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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路上致富路上 事多事多菇菇
本报讯 3月27日，王章强、王章甫两兄弟又一次争了

起来。

“我说，趁这段时间，咱们先去买烘干机。等菌子下来

了，咱们就可以用了。”王章强说。

“那这笔500公斤干菌的四川订单咋办？不先去预收

一下，给菌农打个招呼，到时候能交得了货吗？”王章甫不

忿道。

信阳市浉河区谭家河乡地处豫鄂两省交界。在这里，

王氏两兄弟是出了名的致富能手。从木耳到香菇，从花菇

到羊肚菌，王章强、王章甫靠种植食用菌发了财，买了房，

置办了小汽车。目前，兄弟二人的羊肚菌大棚仅在谭家河

乡尚河村柏树塆组就有20余亩。他们还带动了周边邻村

和湖北省种植农户30余户，共种植羊肚菌120余亩。

为啥要种植羊肚菌？“羊肚菌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

市场价值也高。目前，国内的干菌价格基本上达四五百元

一斤。”王章强说。

收获了以后怎么卖？王章甫说：“羊肚菌在市场上供

不应求，基本上都用于养生和餐饮等行业。随着市场放

开，很多收购商都做起了出口贸易，他们特地从大城市赶

来我们村收购干菌，再远销到德国、日本等。你看这个四

川客户，3月初就在微信上预订了。”

作为食用菌种植“先行者”，王章强自20世纪90年代

起就开始接触这个行业。他远赴四川，师从羊肚菌栽培技

术创始人、发明人朱斗锡教授学艺。经过努力，王章强摸

索出了适合本地种植的规律和技术，将鲜菌亩产量从两三

百斤提升到七八百斤。

在谭家河乡尚河村党支部书记周治波眼里，王章强是

个“技术型男”。他说：“尚河村有着香菇、木耳的种植传

统，在王章强和王章甫的带动下，已经有几十户村民开始

从事羊肚菌种植。今后，依托他们的娴熟经验，我们要在

全村大面积推广，带动更多群众从事食用菌种植，获得经

济效益。”

对于土地的利用，王章甫颇有心得。他说：“羊肚菌的

生产周期正好是冬闲时节，十一、十二月整地播种，次年三

月就能进行采收，采摘结束后还能插秧播种，完全可以实

现‘一地两用’。”

浉河区是“信阳毛尖”绿茶的原产地和核心产区，还是

特色食用菌产业的延伸地。该区依托信阳农林学院、信阳市农科院科技

人才和研发成果推广无公害绿色食品。其中，浉河区的椴木和袋料栽培

技术在30多个省、市得到推广，建立省内外栽培基地30多个。该区多个

知名特色农产品种植合作社已经成为引领食用菌产业的中坚力量和技

术营销平台。

远眺山间，看着阴雨天的云雾翻腾，王章强憧憬着未来：“下一步，我

再买三组烘干机、组建冻库。我还准备去全国各地走走，拜访一下别处

的‘高手’交流分享经验，回来后更好地为当地老百姓服务！”

争了半天，王章强还是服了软。他开上越野车，到农户家预收干菌

制品。 （李振阳 徐铭 董勇）

本报讯“我们种植羊肚菌两年

了，现在技术比较成熟，一个棚能收

1300斤，每斤 60元左右。13个棚年

产值110余万元，带动300余人增收，

是个好项目，争取今冬再发展5棚！”3

月 29日，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袁沟社

区羊肚菌种植基地，菌香扑鼻，欢声笑

语，社区党支部书记吴金彩喜上眉梢。

吴金彩是2021年年初上任的，之

前她在市区经营房产项目，“人才+资

金+项目”让社区步入发展快车道。小

小羊肚菌，撑起致富伞，袁沟社区羊肚

菌规模种植是伊滨区推进乡村振兴的

一个缩影。

伊滨区辖 4个镇 87个社区，近年

来，该区对标洛阳乡村振兴“151”工作

举措，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多元

发展”的思路和“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多元投入、产业特色高效”的原则，立

足资源和特色优势，以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为主线，出台扶持政策，发展特色

农业产业，打造现代园区智慧农业，创

新“农业+”模式，推进“三产”融合，促

进农民增收，壮大社区集体经济，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

围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发

展思路，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示范

引领，聚焦“万亩花卉、万亩苗木、万亩

小米、万亩林果、万亩花生”五大特色

农业基地建设，积极调整优化农业种

植结构，发展优质林果、小米、花生、红

薯、羊肚菌等特色农业。目前，已经形

成了以寇店镇“千亩谷子、千亩花生、

千亩大豆、千亩艾草、千亩中药材、千

亩石榴”六个丰产“千亩方”种植新模

式，李村镇大豆、羊肚菌种植，诸葛镇

谷子和石榴种植，庞村镇采摘、观光旅

游种植为主的特色农业产业。目前，

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130家、家庭农场

25家、合作社96家。

“下一步，将持续以‘五星’支部创建

为抓手，深入挖掘和盘活乡村资源，推动

乡村与市场紧密联系，鼓励支持更多乡

贤、优质乡村运营商投身农业生产，积极

打造‘一村一品’，新上一批农业产业深

加工项目，提高产品附加值，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力。”伊滨区党工委副书记刘

峥鹏表示。 （许金安 王岩 高晨奇）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陈远
志）3月 25日，泌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的大球盖菇产学研种植基地里，湿润

的泥土中，一朵朵小圆球状的大球盖菇

长势喜人，10多名工人正在忙碌采摘，

整个基地呈现一片繁忙丰收景象。

该种植基地的负责人是管方正，

泌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是他的高中

母校。大学本科毕业后，管方正在洛

阳认真学习了大球盖菇的种植知识。

去年8月，他开始返乡种植大球盖菇。

当年，在学校老师和领导的支持下，他

利用母校闲置的土地栽培了13亩大球

盖菇，采取“产、研、学”的经营模式，建

立了泌阳县首家大球盖菇示范科研基

地，开始探索在校企合作中发展大球

盖菇产业。

据了解，大球盖菇又名赤松茸、皱

球盖菇、酒红球盖菇，大球盖菇实体中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

多糖等营养成分，味道鲜美，营养价值

很高，口感极润滑爽，香浓特别，药用

价值高，市场需求量很大。

“大球盖菇整个栽培过程不施用

化肥、农药，绿色又环保。栽培技术简

单粗放，可以露天栽培、林下栽培，也

可以大棚栽培，可在4℃~30℃范围内

出菇。一般在每年8月种植，播种60天

后即可出菇，一年四季都可出菇。种植

大球盖菇投入低、产量高，每亩产量达

6000~8000 斤，每亩净利润 3万元以

上。”管方正介绍，大球盖菇栽培原料来

源十分丰富，主要原料有麦秆、玉米秆

和栽培过的食用菌废料等。栽培的废

料还是优质有机肥，可有效改良土壤，

有利于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

□本报记者 吴向辉 通讯员 彭诗淇

往年被种植户间苗丢弃的红花

苗，现在被食品企业相中，加工成了

饺子馅，成了“贵族”菜，这也让卫辉

红花种植户发了笔“意外之财”。

获得“意外之财”的卫辉市鑫福

林卫红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

保林说：“红花苗做饺子，这事在当地

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3月 30日傍晚，一辆装满红花苗

的小型货车从卫辉市鑫福林卫红花种

植专业合作社出发，将连夜运往鹤壁

市的一家食品企业。“这车苗过磅是

2500多斤，卖了3200元。”李保林说。

前几天，鹤壁市的一家食品企业

跟李保林联系，要购买红花苗开发速

冻饺子，一斤红花苗收购价是 1.3

元。于是，李保林便组织村民开始到

红花种植基地间苗，以保障食品企业

供应。

其实，红花苗是一道好菜，过去

农户把从地里间出来的卫红花苗拉

到家里，炒着吃、蒸着吃、焯着吃，但

是太多了，也吃不完，大部分都丢弃

了。“没想到现在也能卖钱了，而且价

格还不赖。一亩红花大概能间苗

1000 斤，把红花苗卖给食品加工企

业，一亩地就又增收1300元。”李保林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红花是一味中药材，入药的主要

花，具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的功

效。卫辉市的红花被誉为“卫红花”，

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深受全国医

药界的好评。目前，红花在卫辉当地

被广泛种植，面积超万亩，数千户农

户因此受益，成为当地农民群众的致

富“红花”。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牛
韬）3月 30日，内黄县豆公镇万亩桃

园，朵朵桃花绽放枝头，或深红，或浅

白，与蓝天、河流交相辉映，漫步十里

桃林，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

近年来，豆公镇做足“桃文章”，

做活“桃花经济”，围绕农旅融合发展

特色产业，实现“一村一品”产业乡村

振兴，助力村民增产增收。

豆公镇万亩桃园以崔大晁村为

中心，辐射周边关大晁、田大晁、李大

晁、渡村等四个村，经过20余年的发

展，目前桃园面积达1.7万余亩，各类

大桃 20余种共 80余万株，年产大桃

1.2亿余斤，亩均收入达7000余元。

豆公镇以花为媒、做强美丽经济，

积极引进卫恒生态旅游开发公司，通

过土地承包租赁、群众入股等方式，引

导农民发展集赏花旅游、休闲娱乐、增

收致富于一体的“桃花经济”。

3月25日至3月 26日，仅两天时

间豆公镇万亩桃花园就接待游客5万

余人，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8万余元，

带动43户群众户均增收3000余元。

本报讯“这批艾棒装箱后就

可以发给买家了。你看成色多好，

艾绒细密，香味清雅，燃烧时间长，

市场销路一直很不错。”3月29日，

在淮滨县好知艾艾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一股浓郁的艾草香气扑

鼻而来，机器轰鸣，工作人员分工

作业，一派繁忙的景象。

“艾草种植成本低、亩收入高、

方便管理、经济效益也比较好，而

且一次种植持续收益多年，一亩地

艾草带来的经济效益是种植玉米、

小麦的3倍。作为附加值高、辐射

带动效益强的新兴绿色产业，艾草

产业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一般

农户种植，自己打理的话，除第一

年的种苗费用500元外，每年的追

肥、机器收割也就 300多元，一亩

地正常年景可以净赚3000元。”好

知艾艾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

笔者。

当初试种200亩，现在增长到

5000 亩，艾草在防胡镇的乡村振

兴大战中一骑绝尘，“香”溢四野，

成为带动一方发展的“致富草”。

据了解，为助推艾草产业发

展，防胡镇采用“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合作模式，同时，为推动党员

群众“上产业链、进合作社、入产业

基地”，防胡镇以“党建联盟+产业

联盟”为顶层设计，走红色党建与

绿色产业融合之路，用党建引领艾

草全产业链发展，实现农场、工厂、

市场有机衔接，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

为响应淮滨县委、县政府的号

召，实现“党建联盟+产业联盟”将

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市场主体的

经济优势有机融合引领乡村振

兴，防胡镇党委牵头，以资源共享、

技术共享、共同应对困难等为目

的，引导本地艾草企业与其他乡镇

艾草种植个体或经济组织结成了

产业联盟，以“组织共建、队伍共

管、资源共享”，建好产业党组织为

目的，引导全县所有艾草产业党组

织结成了党建联盟，把原本无人问

津的野草，变成让群众增收致富的

“幸福草”，变成实实在在的“富民

草”。

截至目前，在“产业+党建”双

联盟的引领下，艾草产业已覆盖全

县5个乡镇，形成了集种植、收购、

加工、销售、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小艾草”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

“致富宝”。 （李振阳 朱丝语）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宋爱平）3月 29日，记者走进叶县

常村镇瀚博艾草有限公司加工车

间，阵阵艾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正

熟练地操作着机器，将艾草进行深

加工，制成艾绒、艾柱、艾条等产

品。旁边的展厅内，足浴包、艾枕、

艾灸条、艾绒被等产品琳琅满目。

“这几年艾产品不愁销路，行

情很好，常常供不应求。”该公司总

经理马金鹏说。

常村镇地处叶县、鲁山、方城

三县交界，是典型的浅山丘陵区，

全镇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有荒山

荒坡11万余亩。传统农作物产量

不高，却很适合艾草生长。2018

年，该镇把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作为

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鼓励发展艾

草种植，不仅拿出专项资金进行补

助，还向种植村派驻科技特派员跟

踪指导，大大激发了村民种植艾草

的积极性。

为把艾产业做大做强，常村镇

党委、镇政府还通过招商引资、以

乡愁留住返乡创业人员等方法，先

后引进河南千村堂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叶县瀚博艾草有限公司

等艾草加工企业，积极转化本地艾

草，生产足浴包、艾柱条、艾脐贴、

艾绒被、艾绒枕等康养产品。

利用“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

模式，线上线下延伸艾制品销售流

通链条，促进艾草产业内部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加工流通企业与电商

企业全面融合，真正实现了变“政

府输血”为“产业造血”。

随着艾产品走俏市场，当地村

民纷纷开始规模种植，最后延长产

业链制作艾产品，不仅有效增加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为 2000余名

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让他们在家

门口就有活干。小小艾草成为该

镇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枝玉叶”。

目前，常村镇艾草种植面积已

达 2 万亩，艾草加工企业 5 家，年

产值 1.5 亿元以上。艾制品销往

湖北、湖南等多个省市，并出口韩

国、日本等国家，艾草产业已成为

叶县特色农业发展的一张亮丽名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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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王章强、王章甫兄弟

内黄县豆公镇

“桃花经济”富了百姓

洛阳市伊滨区

羊肚菌迎丰收年产值超百万

泌阳县

种植大球盖菇绿色环保又增收

3月31日，光山县南
向店乡何畈村鑫磊合作社
社员正在田间给秧苗施
肥。目前，光山县已进入
繁忙的春耕备播时节，为
确保今年水稻能按时插
秧，全县水稻种植合作社、
家庭农场、种田大户纷纷
抢抓农时开始田间繁忙的
育秧工作，田间地头到处
一片繁忙景象。

谢万柏 摄

春日田间
育秧忙

小康路上艾艾飘香

淮滨县

“小艾草”成为“致富宝”

叶县常村镇

“艾”播山乡“植”富一方

红花苗做成饺子馅
种植户发了创意财

3月27日上午，邓州市中心医院组织

召开清廉医院创建工作推进会。

会议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有利

于从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系统的

思维推进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走深走实，为全院健康可持续发展提

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二要保持清醒头

脑，努力提高防控廉政风险能力。各科

室一定要以此次清廉医院创建行动为契

机，认真梳理在为民服务、药品耗材采

购、器械购买、基础建设、物资采购等各

个方面存在的廉政风险，实施精准防控，

逐条逐项落实有效的防控措施。三要突

出问题导向，扎实推进清廉医院创建成

效。各科室负责人要把清廉医院建设与

自身工作、科室工作相结合，带头履行好

“一岗双责”职责。

该院党委书记王守振最后强调，全院

要紧紧围绕邓州市清廉建设重要决策部

署、市卫健委清廉医院创建行动安排要

求，在创建过程中不断创新理念、创新路

径、创新形式，推动清廉医院建设迈上一

个新台阶。

该院院长李照义最后在总结中要

求，当前医院面临着三甲医院创建的关

键时期。要以清廉医院创建为抓手，抓

实抓细清廉医院创建各项工作，推动医

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孙三强）

3月 24日，太康县住建局召开

“合规化”教育活动动员会。该局

党组书记、局长宋华及单位相关负

责人参加会议。

宋华在会议上强调：全局要统

筹谋划，解决“不会为”的问题，抓亮

点工作建设；鼓劲加压，解决“不想

为”的问题，营造争先创优的氛围，

把精气神提起来，树立起班子成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提升素质，解决

“不善为”的问题，既要提升理论水

平，正确认识、科学把握新常态，又

要提升业务素质，切实掌握做好本

职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

种知识；遵纪守法，解决“乱作为”的

问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着力查处

弄虚作假、优亲厚友、吃拿卡要、效

率低下等社会关注、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坚决克服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和政策落实不畅、部门行业

利益为上等问题，以确保政策法律

法规落到实处。 （陈兴）

为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卫生

水平和文明清洁程度，进一步加大

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力度，营造

出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环境，3

月31日上午，滑县房产服务中心组

织党员干部到上官镇陶家村开展环

境卫生清扫活动。

该中心党员干部一到陶家村，

就开始对陶家村委门前广场、胡同、

戏曲广场附近的路面进行大扫除行

动，大家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

经过 3个小时的艰苦劳动，终于完

成了陶家村的卫生清理工作，整个

街道卫生焕然一新。此次活动受到

了陶家村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今后，滑县房产服务中心继续

开展“全民清扫、规范秩序、清洁家

园、提升环境”活动，努力营造干净

卫生、整洁有序、优美文明的乡村生

活环境。 （赵杰）

“这是便民服务卡，有任何用水问题

都可以拨打卡片上的电话，我们将竭诚

为您服务。”3月 15日，民权县水务公司

工作人员排查完用水问题后将便民服务

卡递到用户手中。便民卡畅通联系渠

道，及时解决了用户用水问题，保证了件

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做到诉求有人

回、问题有人解。

近年来，该公司不断探索为民服务

新举措。一是增强供水维修力量，提升

维修人员业务能力，提高维修效率；二是

精简报装程序，压缩报装时间，办理时限

不超1.5个工作日；三是开展进企业大走

访活动，现场解决用水问题，打通供水服

务“最后一厘米”，全力以赴做好用户用

水的保障工作。 （张题）

民权县水务公司：小小便民服务卡，服务群众作用大

滑县房产服务中心：
开展“全民清扫清洁家园提升人居环境建美丽乡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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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市中心医院召开清廉医院创建行动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