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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

邓志伟 邵春涛）眼下，正是桃子上

市的旺季。渑池县仰韶镇刘果村

种植户栽种的桃子迎来了丰收，

果农们穿梭在桃园里，忙着采摘

成熟的鲜桃，分拣、打包到处是一

派火热景象。

近日，在种植户李武顺的桃

园里，一棵棵桃树枝繁叶茂、郁郁

葱葱，拨开枝叶，沉甸甸的桃子挂

满枝头，个个色泽鲜亮，散发出诱

人的果香，令人垂涎欲滴。游客

们三五成群，穿梭在桃树林中，品

尝鲜果，体验采摘的乐趣。

“孩子放暑假了，领着孩子来

体验一下田园生活，刘果村的桃

子又大又红，吃着又脆，有家乡的

味道，比外面买的桃子吃着有

味。”前来采摘的游客张小燕高兴

地说道。

经营桃园十几年，李武顺已

经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种桃大户，

他种植的桃子品种全、品质好、成

色佳，颇受市场欢迎。

“现在成熟的品种叫刘军一

号，今年是丰收之年，果子也特别

好，价格也不错，每斤的价格在 4

元左右。光果树一项，今年就能

带来几万元的收入。我们这里的

果树管理，从来不用化肥，主要以

农家肥和有机肥为主，这样种出

来的果子酸甜可口，颜色也特别

好看，深受消费者喜爱。”李武顺

开心地说道。

近年来，刘果村积极转变发

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全面落实

各项惠农政策，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水果产业，通过“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模式种植桃

子、草莓、樱桃等特色水果，形成

春季赏花、夏秋季采摘果实的农

旅融合发展方式，有效促进农业

增效、村民增收，以产业兴旺带动

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贺永
明）正阳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聚焦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发展黄桃、

葡萄、金银花等特色产业，有效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一年盛夏日，黄桃成熟时。正

是黄桃采摘的季节，7月 27日，走进

皮店乡孙寨村开田农业种植专业合

作社，放眼望去，一个个黄澄澄的桃

子挂满枝头，压弯了树枝，空气中飘

荡着淡淡的甜香味。前来游玩的游

客更是不畏高温，烈日下体验采摘

之乐。张女士是这里的常客，每年

黄桃成熟都会从县城专程驱车过

来。“这里的黄桃，个头特别大，果皮

红润，一口咬下去，黄色的果肉酸甜

可口，又脆又香又甜。”张女士兴奋

地说。

在基地的地头，一箱箱打包好的

黄桃整齐摆放在路边，几位妇女围坐

在一起，将篮筐内的黄桃精心挑选

后，一个个装进纸箱子里，金黄浑圆

的黄桃煞是惹人喜爱，垂涎欲滴。经

过称重的一箱箱黄桃已经贴好单号，

等待快递员将它们发往

全国各

地。“这段时间气温高，黄桃上糖量

快，今年的黄桃口感特别好，省内省

外订货的都有，还不够卖的。”开田农

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丽说。

孙丽的黄桃种植基地是正阳县

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正阳县因地制宜，聚焦

特色瓜果产业发展，将“小瓜果”做成

富民增收的“大产业”，推动农业农村

发展提质增效。

在正阳县油坊店乡余甲村，施雪

忠是小有名气的葡萄种植能手，有着

十余年的葡萄种植经验。连片的葡

萄大棚映入眼帘，空气中弥漫着甜甜

的果香。走进大棚，只见一串串紫黑

色的葡萄挂满枝头，颗粒饱满，甚是

喜人。葡萄基地负责人朱丙言正和

工人忙着采摘新鲜的葡萄并打包出

货。如今，凭借优良的气候、土壤等

自然条件和精湛的种植管理技术，基

地所产出的葡萄一经成熟便成为市

场上的“香饽饽”。

正阳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采取“合作社+公司+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打造“一村一品”

“一乡一业”的特色产业，实行规模

化、标准化、特色化种植，鼓励农民

发展以生态观光和休闲采摘

为特色的现代农业，进一

步加快农民增收的

步伐。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黄
魏纳 朱盈盈）7月26日，走进宝丰县

闹店镇李官营村葡萄园，一串串晶莹

剔透、颗粒饱满的葡萄挂在藤上，而

葡萄架下一垄垄蜜薯长势喜人、丰收

在望。

“这个品种的葡萄成熟后看着紫

中泛蓝，口感甜中微酸，大人小孩都

很喜欢吃。现在，周边多家水果店都

订购了咱的葡萄，下架都拉走了，不

愁卖。”种植户王宗民笑着说。据他

介绍，“户太”葡萄俗称黑珍珠，耐低

温、不裂果、果密粒大、糖度可达

17%~21%，含酸量在 0.5%以下，吃

起来酸甜可口。而且，这个品种的葡

萄果肉细嫩、富含白藜芦醇，是市场

上颇受欢迎的品种。

今年已是王宗民种植葡萄的第

四个年头了。早年他一直在广东打

工，2019年参观漯河的葡萄种植园

后萌生了种植葡萄的念头。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王宗民引进了性价比高

的“户太”葡萄。“葡萄进入膨大期后，

就不能再使用任何农药了，为了保证

果品质量，喷洒石灰水是个好办法，

在防菌杀虫的同时还没有农药残留，

好吃的同时更得安全！”王宗民边查

看袋内葡萄边说。

王宗民说：在炎热的夏季，葡萄

架下的空地反射的太阳光会烤坏葡

萄，大部分葡萄园都种草减少阳光反

射。夏天雨多气温高，草长得太快，

除草占用大量的人工和时间，现在种

上蜜薯减少阳光反射的同时还节省

了除草的人工。他为此算了一笔账：

葡萄成熟后每亩能采摘3000多斤，

按每斤 2~5元的售价，一亩地平均

能收入 1万元。架下蜜薯每亩地还

能收 2000 斤左右，每斤按 1.5 元销

售至少能多收3000元。“这可是立体

种植一地两收呀！”说着，王宗民脸上

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由于王宗民种植的葡萄全部施

用有机肥料，且对葡萄园进行无害化

管理，从8月上旬进入采摘期一直到

10月中旬，这里生产的葡萄因口感

好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一直供不应

求。与此同时，葡萄种

植期间，杀菌、剪

枝 、疏 果 、除

草、套袋等

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也给附近的

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

“我们都是李官营村村民，农闲

时在这里务工，离家近、活不累，每天

还能挣60元。”务工村民张秋凤一边

套袋一边高兴地说。

今年，王宗民还引进了妮娜皇

后和阳光 13两个品种，扩大葡萄的

种植面积，在自己致富的同时还能

为附近村民提供更多的务工岗位。

他说，如果有群众愿意学习葡萄种

植管理技术，他会免费教群众相关

技术，希望通过葡萄种植实

现共赢，带动村

民 共 同 致

富。

本报讯 7月 20日，漫步在息

县白土店乡的乡间小路上，一株株

艾草身姿挺拔，长势旺盛，微风拂

过，缕缕艾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近年来，白土店乡聚焦艾草产

业，整合全乡资源，充分利用所有

的路肩资源，乡亲们的房前屋后、

道路两旁都种植了艾草，这也成为

白土店乡的一道特色景观。

“这是今年第二茬收割，等到

11月的时候又可以收割第三茬了，

后期我们要加强管理，争取第三茬

的产量更高。”据村里人介绍，近日

白土店乡的艾草迎来了收割季，大

家热火朝天地收割着，田间呈现出

一派忙碌的景象。丰收的喜悦洋

溢在村民的脸上，百亩艾草成为村

民增收致富的新希望。

“艾草种植成本低、亩产收入

高、方便管理、经济效益也比较好，

而且一次种植持续收益3年，我们

通过资源整合既解决了路肩杂草丛

生的问题，又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

入，同时为脱贫户、监测户增加了收

入。”白土店乡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近年来，该乡立足实

际，大力发展中草药种植产业，既

增加村集体收入，又带动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截至目前，该乡林下种

殖艾草面积400余亩，林下经济年

产值可达92万元，带动300余户农

户增收，让小艾草成为名副其实的

“致富草”，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尹小剑 李振阳 胡译丹）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7月 27日，在鲁山县背孜

乡井河口村的一处山坡地上，枝条

上密密麻麻的连翘果很是喜人，今

年 66岁的村民程天才正在采摘。

“这块地的连翘都是我三年前从山

上移栽过来的，9分地两三天就能

采摘完。今年价格高，收入 3500

元不成问题。”程天才说。

近年来，国人对中药疗效的高

度认可，使得连翘在市场上成了紧

俏品。井河口村地处大山深处，野

生连翘虽然不少，但生长的地方分

散，采摘起来十分困难。

“山里人很早就知道采摘野生连

翘能换钱花，但以前只能零星采摘。

近年来连翘价格一直不错，也很稳

定，所以我就有了把山上的野生连翘

连片移植，方便采摘的想法。”井河口

村党支部书记王长现说。

5年前，王长现集中连片流转

了 20 亩山坡地，栽种连翘幼苗

2000多株。“连翘是灌木丛，根部

长出来的小枝条就可以当幼苗移

栽。”王长现说。

连翘幼苗移栽 3 年后就可以

结果，第4年就会进入盛果期。一

亩地可种连翘120棵（丛），平均每

棵（丛）树可采摘湿果2斤左右，往

年市场行情每斤湿果15~17元，今

年价格上涨到了每斤25元。

看到王长现连片移栽连翘采

摘时很省劲，大伙儿纷纷效仿，村

民宋栓紧、宋栓群、王顺堂、杨利等

每家移栽都不下 10亩，一些村民

还在房前屋后种上了连翘，目前全

村连翘移栽面积已达400多亩，今

年年底连翘移栽面积将达700亩。

“乡党委、乡政府目前也引导

附近的长河、葛花园等村集中连片

移栽连翘。不久的将来，我们乡的

连翘移栽面积可达 2000多亩，成

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背

孜乡党委书记闫勺安说。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陈
会敏）一团毛线、一根钩针，经过一双

巧手的上下翻转，一件件色彩斑斓、

造型各异的手工艺品跃然眼前。连

日来，舞钢市矿建街道妇联组织的毛

线编织培训活动陆续吸引了辖区各

村的妇女前来观摩学习。

“听说有老师手把手教授毛线编

织技术，编织的成品还能拿到网上去

卖，我就第一个报名参加了。”7月 24

日，该街道张楼村的张小凤谈到自己

的学习感受时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

“毛线编织很容易上手，尤其是会织

毛衣的人学起来更容易，即使零基础

的人只要肯学也能学会。这不，有嫂

子手把手地教，还负责销售，我们啥

心都不用操，只用学好本领就行了。”

张小凤口中的嫂子是该街道纪

工委书记郭新生的爱人曹云凌。

曹云凌自小就对毛线编织有着浓

厚的兴趣，经过她手编织出的毛衣、鞋

子就像一件件工艺品。后来，她又视

频学习了新的毛线编织技术，成品也

更加丰富多彩。由于纯手工编织成的

花卉、玩偶、小挂件比流水线生产的更

有质感，市场前景好，尤其在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华人区非常受欢迎，订单

量大、利润丰厚，于是她试着把编织的

成品放到网上去卖，立刻吸引了大量

客商洽谈生意，订单火爆。

郭新生看到爱人的业余爱好为

家庭带来了不菲的收益，就想到利用

这一技之长来帮助辖区的群众拓宽

增收致富路。在街道妇联的推介和

大力支持下，前来向她学习的姐妹络

绎不绝。

“熟手一个月能轻松赚到2000多

元，工作时间、地点自由。”曹云凌说，

由于要求学习的人太多，她一个人手

把手教忙不过来，就从各村挑选出一

两个基础好的来培训，然后再由这些

受过培训的人回村教本村的群众。

本报讯“你们还别不信，我这儿

每个大棚的芹菜产量能达一万多斤，

我们一天就能给西亚超市供货1000

多斤。有了‘菜园子’，大家伙儿的日

子越过越好！”7月24日一大早，张能

在大棚里查看芹菜的长势。谈起种

植成果，张能滔滔不绝。

张能是信阳市浉河区吴家店镇泓

旭水培大棚产业园的负责人。该产业

园属移民专项扶持项目，占地约200

亩，主要建设了 20座水肥一体化大

棚。眼下，大棚里采用水培蔬菜技术

种植的芹菜生长正旺，鲜嫩水灵。

“现在，园区种植的芹菜有七八

亩，生长周期为30多天。芹菜种植对

水温要求较高，这里的水就是它们的

‘土壤’。我们将营养液加入水中，通

过水循环系统就能实现对芹菜的灌

溉。”张能说。

园区的田地间，朝天椒也长势正

好。一垄垄辣椒苗青翠葱茏，一簇簇

辣椒缀满枝头。“我们今年种植了七八

十亩朝天椒。从5月2日开始种植，预

计下个月第一批辣椒就能成熟。”张能

说，“目前，我们还在试种阶段，收益可

观的情况下准备继续提高规模，并推

广给周边村民一同种植、共同致富。”

据张能介绍，园区内的蔬菜也搭

上了技术的快车。该镇利用信阳农

林学院实训基地，为太阳坡村移民搭

建学习技术的平台，再由学院技术专

家对移民户进行集中培训、现场指

导，手把手教授移民种植技术，为企

业带来良好效益的同时，也对移民群

众的创业、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持。

如今，该项目已与信阳市西亚超市

达成合作，由大型商超对合格水培产品

进行包销。今年还通过招商引资的方

式，种植优质朝天椒供货到老干妈集

团，已在省内外蔬菜市场闯出了天地。

长势喜人的蔬菜也让周边村民的

脸上映照出灿烂的笑容。据悉，该项

目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移民”的

模式，与移民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接下来，我们准备引进烘干设

备，增加辣椒采摘的用工，将鲜椒制

成干辣椒，实现供销合作双赢。等天

气凉快了，我们还要陆续再增种水培

生菜、空心菜等品种，让‘菜园子’成

为我们大伙儿富裕的‘金路子’。”谈

及未来，张能信心满满。

（尹小剑 李振阳 徐铭）

带来带来

上种葡萄下栽薯 立体种植有新路

7月27日，在宁陵县阳驿乡商会铺子农牧专业合作社，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晶莹剔透，引来游客争相打卡尝鲜。近年来，阳驿乡致力发展无公害葡
萄种植，走出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葡萄产业已成为全乡的主导产业。 徐硕 胡明政 摄

7月30日，西平县师灵镇师灵村村民郭瑞种植的葡萄园里，熟透的紫葡萄
珠圆玉润、晶莹剔透，处处呈现出一幅丰收繁盛之景，吸引周边众多群众慕名前
来采摘。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田春雨 摄

一村一品 村村有“品”

桃子迎丰收 果农售卖忙

7月28日，沁阳市紫陵镇紫陵村果农张小青在采摘苹果，她家种植的14亩苹果喜获丰
收。近年来，该村将5000余亩坡岗地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杂果基地，葡萄、桃、杏、李子、犁等
水果应有尽有，每亩可收入7000余元，小杂果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息县白土店乡

变草为“宝”让艾富农

鲁山县井河口村

连翘采摘 翘起富路

舞钢市矿建街道

一双巧手一根钩针编织致富梦致富梦致富梦致富梦

信阳市浉河区

“菜园子”成农民富裕的金路子金路子金路子金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