了像陈爱生这样的村民实现了家门

口就业外，产业园还示范带动了一批

群众发展香菇种植。

“一批菌棒出五茬香菇，一茬卖

4000多元，卖不完的香菇基地还以市

场价回收，旱涝保收！”同是章墩村村

民的阮强生来到产业园基地，准备再

增加1000个菌棒，对发展香菇种植，

他信心满满。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以来，通过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既盘活

了乡村土地，为周边乡亲提供了就业

岗位，增加了务工收入和土地流转收

入，又建立起完善的下游产业链，为

章墩村村民打造“乡村致富棒”，真正

带富一方人。

“生产菌棒、接种菌丝等技术问

题由我们来完成，村民在基地购回菌

棒，直接可以开始香菇种植，收获盈

利后再付本金。经过大家共同努力，

今年，章墩村被命名为全国‘一村一

品’（香菇）示范村。”谈及“乡村致富

棒”，园区负责人鄢绍翔笑着说道。

据鄢绍翔介绍，新县田竹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现代农业产

业园共盘活、流转章墩、朱洼两基地

村 370余户农户的土地 860余亩，每

年付给村民土地流转费 35万元；吸

纳 20余户村民稳定就业，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年用工人数最高达

130余人，人均月收入近 3000元，真

正实现了企业发展与农民富裕的双

赢。

章墩村田竹现代农业产业园只是

新县开展“万企兴万村”活动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新县工商联依托民营企

业开展“万企兴万村”帮扶活动，奏响

乡村振兴的前进号角。截至目前，该

县参与“万企兴万村”的结对帮扶企业

达33家，受惠村民达万人。在产业、

就业、消费、捐赠等多种途径帮扶下，

30多家民营企业齐心协力，共同推进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发展有效衔

接。 （李振阳 聂建武 陈海）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
军 高长军）“落实‘新十条’后，镇区的

核桃市场外来商户不断增加，这几天

核桃干果交易量每天都在50吨以上，

基本恢复到以往的交易水平了。”12月

15日，卢氏县五里川镇文义核桃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杜文义高兴地说。

五里川镇现有核桃、连翘等土特

产经营商户30多家，年收购、加工本

县及其他地区核桃、香菇、木耳、连翘

等土特产品1万多吨，年交易额上亿

元，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核桃干果、核

桃仁产品购销集散地，为全县双百万

亩优质核桃、连翘产业发展起到了巨

大的促进作用。国家疫情防控措施

“新十条”发布后，卢氏县优化疫情防

控要素保障，疫情防控指挥部“变身”

复工复产指挥部，取消高速路口、居

民小区疫情防控值班值守卡点，停止

扫码登记信息，全面放开商超、市场、

摊位经营，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发展经

济稳民生上来。

卢氏县抢抓冬闲有利时机，及早

安排菌、烟、果、药、菜五大支柱产业

的冬季技术培训、生产管理工作。县

农业农村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县工信科技局、各培训定点机构

制定中短期培训计划，积极发挥“科

技特派员”“土专家”“田秀才”作用，

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进行理论、

实践授课，现场指导果树修剪、香菇

标准化种植、烟田除草深耕、连翘放

盘等。加大“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培

训 力 度 ，现 已 培 训 实 用 技 术 人 才

1000余人，计划春节前再培训 1300

人。

在卢氏县林海兴华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东明镇涧北菌棒厂生产车间，

30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赶制菌棒，为

朱阳关王店、河南村、鹳河，杜关民

湾、横涧大家等34个食用菌基地源源

不断运送菌棒，向韩国口岸发送出口

成品菌棒。“现在我们每天多生产2万

棒，计划明年成品菌棒生产规模5000

万棒，其中出口1000万棒，示范带动

全县种植袋料香菇3.6亿袋。”该公司

生产经理左丛丛说。

在栾卢高速六标卢氏段施工现

场，戴着口罩的工人师傅们正在安装

护栏、修建隔离带，人歇机不停，呈

现一派繁忙的建设景象，为栾卢高

速如期通车加班加点。像这个建设

工地一样，卢氏县的河道清淤、坡耕

地改造等一批水利、民生工程正在加

紧收工，为夺取全年红加油鼓劲、奋

勇争先。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程
广霞）“是小额信贷解决了我发展种植

的资金难题，让我的未来生活越过越

有盼头。”12月13日，谈到今年5月贷

到的 5万元小额信贷，孟州市会昌街

道张厚村脱贫户郭秋成感激之情溢于

言表。

郭秋成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街道、村两级党组织和驻村工作

队的帮扶下，依靠勤劳的双手发展

种植业等脱了贫。2020 年 4 月，驻

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干部找到郭

秋成，鼓励他扩大种植规模，进一步

增收，并主动为他申请了 5 万元的

“两免一补”小额信贷。有了这笔

“启动金”，解决了资金难问题，让他

发展种植业有了更好条件，信心更

足了。

尝到小额贷款的“甜头”后，郭秋

成又先后于2021年和2022年分别向

银行申请了共计9万元的脱贫小额信

贷，用于扩大种植规模。今年，他个人

承包的 70 亩农作物纯收入近 10 万

元，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小额贷款就像及时雨，解了我的

燃眉之急，让我打了一个翻身仗。”该

村脱贫户刘居柱种植的105亩花生因

2021 年 7 月的持续强降水损失很

重。紧急关头，在当地街道办干部的

帮助下，他通过申请4万元小额贷款，

让缴纳土地承包金和购买农资有了保

障，扭转了生活困境。今年迎来了小

麦、玉米、花生等农作物大丰收，家庭

年人均纯收入由2021年的6548元增

加到2022年的46258元，日子越过越

提气。

近年来，孟州市会昌街道把落实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作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按照“贷得快、用得

好、有成效”的工作思路，不断推进该

项工作健康长效发展。

本报讯 仲冬时节，洛宁县小界乡

祝家园村菜园，一排排萝卜、白菜鲜

嫩发亮，长势喜人。本是购销两旺的

好时节，可菜农卫川亮却犯了难，集

中上市叠加疫情影响，价格“跳水”也

罢，订单还“稀缺”。

“如果不能及时拿到订单，一旦

冻烂在地里，不仅损失巨大，还将严

重挫伤菜农复工复产的信心。”12月8

日，是洛阳市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管理

措施的第二天，复工复产刚按下“加

速键”，洛宁县公益联合会便联合洛

阳市至善公益服务中心，马不停蹄赶

到祝家园，给菜农送订单、送温暖、添

信心。

看着 1万斤水灵的萝卜、白菜装

车，卫川亮满眼欣喜：“今年这白菜，

个头大、颜色正、鲜嫩脆爽，收购价比

市场批发价还高些，谢谢这些好心

人！”

“农户是复工复产毛细血管和神

经末梢，收购滞销蔬菜，就是要向菜

农传递复工复产的信心。”洛阳市至

善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小界乡党委书记巩万生说，小界

乡位于豫西丘陵山区，昼夜温差大，

蔬菜、苹果、金珠沙梨品质好，往年这

个时候早已脱销，但今年特殊情况让

群众寝食难安，“全乡仍有萝卜、白

菜、辣椒、沙梨、核桃等时令蔬果76万

斤，希望爱心企业和人士能伸出援

手。” （许金安 徐正瑛）

本报讯 12 月 16日，室外温度接

近冰点，但宜阳县白杨镇千亩有机蔬

菜大棚里却春意盎然，青绿色的菜椒

油光发亮，惹人喜欢。

2022年，白杨镇按照“农业固本、

产业富民、商贸兴镇、以中心镇建设带

动区域发展”的工作目标，大力发展蔬

菜、中草药特色种植产业，以“三变改

革”为抓手，不断探索产业发展新模

式，根据资源优势和群众意愿，成立了

以 11个村为成员的蔬菜产业发展联

盟。2021年，白杨镇与企业合作建设

了千亩有机蔬菜基地项目，配套建设

了水、电、路、机井、喷灌管网等基础设

施。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白杨镇党委书记

王珂表示，白杨镇已初步形成“公司+

农户+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未来将继

续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上下功夫，扩

大种植规模的同时，积极调整种植结

构，计划新建蔬菜阳光温室棚13座、玻

璃大棚2座，引进特色品种，补齐蔬菜

品种较为单一、冬春季蔬菜供给率低

的短板，并建成加工、仓储、冷链物流配

送系统，打造集有机蔬菜采摘、销售、农

业科普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宜阳

南部综合性农业生态园，让群众轻松

致富。 （许金安 李云开 高伟）

孟州市会昌街道 小额信贷“贷”来致富及时雨

淮滨县

晚秋黄梨喜迎丰收

洛宁县

订单送田间 菜农乐心间

卢氏县

落实“新十条”发展经济稳民生

致富
故事

会

鹁鸽吴村鹁鸽多

母牛有了“身份证”
养殖户安“芯”养牛

藏香猪“拱”开致富门

鲁山县

郏县

禹州市苌庄镇

新县

企业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宜阳县白杨镇

特色产业
鼓起群众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曹

俊丽）“我入股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每天还可以到合作社打工，一天挣

100多元，年底还可以分红万儿八千

块。”12月 14日，在一片吊南瓜地里，

漯河市源汇区空冢郭镇半坡朱村村民

朱喜民开心地说。合作社不仅成为村

里争创“产业兴旺星”的抓手，还富了

村、乐了民。

今年以来，空冢郭镇以“五星”支部

创建为统领，把“产业兴旺星”创建作为

发展“原动力”，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带

动、合作社联动、党员群众互动”的集体

经济发展“双绑”模式，构建多元化产业

发展格局，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快速发

展。目前，全镇村集体收入超10万元

以上的村达35%、超5万元以上的村达

95.7%，村集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结合区位优势和发展现状，全镇

流转土地2400余亩，实现村集体、租

户、村民三方共赢。积极争取省、市财

政资金400万元，分别建设了前朱村

舞蹈鞋厂、西朱村冷库、洼董村标准化

厂房等8个村集体经济项目；协调桂花

香食品、豫垚种植专项扶贫资金 480

万元，强力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小于

村把废弃多年的旧学校、旧坑塘收归

村集体所有，成立小于村新型股份合

作社，先后建成三期新型股份合作创

业园，引进双汇手提袋加工生产等项

目，村集体年收入超过30万元，提供就

业岗位100个，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项目优

势、区域优势和产业优势，强力推进村

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力促‘产业兴旺

星’的创建。到2023年，争取23个行

政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超过 10万

元。”源汇区委常委、空冢郭镇党委书

记高鹏说。

漯河市源汇区空冢郭镇“产业兴旺星”壮大村集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