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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叶全花 闫红斌 杨柳）

装袋、封口、打码、装箱、装车……7月 22日，鲁山县尧

山镇下沟村“邮乐购”五星工坊里一片忙碌，只见一系

列操作下来，一袋袋农副土特产变成一件件快递包裹，

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下沟村此前以赤松茸、香菇种植为主，发展模式较

为单一。为突破产业发展瓶颈，筑牢产业兴旺基础，提

高农副土特产附加值，下沟村利用党建联建机制，与驻

村帮扶单位河南省邮政公司成立“邮乐购”五星工坊，

利用邮政平台优势和区域资源优势，进行农副土特产

“收购—加工—包装—销售”一体化经营模式，吸纳富

余劳动力，让优质农副土特产走出大山，摆上城市居民

的餐桌，带动村民创收致富。

今年年初，在省邮政公司的支持下，下沟村投入30

余万元购进真空包装机、烘干机等设备，吸纳近20户

群众从事产品收购、包装、售卖等工作。

为拓展销路，下沟村充分发挥“邮乐购”五星工坊

优势，利用“邮乐网”“邮乐农品网”以及“极速鲜”等电

商服务平台综合发力，对收购上来的羊肚菌、香菇、黄

花菜和石磨玉米糁等特色农副土特产，进行加工销售，

推进农副土特产品进城，满足消费者对安全、绿色、健

康农产品的需求。

今年上半年，销售土特产9000余份、石磨玉米糁3

万余斤，参与村民户均增收3万余元，激增的销售量让

村民在五星工坊做工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夏季是山野菜销售旺季，受到北京、江苏、浙江等

地买家青睐，每天订单都很多，销售特别好。”驻村第一

书记崔文杰说。

“下一步，计划投入资金 160余万元进行厂房扩

建，新上香椿酱、核桃油生产加工项目，预计可带动

务工群众 50余户，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 60余万元。

通过‘邮乐购’五星工坊，真正让在家的劳动力都有

活干，有钱赚。”下沟村党支部书记王金民说。

本报讯 小小一只羊，养出共富好年景。7月19日，

走进息县岗李店乡李营村湖羊养殖场，一排排整齐划

一的湖羊标准化养殖圈舍映入眼帘。只见圈舍内成年

湖羊膘肥体壮，新生湖羊活蹦乱跳，一只只品种优良的

湖羊正悠闲地吃着饲料。养殖场负责人贾中伟正依

序检查每只湖羊幼崽的生长情况，并不时向笔者普

及湖羊养殖知识。

近年来，岗李店乡把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作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抓手，立

足本地资源，拓宽致富新渠道，不仅把湖羊养

殖做大做强，更借助产业发展红利，让更多农

户发“羊”财，以湖羊为媒介奔向共同富裕的

康庄大道。

岗李店乡李营村湖羊养殖场，2016

年响应政府扶贫号召，成立了渤睿康园

专业农业合作社和渤睿康园农业有限

公司，先后投入资金 700余万元，建设

4000 余平方米现代化羊舍，可容纳

5000只湖羊同时养殖。先后带动 15

户 15人每年固定增收 4000 元，带动

周边 20 余人进基地务工，每人每年

增收2万~4万元。

凭着认真好学和吃苦耐劳的精

神，贾中伟渐渐地从一个养羊门外汉

成为养殖行家。经过几年的精心培

育，湖羊数量发展到 4000只。湖羊

养殖成了规模，邻里乡亲也实现了在

家门口就业的愿望。这不仅让大家

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同时也成就了他

的创业初心——带领村民致富。

“加入合作社后，我过得很幸福，

今年年底可以出栏100多只羊，每只

羊可以净赚500多元，光靠养殖就能

有5万元的收入。”加入合作社的养殖

户王贵高兴地说。

贾中伟说：“接下来，将进一步探

索‘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养殖模式，为

职工群众带来广阔的‘钱’景，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动能。”

（尹小剑 李振阳 吕伶仪 祝钟根）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红）

“本来计划摘 10斤的，可看看这个看看那

个，哪个也不舍得丢下。这35斤我全要了，

谁让您这桃又大又甜真喜人呢。”7月20日，

在禹州市方岗镇昌王村兴昌种植专业合作

社，来自文殊镇的一位顾客看着自己采摘的

水蜜桃，一下子犯了难，最后哪个都不舍得

拿下来，全部带走了。

在昌王村桃园里，这样开心的事每天都

在上演。“我这电话都接不及啊。这不，刚刚

答应一家企业的订单，市里一家超市也要

800斤桃子，下午就得送去，我得赶紧安排

人啊。”兴昌种植专业合作社股东、桃园技术

员樊有录着急地说。

在这个桃园记者看到，一棵棵桃树上，

已经去掉套袋的水蜜桃个大、形圆、色泽白

里透着红，个个喜人。一位采摘的游客摘下

一个吃一口，直夸真甜。

昌王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法人刘光军

告诉记者，水蜜桃坐果时他们就逐枝疏果，

严格掌握数量、果个、产量的最佳值，确保果

子品质好、个头大。今天一个顾客摘的一个

桃子就有9两7钱重，谁见谁喜欢。

“在我们这个桃园里，可不是光有现在

的水蜜桃，一年四季我都能让游客吃上不同

品种的桃子。”该合作社股东陈自军自豪地

说。

2019年，刘光军带领党员群众经过市

场调查，决定成立合作社，组织群众发展桃

子种植。颇有经济头脑的他早就考虑到了

单一品种成熟时大批量销售不及的弊端，

决定栽种从春到冬的四季品种，4 月最先

熟的是早春蜜桃、6月蟠桃成熟、7月接上

水蜜桃、8月又轮到了黄桃。入了秋冬，还

有 9 月的油桃、10 月的冬桃和法兰西梅，

一年从春吃到冬。“目前，正是水蜜桃开园

上市的季节，1200多棵桃树产量预计超过

2万斤，在满足游客采摘的同时，大量被平顶

山、许昌、长葛、禹州市区的超市提前订购。”

刘光军说。

在成立兴

昌种植专业合

作社之初，刘

光军和党员张

彩带头入股，带

动村民陈自军、

樊有录、樊英杰

等积极以土地、资

金入股，流转了本

村七、八两组群众土

地 100余亩。村民既

能够收获土地租金、入

股分红，还可以到桃园务

工领取工资。

昌王村在四季桃园的基

础上，还发展起大棚火龙果和

草莓园，并人工养殖金蝉。“我们

紧紧围绕绿色生态这一关键，让

居民吃得放心，让群众能赚大钱，

甜甜蜜蜜走富路。”刘光军说。

▶ 7 月 22
日，在汝阳县刘
店镇沙坪村红薯垄膜
轻简化高效栽培模式
示范基地，村民王拽宝扒开
一窝红薯，捧在手中，看着长势喜人的红薯高兴地说：
“俺村种植的‘水果红薯’将在近期陆续上市，有望卖个
好价钱。” 本报记者 吴向辉 通讯员 康红军 摄

▲7月21日，在汝州市临汝镇彦张村崆峒之星生态园，园主陈霄冰（右）在向包村干部介绍香酥梨的
生长与销路情况。该生态园创办于2016年，流转土地108亩，种植了樱桃、葡萄、桃、无花果等，示范带
动周边群众种植优质水果，为20余名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马雨蒙 摄

本报讯 7月 17日，走进信阳市平桥区城阳

城址管委会小雅村舍旁的采摘园，成片的桃林

郁郁葱葱，一个个水蜜桃挂满枝头，微风拂过，

沁人心脾的果香扑面而来。工人穿梭其间，正

忙着采摘，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53岁的黄应章是这片桃园的负责人，

2015年返乡创业，他凭借在上海打拼多年的资

源，引进优质品种，成立了花茂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目前除种植水蜜桃外，还有油桃、蟠桃等多

个品种的桃子。

“城阳城址的土壤适合种植水果，客流量也比

较大。我在这里承包了385亩土地，已种植260

多亩，今年是头一年挂果。”黄应章说，城阳城址管

委会地理位置优越，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每年来

游玩的人络绎不绝。桃子除订单销售外，还有不

少周边市民前来采摘购买。

为实现标准化管理，黄应章雇请附近村民精

耕细作，从整形修剪到绿色防控、有机肥使用等，

完全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当地村民在果园务

工，也能挣一份收入。

近年来，城阳城址管委会围绕绿色发展做

文章，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绿色产业，促进群众

增收，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城阳城址管委会

大力推动产业振兴，积极招商引资，以减免土地

费用、完善基础设施等多种优惠政策引进家庭

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黄桃、

水蜜桃300余亩，梅花、樱花600余亩，蔬菜、瓜

果 1000余亩，带动辖区群众 500人稳定就业，

吸引游客2万余人前来采摘，具有可观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城阳城址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梁桦说。（尹小剑 李振阳 刘姗姗 陈纪红）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徐明 高顺
成）7月 18日，泌阳县泌水街道十里居委一

片鳞次栉比的白色种植大棚，映照在绿树与

村庄之间。大棚内村民或弯腰采摘西瓜,或

仰头采摘丝瓜，汗水不断从脸上滑落。

“早上已经采摘了 2000多斤丝瓜和辣

椒，供应给了南阳、信阳的客户。现在地里

还能再采收 800 多斤丝瓜就近供应县城。

我们是订单式采收，价钱合适也不愁销路，

每天收入几千元。”正在忙着采收蔬菜的十

里居委陈楼村蔬菜种植大户王长奇笑着说。

聊起大棚蔬菜种植，王长奇有自己的一

本“经济账”。王长奇一共租种了 50亩土

地，20多个大棚，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他

根据各种蔬菜的生长周期和温度需求不同，

采用上下空间种植和复茬种植相结合的方

式，先在大棚内高温种植茄子、黄瓜等蔬菜，

等蔬菜长到一定周期后，又在大棚外常温种

植丝瓜。随着季节的变化，待大棚内蔬菜集

中上市后撤去大棚塑料膜，让丝瓜顺着大棚

支杆顺利爬秧，棚内蔬菜罢季、棚外丝瓜应

季采收。科学、合理的种植让王长奇多了一

份收入，种出了好“钱”景。

“现在是西瓜和甜瓜集中上市的时间，

我们基地每天都需要 20多人帮忙采收，村

里的脱贫户都成了种植基地的长期工。”在

十里居委崔楼村西瓜种植基地，瓜农郭书燕

介绍说。

郭书燕的种植基地有100多亩，30余个

大棚，常年以草莓、甜瓜、西瓜种植为主，雇

有长期工6人，让脱贫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增收。“我在这里务工4年多了，每个月工资

3000 多元，家门口就业既能挣钱还能顾

家。再加上政府的帮助，现在的日子一天比

一天好。”脱贫户常先财笑着说道。

近年来，泌阳县以“一村一品”特色发展

为抓手，科学规划，发挥城乡接合部的区位

优势，鼓励街道、居委会以“五星”支部创建

为契机，按照“居委会+基地+农户”的发展

思路，把大棚种植产业作为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坚持以产业

促发展、以产业促增收、以产业促振兴，积极

推进蔬菜、瓜果进城，不仅带动了当地村民

增收致富，还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

“果篮子”。

7 月 22 日，
汝南县常兴镇王
集村村民吕双全
在采摘成熟的葡
萄，准备运往超
市。近年来，常兴
镇大力调整产业
结构，发展葡萄、
桃、梨等水果种
植，面积达1万余
亩 ，年 产 值 达
8000 多 万 元 。
本报记者 黄华 通

讯员 杨明华 摄

鲁山县下沟村

“邮乐购”五星工坊
让土特产走出大山

息县

养好湖山羊 心里喜洋洋

一年四季桃不断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鹏）7月 24

日凌晨5时，走进西平县五沟营镇海蓝牧业鲜食

毛豆种植基地，一片繁忙的景象映入眼帘，近百

名工人分为两组，一组在田间挥舞着镰刀将豆

秆齐刷刷地割断，另一组则把毛豆从秆茎上摘

下放入编织袋，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现在正是毛豆采摘上市的好时候，俺已经

在这儿采摘一个多星期了，时间紧工作量大，趁

着早上凉快，俺得再加把劲。”工人李翠丽边割

豆秆边笑着说，“最近这段时间热得很，挥两次

镰刀就能浑身大汗，但是俺们干着有劲，多劳多

得，一天能挣近200元。”

“今年我们种了1500多亩鲜食毛豆，现在已

经采摘了600多亩，每亩产量在1800斤左右，按

照每斤2元的批发价来说，除去各项成本，亩均收

益能达3000元。”基地负责人代红艳介绍，采摘

好的鲜食毛豆，经过分拣、清洗、打包等工序进入

冷藏仓库保存，然后由冷链物流车统一运往杭

州、广州等地的大型农贸市场。

“乡村产业想要发展壮大，选对路子很关

键，我们将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强’的思路，深耕特色产业，推进全产业链发展，

让毛豆真正变身为‘金豆’，有效促进农民致富

增收。”五沟营镇党委书记钞群良说。

水蜜桃丰收
令人“桃”醉

蔬菜大棚种出好“钱”景泌阳县

西平县

毛豆变“金豆”
丰产又增收 “西果东种”“南果北种”双收益

濮阳经开区

带来带来带来带来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金勇 施
民法）7月 19日一大早，濮阳经开区王助镇

完美种植合作社内已是人头攒动，工人们正

在忙着为引进种植的哈密瓜掐尖打杈。

“西果东种，南果北种，抓农业就得抓出

特色，才能让钱袋子鼓起来。”完美种植合作

社负责人王东奇如是说。

今年42岁的王东奇，学过修摩托车、当

过工人，但爱折腾的他始终觉得这些不是自

己长久想干的。2009年，王东奇租下一块

土地，种植甜瓜、蔬菜，开启了农业种植之

路。14年间，他多次外出考察学习交流，不

断摸索种植技术，凭着一股不服输和爱钻研

的劲儿，从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特别是自2017年起，王东奇大胆创新，

先后引进多种南方水果和新疆水果，开始尝

试“南果北种”“西果东种”。王东奇培育的

种苗也远销全国，双重收益让王东奇信心大

增、干劲更足。

“我培育的火龙果苗从 2018年发展客

户，到现在已经有 300多家，最远销售到内

蒙古，我免费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随着

王东奇在全省乃至全国果蔬种植圈的名气

越来越大，慕名而来向他学习的人也越来

越多。

目前，完美种植合作社种植香瓜、蟠桃、

黄瓜、辣椒、玫瑰、非洲菊等蔬菜瓜果、鲜切

花品种上百个，年产香瓜150万斤、蔬菜

170万斤、鲜切花 110万枝，主要发往

北京、广州等城市，销售收入达 850

余万元，直接解决附近村庄105人

就业，带动 100余户种植户走上

致富路。

完美种植合作社
的员工在给哈密瓜掐
尖打杈。 王金勇 摄

信阳市城阳城址

禹州市昌王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