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封杏子成熟了 果农“杏”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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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雯霈 文/图

“栽上红薯秧，一棵能收一大筐。”

5月 18日，在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乡

谣农场，孙中岭感慨地说，“老辈人留

下的农谚放在现在还没错，但是我们

不能再死守着这些农谚干农业了。别

说收一大筐红薯，就是收十大筐红薯，

农民也发不了财、致不了富。”

孙中岭是孙庄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在他看来，要想把农业干

出名堂，还是要向农产品的高品质要

效益。

“普通番茄正常情况下顶天了一

斤卖 5元，你知道我们的番茄一斤能

卖多少钱吗？”他卖了一个关子。

“有个番茄品种叫夏日阳光，沙瓤

多汁、酸甜可口。闭上眼一口咬下去，

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就这个品种，在

我们乡谣农场种了10个大棚，每斤卖

70多元。你觉得贵？它还真不是最贵

的。”孙中岭说。

“我们从日本还引进一个番茄品

种，叫静冈三号，目前在河南省是独一

份。这个品种颜值很高，色泽均匀红

润；口感方面，甜度高、香气足。这个

品种的番茄每斤要卖100多元。”他接

着说。

在乡谣农场，还种植有茄子、辣

椒、黄瓜、萝卜、叶菜等众多蔬菜，无一

例外，都是走的高品质、绿色食品的路

子。

“中牟农民种大蒜，赚三年、赔三

年、不赚不赔又三年。”多年来，村民

沿袭传统种植方式，分散经营，结构

单一，难以实现增产增收。2011

年，孙中岭开始担任孙庄村党

支部书记，探索以土地、人

力、资金、农机、人才五种入

股方式集中集约经营，以

村民为主体，以企业管理

的 方 式 进 行 经 营 ，建 成

1800 亩的“萤火虫·乡谣

农场”，发展高端绿色蔬

菜、水果种植和农业服务

业项目，探索农村合作经营

新模式。

创新不可能一帆风顺。

因实施有机种植，土地需要净化

3年以上。第一年平整土地，群众

没说啥；第二年土地还是荒着，有的

群众就急了，说“这么一大片好地，荒

着真可惜”；第三年的春天，土地还是

闲置，有的群众开始打退堂鼓，要求退

股。“群众心里有意见，我们家的大门

天天被敲得咚咚响。”孙中岭说。

孙庄村依靠干部分包重点户、党

员分包重点人，讲解有机种植的好

处，苦口婆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撑

到第三年年底，土地监测达标了，孙

庄村开始有机种植的实践。看到田

里开始长苗了，群众的心又拢在了一

起。

乡谣农场一期1800亩土地上，建

成高效日光温室 117座、钢骨架大棚

60座、家庭农场365个、现代育苗连栋

温室 5860 平方米、生态葡萄园 163

亩、软枣猕猴桃 6.6 亩、桃园 360

亩，一年四季，蔬果生长，生机勃勃。

接着又建成蔬果保鲜库 15000 吨、

3000吨各1座。

“市场永远不缺高端消费者，缺的

是高端商品。我们种出了高端农产

品，如何精准地抵达高端消费者的家

中，这又是一个难题。如果走蔬菜批

发的路子，利润会被经销商拿去很大

一部分。经过市场调研，我们决定走

‘进园采摘和订单式配送’的路子。目

前，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忠实的固定

客户，每天通过 4辆冷链物流车把新

鲜蔬果送到郑州市区的分发点，然后

再配送到小区的订购消费者家中。”孙

中岭说。

如今，孙庄村乡谣农场吸纳就业人

员600余人，带动周边5000多户农户

种植高品质农产品，亩均收益从400元

涨到8000多元。入股的村民尝到了甜

头，又吸引了村里其他农户加入。孙中

岭说：“今年，我们准备扩大规模，再建

56座日光温室，增加种植品类。同时，

增加农产品加工项目和电商服务，让

农民依靠农业种植增收，在乡村振兴

中受益。”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陈
远志）5月 14日，正值金银花采摘

时节。记者走进泌阳县盘古乡卧

牛山村枣子营润广中药材种植基

地看到，一望无际的金银花次第盛

开，长势喜人，一簇簇花朵挂满枝

头，一根根饱满的花蕾如同银针随

风摇曳。

来自周边村的 100多名群众

提着笼、拎着桶穿梭在金银花海

中，娴熟地采摘着头茬花苞，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为吸引更多群众采摘金银

花，我们以灵活的用工方式，不限

年龄、时间，计重日结，集中采摘的

人工费按每斤4元结算当天工资，

这样在家的农户不仅可以照顾家

庭，也可以取得一定收入。”该基地

负责人刘东辉说。

刘东辉是卧牛山村一名“80

后”返乡创业青年，在河北省巨鹿

县打工时接触到了金银花种植，

2018 年通过在外学习栽培技术

引进 10 万株金银花苗种回到家

乡开始种植金银花。通过这 5

年，种植面积达 100多亩，近几年

栽植的金银花也已相继产生效

益。“早上摘花，中午卖花收钱”，

这几乎是附近村民提及最多的话

语。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共识，是

因为卧牛山村不仅积极推广种植

金银花，村里还建成了金银花烘

干车间，采摘期时，摘花、收花同

步进行，因此大家采摘金银花的

积极性很高，也确实让金银花成

为该村群众增收的一个新产业。

本报讯 （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
增峰）5月22日，民权县王桥镇优质

红薯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一座座标

准化钢架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一株株嫩绿的红薯苗绿意盎然、长

势喜人，数十名村民正忙着剪苗、分

株、扎梱，一派繁忙的景象。

“俺每年都来这个产业园打

工，从育苗、剪苗、栽苗、出薯，全程

都参与，虽然在家门口打工，但也

没少拿工资。”村民张昌顺说。

“他们家的红薯苗苗粗叶壮，

好成活，我今年是第三个年头过来

采购了，一进入5月都需要排队采

购。”前来购买红薯秧苗的销售商

李忠义说。

据了解，民权县是全国优质红

薯苗、红薯产品生产基地，是全国

闻名的红薯育苗之乡。近年来，该

县立足资源优势，在王桥镇创建了

一处集科研、开发、创新育苗、保

鲜、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

化红薯产业园。园区从事红薯育

苗及生产的家庭农场、农民种植专

业合作社达15家，年销售薯苗35

亿株，有20多个品种，形成了集红

薯种苗、商品薯、加工于一体的主

导产业，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走进褚庙乡范堂村桑葚种植

园，则是另一番景象。放眼望去，

只见一棵棵桑葚树枝繁叶茂，已经

成熟的桑葚变得乌紫油亮，半掩在

绿叶间，令人垂涎欲滴。游客们一

边拍摄，一边采摘成熟的桑葚，享

受农家采摘的乐趣。

“每天来园里采摘的游客都很

多。我种了7亩多的桑葚，每亩可

产1.5万斤左右收入1万多元，我这

7亩多地一年能收入 10多万元。”

种植户李良成说，自4月开园以来，

范堂村这座原本寂静的小乡村，如

今一到周末便是车水马龙、人来人

往的热闹景象，众多游客来这里欣

赏田园风光、采摘新鲜桑葚。

据介绍，范堂村桑葚园是集种

植、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特色休闲

产业，由于桑葚成熟期短且不易储

存，果园还聘请附近村民前来帮助

采摘，带动了部分群众就业。如

今，这颗小小的桑葚果，已经打开

了群众增收致富的“致富门”。

“瞧，这是早熟大樱桃，晶莹剔

透，酸甜可口。头茬果一斤能卖

30多元，像这棵大树能结 180 斤

果子，能卖5000多元。”5月22日，

龙塘镇董庄村许庄自然村百亩樱

桃基地里，村民孙占歌欣喜地指着

缀满枝头的红樱桃说着乐着。

2009年村里要发展樱桃种植，

她第一个报了名，种植了5亩樱桃，

是许庄村樱桃种植第一大户。

多年前的许庄村是当地出了

名的贫困村。近年来，在该镇政

府的引导下，村民们转变传统种

植模式，大力发展樱桃种植。“一

亩园十亩田”，特色经济产业让村

民甩掉了贫困，钱袋子鼓了起来，

过上了小康生活。

“我们依托樱桃特色产业优

势，从樱桃观赏季到樱桃采摘季，

点线结合打造乡村旅游项目，以此

助力乡村振兴。如今，全镇樱桃种

植已达500多亩，近200户村民走

上了致富路。”龙塘镇党委书记王

东风说。

5月27日，登封市大金店镇三王庄村牛家门自然村杏园里，游客在采摘成熟
的杏子。近年来，三王庄村因地制宜引导村民种植杏树、桃树，目前杏子进入采摘
季，香甜可口、果香四溢的新鲜杏子引得游客纷纷前往采摘。本报记者 赵博 摄

5月19日，在新县吴陈河镇，70多岁的邱家厚夫妇正忙着制作手工挂面，一
排排宛若银丝般的挂面在架子上随风摆动，空气中散发出阵阵面香。据了解，邱
家厚祖传三代做挂面，他制作的手工挂面深受周边县乡村民的青睐，逢年过节时
更是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 尹小剑 通讯员 焦汉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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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县卧牛山村

金银花开出“致富花”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付留
兵 宋波）“瞧瞧，这小吊瓜皮薄、瓤脆、汁

水多、口感好，根本不愁卖，在地头都快

卖完了。”这几天，周口市淮阳区农场的

魏攀一天也没闲着，因为他承租的 6个

温棚都到了采摘小吊瓜的季节。

5月 17日，记者走进农场大棚蔬菜

种植基地看到，高高的藤蔓上挂满了一

个个小吊瓜，放眼望去，一个个小吊瓜挂

在茂盛的藤蔓上犹如一块块绿色的翡

翠，格外喜人。

“别看这瓜小，它可是‘身价不菲’，

在街上一斤都能卖到三四元。”正在种植

基地管护的工人张海伟随手摘一个小吊

瓜说，“以前种的8424产量相对较低，咱

农场负责农业的老刘请乡村振兴部门和

农科院专家来调研，推荐这种小吊瓜，不

但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产量，而

且西瓜的品质也得到了提升。”

今年31岁的魏攀，以前在外面做家

电生意，早出晚归，辛苦还不能照顾家

庭。前年春节回来听老刘说政府建了几

个温室大棚，面向职工群众承租，他便和

媳妇儿抱着试试的态度租了过来，经过

几年的努力，从一开始承租 3个温棚到

现在的6个温棚。

“今年年初，在老刘

的引导下，我尝试种了这

种小吊瓜，价格好，还不

愁 销 路 ，亩 产 预 计 可 达

6000 斤，接着再种些其他

反季节蔬菜，一年能挣三四

万元。”魏攀笑着说，“听老

刘说农场里准备再建 2个温

棚，今年试种成功了，明年我

都承租过来种小吊瓜。再请

老刘找人把把脉，改进种植技

术和管护手段，小吊瓜产量成

倍跃升，还能带动附近 20 余名

困难职工和周边脱贫户就近务

工增收。小小吊瓜、致富顶呱

呱！”

“我们在大力发展西瓜产业的

同时，还为瓜农提供全产业链服

务。”周口市淮阳区农场党委书记王

宇介绍，淮阳区农场从传统耕种向

土地流转分红转变，不仅培育了特色

产业，也为困难职工、群众提供就业

岗位，为全体职工群众铺就了一条甜

蜜的致富路。

本报讯“种苗有企业提供，技术有专

家指导，果形周正、小巧玲珑，营养丰富、

甜脆爽口，每斤15元。”5月17日，洛阳市

孟津区送庄镇凤凰台村，正在大棚忙碌的

宋宏照说，他的4亩袖珍西瓜今年能产2

万多斤。

5月初，送庄镇的袖珍西瓜上市。一

藤一瓜，它们住阳光房、睡绳吊床、吃有机

饼、喝深井水，优渥生活造就了皮绿、瓤

红、味甜的特有品质。

送庄镇地处北邙腹地，土质疏松肥

沃，盛产瓜果蔬菜。20世纪 80年代，该

镇“西瓜大王”朱忠厚培育的无籽西瓜种

植面积超过万亩，如今他的农业公司主要

以西瓜、甜瓜育种为主攻方向，培育的西

瓜种子累计种植 38万亩，形成“育、种、

产、销”一条龙闭环产业链。

目前，送庄镇大棚袖珍西瓜种植面积

2500亩，年产值2亿元以上，被农业农村

部认定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袖珍西瓜被

评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送庄镇梁凹村是远近闻名的瓜果蔬菜

种植专业村，有日光温室大棚500多座，瓜果

蔬菜种植3000多亩。“建设一个标准化温室

大棚需要投资10万多元，每年可种植一茬西

瓜、一茬蔬菜，投资大收益高。”该村党支部书

记高宇飞说，袖珍西瓜价格平均每斤 10元左

右，1.5亩大棚可收入四五万元，是大田西瓜的

七八倍，成为致富香饽饽。

据了解，2006年梁凹村瓜果蔬菜专业合作社

成立，注册了商标，建起了育苗温室，坚持标准化

生产，将全村瓜果蔬菜种植户结为利益共同体，发

展会员200户，建设日光温室大棚300座，年产各

类瓜果、蔬菜2400万斤，社员年人均纯收入超过1.5

万元。

送庄镇政府负责人表示，将着力提升新型经营

主体规范化管理水平，有序扩大种植规模，形成风险

共担、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联结机制。在选育好的种

子、采用好的技术、用上好的种苗、种出好的产品、提供

好的服务“五好”供应链带动下，积极引导传统农业向

绿色农业转型，提升品牌美誉度，提高群众幸福感。

（许金安 郑占波 宋艳红）

本报讯“鸵鸟抗病能力强，生长

速度快，饲养简单，浑身是宝。”5月

22日，宜阳县莲庄镇礼渠村鸵鸟养

殖基地，看着围栏里健硕的鸵鸟，

负责人安德兴喜悦之情难以言

表。

2017年，养鸡专业户安德兴

看到外地有人养殖鸵鸟，“饲养

简单，经济价值还高”便萌生了

养殖鸵鸟的想法。经过考察，

他发现南方地区鸵鸟的肉、

蛋、羽毛市场广阔。

很快，他便和朋友合伙

投资建设了养殖基地。“刚

开始，因技术不够成熟，出

现雏鸟误食稻草造成大量

死亡的情况，100只雏鸟

最后只剩下不到40只。”

安德兴说，为提高饲养水平，他们

不断到各地学习最新的饲养技

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安德

兴将养殖重点放在了种苗孵化

上。相比肉鸟养殖，种苗孵化技

术含量高、场地要求低、回报率

高，平均每只雌鸟每年可产蛋 70

枚，按每只450元计算，去掉人工、

饲料等养殖成本外，每只种鸟年

收益可达5000元。

安德兴说，目前养殖基地有

养殖大棚 9 座，种鸟存栏量 450

只，7台鸵鸟蛋孵化机，年出苗约

1.5万只、利润近80万元。

在安德兴的带动下，莲庄镇

已有10多户村民参与鸵鸟养殖。

（许金安 韩雨 陈柳依）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牛祎蓓）5月 25日，在

宝丰县观音堂示范区庄科村鑫磊野外养殖基地，由水泥

墙隔成的“房间”整齐排列。掀开上面的遮盖板，就能看

到四处攀爬的蝎子，十分热闹。

“现在蝎子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大，油炸、烧烤、泡酒

等食用方法很多。养蝎见效快、周期短，前景非常广

阔。”基地负责人方团磊说。

初见方团磊时，他正在恒温房里给蝎子投喂虫

子。翘着带毒的尖尾巴，舞着坚硬的大钳子，看到虫

子稍一迟疑便扑了上去……蝎子的形态不免让人心

里有些发怵，可方团磊一抓一放，动作驾轻就熟。

“最开始抓蝎可不是这样，时不时就要被蝎子

蜇一下，还疼得不行，时间长了对蝎子的蜇伤就有

了‘免疫力’，现在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抓住一

只大蝎子。蝎子蜇人就靠这根尾刺，毒素也在这

根刺上，只要捏住它，就奈何不了你。”提及抓蝎的

经验方团磊自豪地说。

年纪轻轻为什么要回家乡养蝎？“90后”的

方团磊直言，是受其父亲的影响。“我父亲从事

养蝎30余年，小时候总是跟着父亲到山上扒蝎

子，对蝎子有着特殊的感情，再加上政府的扶

持，发展空间大，想趁着年轻，闯出自己的一片

天地。”

2014年10月，方团磊成立了鑫磊野外养殖

基地，潜心于室内养蝎研究。经过不懈努力，探

索出了一条山区养蝎的成功之路。目前，他的

养殖基地有活蝎2000余斤，通过加工的食用

麻辣蝎、五香蝎，年销售额达130余万元。

在方团磊的帮助下，现已有32户村民

通过养蝎走上了致富路，并带动周边群众

40余人就业。

试种小吊瓜 致富顶呱呱

袖珍西瓜个头小 带动致富功劳大

鸵鸟浑身都是宝 村民致富有妙招

“毒物”变宝贝 致富添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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