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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头镇位于新安县东北部、东邻洛阳市孟

津区，东南与洛阳市区接壤，因有五座山得名。

历史文化浓厚，民间传说“先有柏，后有观，

然后才有新安县”。“观”叫养马观，又名宝真观，

位于梁村村，相传唐高祖李渊命秦王李世民东

征王世充时，宝真观里曾养过李世民和尉迟恭

的战马。

樱桃种植历史悠久，《古今图书集成》记载，

从汉代起，直到明清，五头樱桃一直为朝中贡

品。隋唐时，五头樱桃随着洛阳的繁华而闻名

遐迩。武则天赞曰：“人间鲜花属牡丹，美味佳

果堪樱桃。”马头村的“皇封树”有1400年的树

龄。武周圣历三年初夏，武则天来洛阳吃了这

棵树结的樱桃后，称赞“独树一枝”，赐封樱桃为

“圣果”，后来那棵树被尊称为“皇封树”。

如今，五头镇一带已形成17公里长的千年

洛阳樱桃谷，区域内传统小樱桃 5000余亩，古

树1万余棵，其中千年樱桃树30余棵、百年以上

古树 3200 余棵，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樱桃群

落。

2017年6月，新安传统樱桃种植系统（五头

镇）被确定为“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8月，“新安樱桃”被认定为“中国地理标志农产

品”。

“追随历史寻樱桃，品千年不变味道。”历史

沉淀让樱桃成为传世珍品，也为樱桃赋予了文化

基因。如今，千年樱桃林、“皇封树”已成为网红

打卡地，昔日无人问津的古树小樱桃，空运到上

海、北京等地，即使高达100元/斤，仍一果难求。

樱桃，有“春来第一果”的美誉，是新安县五头镇的当家产业。这个地处黄

河之畔、邙山腹地的农业镇，仅樱桃种植就有4.3万余亩，占全镇耕地面积的

61.4%，年产值超11亿元，是全国露天樱桃最早成熟区，被誉为樱桃之乡。

近年来，五头镇依托樱桃种植特色优势，确定了“依托樱桃沟、发展大旅游、形

成大产业”的农旅融合发展思路，培育了洛阳樱桃谷洛阳市级沟域生态经济示范

带，打造了豫西知名、全国有位的城市近郊乡村休闲旅游最佳目的地，乡村振兴行

稳致远。

樱桃成熟季，我们来到五头镇，探寻樱桃产业飘红的“密码”。

4月18日，郭培录和同样是樱桃大镇的磁

涧镇党委书记张小伟，参加完该县农业产业联

盟会议，又匆匆乘高铁赶往上海。此去是为月

底举行的新安县樱桃文化节招商的。

2021年，新安县投资3000万元对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对古樱桃树进行修

剪、施肥、复壮，建设停车场、公厕、景观小品

等，推动千年樱桃沟提档升级；规划建设樱桃

产业园项目，谋划实施了易发、漫樱、卓成等樱

桃重点建设项目40余个，樱桃酒、樱桃粉等深

加工项目也在积极推进中。

新安樱桃基地先后被确定为河南省万亩

无公害樱桃基地、河南省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新安樱桃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五头

镇、马头村分别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

村（樱桃）。

郭培录说，为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五头

镇不断致力于打造自行车赛道、半程马拉松

赛、赏花度假、采摘体验、亲子活动等特色旅

游项目，举办摄影比赛、特色小吃展等活动，

兴起了采摘游，建成 50余个樱桃采摘园、20

余家农家乐等，年接待游客 12万人次以上，

实现了樱桃育苗种植、仓储保鲜、分拣包装、

电商物流、加工销售、乡村旅游等全产业链发

展。

目前，五头镇“千年樱桃谷，人间仙居地”

乡村旅游品牌享誉四方，樱桃经济由“一月红”

变为“四季火”，小小樱桃成为助农增收的“致

富果”“幸福果”。

4月18日，五头镇小庄村，新安县漫樱种植专

业合作社樱桃基地，一人高的樱桃树郁郁葱葱，花

生米粒大小的樱桃黄中泛红，果满枝头。

理事长张进满面春风：“这几天高温，基地刚

浇了两遍浅水，丰收是肯定的了。”

新安县委常委、五头镇党委书记郭培录说，张

进的“黑科技”给当地的樱桃种植带来了新气象。

张进的“黑科技”就是智慧管理，他研发的樱桃专用

水融肥和“樱桃管理技术推广应用平台”为樱桃生产

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结出的樱桃品质上乘，成为市场

宠儿，被深圳百果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包圆儿”。

郭培录说，该镇樱桃目前大部分“靠天吃饭”。

露天种植，每年开花、坐果和成熟期，会遇到倒春

寒、高温、大风极端天气影响，设施樱桃势在必行。

为此，五头镇积极动员种植大户向设施樱桃

方向努力。新安县樱桃协会副会长张韶东的150

亩樱桃园，去年实施了 60亩大棚改造，智能化控

制，亩均收益预计5万~10万元。

不止如此，五头镇还与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合作建立樱桃试验站，五头镇易发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实施组培工程，优化樱桃苗木，实现年

产优质樱桃苗100余万棵。

4月 18日，五头镇樱桃产业园各项建设如火

如荼。去年5月下旬上马的樱桃自动化分选线，开

了我省先河。综合运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激光检

测、图像处理等技术，在“1度”水环境下，对樱桃大

小、颜色、瑕疵、糖酸度、成熟度等进行精准识别分

选，预冷、药浴、包装，方便客商选购、运输，提高樱

桃品质的同时，也让樱桃“飞”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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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皮筋卖出“国际范”沁阳市紫陵镇坞头村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李亚锋 杨国宇

樱桃之乡
产业飘红之“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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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河南超十亿元镇超亿元村发展之路探秘河南超十亿元镇超亿元村发展之路

□黄红立 许金安 高月 狄彤 文/图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杜雪瑞）4月

15日，记者走进位于禹州市西北部的花石镇崛

山村迷迭香基地，仿佛进入一片绿色的海洋，一

股清香扑鼻而来，一株株长势喜人的迷迭香，放

眼望去犹如迷你版的“梭梭树”。

“这迷迭香可是我们村级集体经济的香饽

饽。”崛山村党支部书记李占超告诉记者，该村有

400余亩山地，前些年，村“两委”经过多次外出

考察，因地制宜引进了耐旱的经济作物迷迭香，

以此帮助村民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同时，崛山村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运作模式，发动群众积极种植迷迭香，得到了村

民的积极支持。目前，该村共种植迷迭香60余

亩，带动2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参与务工的农

民人均增收3000余元。

在种植基地，20多位村民正在热火朝天地收

割迷迭香。“这可是我们的‘摇钱树’，割完后还会再

长出来。”一位村民一边擦脸上的汗水一边笑着说。

“为带动更多群众致富，我们在产业发展方

面，除种植迷迭香外，又流转了300亩土地进行

烟叶种植，力争村集体经济收入更上一层楼。”李

占超说。

本报讯“还是老规矩，阳荷笋一块钱一斤

回收。大家再加把劲，争取今天把阳荷笋全部收

完。”4月22日，在新县周河乡阳荷笋种植基地，

随着经理张因文一阵吆喝，前来干活的村民闻声

而动，直奔地里收获阳荷笋。

2020年 5月，新县返乡创业青年匡建新先

后在周河乡7个村民组流转撂荒田地1500亩，

建立了阳荷姜产业基地，每年带动周边群众

8000人次就业。

“经考察学习，我们在原有的阳荷姜基地的

基础上，试着培育了120亩阳荷笋，没想到短短

两个月，就获得了丰收，平均亩产达 800 斤左

右。”匡建新说。

今年2月，匡建新就已经着手开始选址，组

织工人搭棚、覆膜。

“阳荷笋的培育种植在豫南地区还是个新产

业，前期遇到不懂的问题就电话咨询专家。那段

时间，晚上睡觉做梦都是怎么培育阳荷笋。”说起

年初的经历，匡建新坦言自己像着了迷。

匡建新介绍，阳荷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抗病

虫害能力强，无须任何农药化肥，被不少种植户

称为“懒汉菜”。今年收获的阳荷笋一斤能卖到

20元左右，目前已全部被武汉的商家订购。

“我在基地帮忙采阳荷笋，一天能挣200多

元。”74岁的周河乡西河村村民尉国安说。早在

2020年，尉国安家的3亩闲置田地，就已流转给

匡建新的基地。

像尉国安一样，把闲置土地流转出去，既能

收取流转租金，闲时还能在基地打工挣钱的村民

不在少数。

春季收阳荷笋，夏秋季收阳荷姜。匡建新的基

地实现了一年两收，不仅提高了产业附加值，更为推

动西河农旅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阳荷笋试种成功，市场前景还这么好，让我

信心倍增，明年我们将扩大到500亩的规模，带动

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匡建新说。（李振阳 蒋仑）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秦怡欣）“新老

顾客们，花菜大丰收了，欢迎选购，量大价优。”4

月 20日，淮滨县谷堆乡鑫源蔬菜种植基地负责

人陈勇开启直播，售卖有机花菜。

“今年花菜大丰收，前面两个棚的已经运走

了。”陈勇高兴地说。随着人们对食品来源的高品

质需求，有机类蔬菜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申

营村远离城区，生态环境良好，并且该基地种植蔬

菜已有十几年，有50多个蔬菜品种，不仅供应本

县，还卖到广州、深圳等地。

“花菜单位面积产值高、效益好，是帮助农民

致富的高效经济作物。”陈勇说。

“看到这一棵棵饱满的花菜，我心里高兴

啊！”花菜种植户王金平说。田间一棵棵孕育着

花蕾的有机花菜，犹如一层厚厚的绿色地毯覆盖

在雨后的土地上，长势喜人。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陈桢）4月 18

日，记者在汤阴县韩庄镇乐童制衣生产车间看

到，工人们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订单，车间里一

派繁忙景象。

目前，全镇入驻乡村企业83家，形成了以钢

铁加工为主导，机电设备制造、塑料建材、医药物

流、服装制造等齐头并进的产业体系。

为吸引企业落地，韩庄镇一头联系企业，抓

项目引进；一头入村选点，抓项目安置。同时，通

过整合各村荒地、空闲院落、闲置校舍和帮扶车

间，招引小微企业进驻乡村，逐渐形成镇域龙头

企业“顶天立地”、村级小微企业“遍地开花”的局

面，为乡村振兴打好产业基础。

乐童制衣有限公司是韩庄镇众多小微企业

中的一个代表，车间内近百名员工都是周边的留

守妇女。她们熟练地操作着机器，忙碌地赶制着

一批批订单。“底薪+计件”的工作机制，让她们

走上了富裕路。

“目前，我们公司吸纳周边近百名妇女就业，

她们在家种地既能照顾老人孩子，又能就近就业

挣钱，实现了‘务农、顾家、挣钱’三不误，有效改

善了家庭生活品质。”乐童制衣有限公司经理张

志华说。

致富有项目，增收有门路，群众生活富足，家

门口就业带给了韩庄镇群众稳稳的幸福。

禹州市崛山村迷迭香富一方

新县 120亩阳荷笋获丰收

淮滨县“云端卖花菜”打开新销路

汤阴县韩庄镇 家门口就业幸福感更强

新安县五头镇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产值超亿元村名片

地区：焦作市沁阳市紫陵镇
坞头村

产业：头饰品
关键词：联合打造成规模

可不要小瞧只有几分钱利润

的小皮筋，它可是有拉动 12亿

元产值的韧劲。不久前，农业

农村部公布的第十二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和 2022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十

亿元镇和超亿元村两个国家级

名单上，焦作市沁阳市紫陵镇坞

头村均榜上有名，靠的就是皮筋头

饰产业。

4月 18日，记者走进坞头村北头的

祺雅头饰厂区看到，一排排生产车间鳞次栉

比、机声隆隆，不时有工人在多台机器间巡回查

看，更多的工人则在进行打珠、包装等，一包包打

好包的皮筋头饰堆在车间门口等待运往全国各

地批发市场，一辆辆物流收货车往来穿梭搬

运货物……忙碌、有序，处处彰显着“皮筋帝

国”的风采。

厂区紧挨着的村子绿树成荫，街道

干净整洁，村民户户住洋房、家家有汽

车。然而，20世纪 70年代末，这里

的村民还苦于生计。一户村民受

到货郎的启发开始“搓”皮筋、

“搓”红头绳，并自己染色，然

后走街串巷售卖。村民们

纷纷效仿。一时间，紫陵

镇皮筋加工作坊星罗

棋布，村村老少齐

上阵，家家响起

搓 绳 声 。 有

村 民 走 出

家门跑

市

场，在浙江义乌小商品城租下店铺，销量很大，逐渐形

成以坞头村为生产基地、义乌为“桥头堡”的市场销售

网络。

经过40余年的发展，以坞头村为中心，紫陵镇从

事皮筋头饰加工生产的有200余家，常年在义乌等全

国各大批发市场做头饰销售生意的有190余家，辐射

带动周边市、县、乡（镇）10万名闲散劳动力就业。

“面对市场发展规律和激烈竞争，扩大产业规模、

促进头饰产业上档升级势在必行。”坞头村党支部书记

武双庆说。

2016年，投资 6000万元的头饰产业园一期工程

建设完成，配备了标准化生产加工车间、仓储物流中

心、展厅、办公楼、电子商务楼、扶贫车间等，可容纳48

户商户。建成当年就实现了商户全部入驻。2017年，

村集体又注册成立了沁阳市祺雅头饰品有限公司，着

力打造“祺雅”头饰品牌，产业园区作为祺雅厂区，商户

生产的皮筋头饰，均可冠以“祺雅”品牌对外销售。

这种“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攥指成拳，壮大了

产业规模，变以往的单打独斗为公司化运作，增强了应

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实现了分散代加工向规模化、智能

化、数字化转变。

“在这里不仅实现了生产、生活分离，消除了安全

隐患，也让机械化成为现实。现在我有6台机器，只要

3个人管就可以了，每台机器一天能生产20万根皮筋，

效率提高了很多倍。”加工户李东方说。

创新是应对市场变幻的法宝，祺雅在义乌还有20

多个贴合市场的专业设计团队，根据各国民俗风情、

消费习惯等，设计头饰产品，一般都会领先同行两个

月，靠领先一步赢得市场空间和利润。现在，坞头村

皮筋头饰产品有 6大类、500多个品种、3000多种款

式。

随着电商异军突起，网络销售、直播带货成为主

力途径，坞头村开始探索新的销售模式。打造网络销

售基地，让村里做电商的年轻人进驻园区，以皮筋销

售主打，带动百货类产品，全镇线上日平均销售达 30

万单，实现年利润 7000万元，带动就业人数 2000余

人。“线上+线下”把“小皮筋”销往全国各地，并远销到

美国、韩国、中东、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

2022年，坞头村皮筋头饰产量达2万余吨，年产值

超12亿元。生产销售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出口

量占市场份额的35%以上。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产值超十亿元镇名片

地区：洛阳市新安县五头镇
产业：樱桃
关键词：产业链延伸扩空间

五头镇樱桃喜获丰收

皮筋生产企业开始使用自动化数控机器生产小皮筋，并逐步实现智能化、数字化。李亚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