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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朱盈盈）冬瓜个头较大、较重，一

般是在地上生长。你见过吊着生长的冬瓜吗？7月 5日，走进宝

丰县闹店镇响潭营村种植户张永光的20亩冬瓜地里，冬瓜已牵

藤结果，大的已长到一二十斤，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整理冬瓜

枝条，牵引绑藤上杆。

“我种的冬瓜吊藤生长，一株冬瓜苗只保留一个瓜，让瓜

吸收到充足养分，才能长得更大更好，每个瓜平均可以长到

近30斤，且还能提高产量。”张永光说。

据了解，今年是张永光种植冬瓜的第5个年头，种植

面积近20亩。传统模式种植冬瓜一亩地只能种400株

左右，而采用吊起来的种植方式，能种700余株，亩产

2万斤左右，较传统种植模式每亩增收两三千元，亩

产值可达万元以上。

张永光介绍，冬瓜吊藤生长，结出的冬瓜离地

吊起，不但合理地利用了土地资源，也有利于通

风采光，避免了冬瓜“白肚皮”现象的产生，成

熟后的冬瓜瓜形优、口感好，深受市场青睐，

采摘后客商马上就拉走了。

张永光的冬瓜种植期间，栽秧、搭架、掰

瓜叉、除草等田间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

也给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增收的岗

位。“我每天送完小孩，就到这里干活，一

天60元，不耽误做饭、接送小孩，在家

门口打工啥都方便。”村民孙霞说。

目前，张永光的20亩吊冬瓜长

势喜人，吸引了附近十里八村的

乡亲前来参观、考察。他表示，

将发挥特色种植的辐射作用，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

改善农田水利设施和争取

项目资金扶持等措施，大

力支持特色产业做大做

强，鼓励更多村民加

入特色产业链中，培

育一批致富能手，

打造一批独具特

色的乡村致富产

业，带领村民在

乡村振兴的大

道上阔步前

行 。”闹 店

镇党委书

记 魏 前

豹说。

本报讯 7月 5日，雨后的兰考县小

宋镇现代农业产业园里，红薯试验田育

苗普薯32、郑红163、龙薯9号等红薯品

种叶肥根壮，长势良好。

近几年，兰考抓住有利时机，创新

思路，快速发展红薯种植面积10万亩，

由原来的单一品牌到逐步建立起拥有

多品牌的农业产业园，由原来单一销售

渠道到建起自己的电商产业园，小宋镇

小小红薯，已经做成了大产业。

事实上，“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

薯没法活”，在兰考人眼里，红薯是世世

代代糊口的主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之前，因为红薯产量高、耐存放，曾是

兰考夏季作物的主打，很多人长期吃红

薯，还吃出了胃病。可以说，红薯是兰

考的沉重记忆。

近年来，提起吃红薯胆怯的兰考人，

探索高效农业路径，通过改良品种、提升

品质，把小时候“一吃满嘴都是丝儿”的

传统红薯，改良为如今“越吃越想吃”的

新品种，产品品相提升，原来的单一白瓤

品种，也变成了红瓤、紫瓤多品种。

兰考红薯协会会长张世坡是兰考

红薯迷，也是兰考县种植红薯的专家、

小宋镇红薯产业的带头人。最初返乡

创业，当年就流转土地 260亩，经过几

年的发展，创业之路日渐步入正轨，

2022年流转土地1000余亩。

在当地，红薯种植模式也与时俱

进。如今大块田地里，忙活的农民并不

多，无论种植还是收获，机械化程度已

经很高。尤其是当地探索推广集约化

种植模式，从育苗到销售渠道的全过

程，都在向规模化、产业化路径前进。

打融合发展牌是小宋镇近些年的

探索经验，把主导产业定为“小宋三

宝”——红薯、蔬菜和蜜瓜，靠红薯基地

示范带动，2021年全镇红薯种植面积

就达1万余亩，品种有普薯32、龙薯九、

商薯19等若干，在龙庄、孔庄寨、方店、

郭店 4个村再流转土地 2000亩，形成

集中连片区域。在此基础上，带动蔬

菜、蜜瓜向规模化发展，现有日光温室

大棚460座，占地面积1350亩，年总收

入达2700万元，钢架拱棚712座，占地

面积800亩，年收入达1120万元。

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是红薯种植真

正实现产业化的有效路径，截至目前，

全镇适度规模经营率达 40%，30多家

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已成为建设主导力

量。

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度高，也是当地

的经验。在引进工商资本、技术等先进

生产要素的同时，通过土地流转、农民

入股、订单农业、吸引农民就近就业等

方式，辐射带动农民从事红薯各生产环

节劳作。

产业链条在发展中延伸，兰考县果

粮康种植专业合作社积极带领群众建

立红薯育苗温室大棚 80座，拱棚 500

座，发展全县及周边县区种植红薯 1.5

万多亩，年育红薯苗 8000多万棵。仅

2019 年就带动全县 1000 多家红薯种

植户，种植红薯8000多亩，每亩红薯比

种玉米多增收 1000~2000 元，带领全

县各乡镇726户困难户种植红薯1000

余亩，平均每亩收入2000多元。

“据不完全统计，在小宋镇的带动

下，目前兰考县共种植红薯10万亩，全

产业链增收总收益 3 亿元。”张世坡

说。（焦宏昌）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徐嘉 肖鹏
程）7月8日，记者走进禹州市朱阁镇小冀庄村瓜

田内，翠绿的枝叶下，成熟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

之间，果农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瓜棚内，不仅有忙碌的瓜农，还有前来体验采摘

乐趣的游客。“闲暇时带孩子来这里，体验生活的同时

还能品尝到甘甜的绿宝西瓜，很惬意。”前来采摘的市民

张志强说。

“棚里种植的是‘绿宝’‘特小凤’‘绿之秀’等西瓜，这些

品种的西瓜花纹清晰、个头适中、果形饱满圆整、肉质脆嫩、

甜度高，都是非常受市场欢迎的品种。”小冀庄村党支部书记

樊永杰告诉记者，今年，小冀庄村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

上，紧紧围绕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优化调整、增加就业岗位等，

利用村集体20多亩土地推广西瓜种植。由于管理到位，西瓜长势

旺、品质好，前来收购的客商络绎不绝。

据介绍，除客商收购外，该村的瓜农还通过农贸市场、超市等

渠道售瓜，目前销量和收益情况良好，预计今年可为集体增收7万

元。西瓜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

务工的机会，大家在收获鲜甜西瓜的同时，也因务工收入增加尝到

了甜头。目前共有10余名村民在瓜棚务工，在育苗、除草、采摘期

就能挣到2000多元的工资。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朱阁镇以“五星”支部创建

为统领，积极培育特色农业产业，因地制宜打造千亩特色瓜果采摘

基地、8000亩烟叶基地、5000亩迷迭香种植基地、2000亩中药材

基地、万亩优质红薯三粉基地等六大基地，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发挥果园合作社和特色农业种植大户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农

民致富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目前，该镇实现了亩均增收2500元

以上，农业产业附加值显著提升，处处展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向上

的发展新气象。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土地效益，立足实际，通过提供农技

支持、拓展销售渠道、政策帮扶等举措，探索发展一些群众

能广泛参与的产业，进一步助农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朱阁镇党委书记王向阳说。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
明华）“今年春季俺的 3亩猫爪草

卖了 2万多元，前几天 3亩鹅不食

草卖了 1.2万元，苦药材种出了甜

日子。”7月 9日，汝南县常兴镇穆

屯村中药材种植大户李峰高兴地

说。

盛夏时节，走进常兴镇，微风

吹拂，阵阵药香扑鼻而来，大田里、

房前屋后满目尽是中药材。据该

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鲍景华介绍，

常兴镇地处溱头河，地势较高，土

质含沙量大，特别适宜中药材种

植。近年来，该镇将种植中药材、

发展中医药健康产业作为乡村振

兴的一项重要工程来抓，以政府引

导、合作社帮带、农户参与的方式，

大力发展以白花蛇舌草、杜仲、白

芷、红花、石见穿、一点红、半枝莲

等中医药健康产业，规划建设了38

家中药材收购、储存、初加工合作

社，带动20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目前，该镇中药材种植涉及全

镇 25个村（居），种植面积 3万多

亩，亩效益3000元以上，中药材远

销河北、山东等地，年产值超亿元。

本报讯 7月 6日，商城县河凤

桥乡君林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新

引进的紫苏种植基地里，几名农户

正在忙着采摘、晾晒紫苏叶。

“我们种植的紫苏，可以说是药

食同源，浑身都是宝，它的叶、梗、果

均可食用、可入药，紫苏籽可榨油用

作化工原料，具有药用价值和经济价

值。”该基地负责人余维军介绍道。

近年来，该合作社不断探索种

植新品种中药材，已有黄芩种植销

售经验的余维军今年首次引入紫

苏特色产业项目，通过“村集体+农

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试点种植了400亩紫苏。

紫苏一般于 3~4月播种，6~9

月陆续采收，适应性很强，对土壤

要求不高，排水良好，壤土、黏壤

土，房前屋后、沟边地边，肥沃的土

壤上均可栽培，且生长良好，同时

还具有需肥量少、管理方便、生长

周期短等优点。

据介绍，该基地在播种、除草、

收割等过程中雇用本地群众参与

劳作，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创收。

“跟黄芩种植销售一样，我们

与扬子江药业集团签订收购协议，

基地再与农户签订最低收购价协

议，亩产 6000 斤，平均亩产值达

4000余元。”余维军说，目前紫苏

市场非常紧俏，群众种植效益有保

证，今年还计划流转 20亩土地建

加工厂。（尹小剑 李振阳 洪晓燕
肖鸿景）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卢晋荥

“当前我国种业仍被西方‘卡脖

子’，淅川乌骨鸡是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也是河南省优良的地方鸡种之

一，乌嘴、乌腿、乌皮、乌骨、乌肉，特

征特别突出……”7月 8日，在淅川县

盛湾镇乌骨鸡保种场，河南农业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李东华，小心地

拨开淅川乌骨鸡的白羽，为前来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的大学生们讲解特征。

“此次实践活动是为让学生深入

了解淅川乌骨鸡的种质特性，更加清

晰地认识到国家提出种业振兴的目

的和意义，同时，也为乌骨鸡保种场

在选育、繁殖、养殖等方面提供技术

支持。”谈到此次社会实践活动的目

的，李东华说。

不同于常见的黑色羽毛乌骨鸡，

淅川乌骨鸡系白色羽片、原始种群产

绿壳蛋比率高达 73%以上的乌骨鸡

品种。2006年农业部组织全国畜禽

遗传资源调查时，在淅川深山区发

现。2010年被农业部列为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2011年入编《中国畜禽遗

传资源志·家禽志》。随后在盛湾镇

建成保种场，主要开展淅川乌骨鸡品

种的保种、选育工作，是河南省第一

批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

走进保种场，每只乌骨鸡独享一

个鸡笼，每个鸡笼旁挂上了代表着这

只鸡祖代信息的独有标签。“我们根

据祖代信息，按家系等量随机交配原

则，对淅川乌骨鸡进行世代保种，目

前已建立60个家系种鸡5000套。”听

着保种场负责人卢国伟的介绍，在场

的大学生不住地点头。

“如果说种子是农作物的芯片，那

么地方鸡种质资源就是家禽种业的芯

片。我们将持续做好科技服务，为淅

川乌骨鸡的保护奉献农大人的绵薄之

力。”河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党委

书记、社会实践团团长贾磊说。

走出保种场，做完性状记录的

2021级动科专业社会实践团成员张

磐玉谈道，“通过此次实践活动，近距

离观察、了解淅川乌骨鸡的特征特

性，深刻认识到种业振兴的重要性，

我将努力学习知识技能，在乡村一线

锻炼自己，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喷施锌肥

的目的就是要让玉米在拔节的时候壮

秆，在抽穗时不秃尖……”7月6日，在

清丰县六塔乡武艺寨村大田里，清丰

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科技特派员晁

豪忙着给农户讲解大豆玉米复合带状

种植田间施肥技术及管理要点。

“非常感谢科技特派员给我们作现

场培训，让群众学到了很多玉米种植的

高产栽培技术和玉米施肥及病虫害防

治的方法，我们增产增收更有底气了。”

武艺寨村党支部书记晁相杰说。

连日来，在清丰县乡镇的田间地

头，随处可见蹲点的科技特派员，他

们奔走在田间服务夏种夏管，围绕辣

椒、红薯、食用菌特色产业向农户讲

解科学种植、田间管理、施肥技术。

今年以来，清丰县委、县政府通过

党建引领整合人才资源，深入推动人才

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把先进科

技成果和现代理念带给农民，持续不断

创新农技推广方式、方法，形成了“科技

特派员+合作社+农户”的工作新模式。

目前，该县在17个乡镇设置了30

个科技特派员服务点，实施“点对点”

“面对面”服务，引导农民将辣椒、红

薯、食用菌特色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

迈进，助推了清丰县乡村振兴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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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婉婷 魏瑞鑫）7月6日，记

者走进叶县辛店镇大竹园村花椒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油

绿色的花椒树郁郁葱葱，绿得发亮的花椒密密麻麻地挂

满枝头，散发着扑鼻的椒香，村民们正忙着除草、松土。

大竹园村花椒种植基地选用的品种为“大红

袍”，这个品种的花椒耐寒、耐旱，果实粒大饱满、香

味浓郁，有“中华名椒”之盛誉。

2019年，大竹园村因地制宜建起750亩花

椒种植基地，引进“大红袍”品种，采取“村集

体+基地+农户”的模式，并通过大户带头种

植，带动村民参与。

花椒种植、采摘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工，基地吸纳近百名村民前来务工。7

月中旬，大竹园村 750亩花椒将进入

采摘期，预计鲜花椒产量将达 50万

斤。

“我在这里干3年多了，一个

月可以挣一两千元。干这活，

可适合我。”大竹园村村民孙

清辽说。

“下一步，大竹园村将

根据实际情况，持续发展

花椒产业，加大田间管

护和品种改良力度，

加大花椒深加工力

度 ，扩 大 品 牌 效

应，提高花椒附

加值，带动村民

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大

竹 园 村 第

一 书 记

白保生

表示。

禹州市朱阁镇

西瓜种植有甜头

兰考县

一株红薯苗 增收3亿元

7月8日，
杞县沙沃乡尚庄
村果农正在苹果园
内观看苹果长势情
况。近年来，该村在乡
党委、乡政府和村“两委”的
指引下，发展果树特色种植，
让农民增收致富。刘银忠 摄

▲

宝丰县闹店镇

冬瓜吊着长亩入破万元

▲7月7日，兰考县考城镇刘埠口村瓜农杨连营在展示即将采摘的第二茬蜜
瓜。2018年以来，该村引进蜜瓜种植，现已发展蜜瓜种植大棚120多个，一年可收三
茬，每棚可收入近3万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李德明 摄

叶县大竹园村

花椒种植 增“香”添“味”

7月6日，在民权县野
岗镇孟庄村叁收育苗基地，几位村民正在打
理南瓜苗。该育苗基地占地100亩，年育西瓜、甜瓜、南瓜、
蔬菜苗5000多万棵，带动了当地果蔬业的快速发展，并为当地闲散劳动
力提供了多个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宁津瑜 摄

▲

药香扑鼻来 振兴有良方
汝南县常兴镇中药材产业年产值超亿元

商城县

引进紫苏种植 拓宽增收渠道

乌骨鸡保种场来了特殊客人

清丰县

科技特派员蹲点 特色产业快发展

中药材种植打开致富新中药材种植打开致富新中药材种植打开致富新中药材种植打开致富新 匙匙匙匙药药

7月9日，技术人员在正阳县袁寨镇闵庄村向种植户讲解葡萄夏季管理技术。眼下正
值葡萄管护的关键时期，正阳县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通过实
地查看的方式，及时发现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技术指导。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贺永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