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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安 王博 赵清俊

“伏牛山区生态环境好，野生菌类

多，今年帮朋友代收了 200斤野生羊肚

菌干品！”

9月7日，洛阳野胡沟食用菌有限公

司负责人石灵水说，野生羊肚菌对环境

要求苛刻，洛阳的野生羊肚菌多集中于

伏牛山区的嵩县和栾川县一带，干品年

产量不超过2000斤。

石灵水是嵩县人，厨师出身的他深

知菌类“提味”的重要性，亲手种植没有

污染的食用菌成为梦想。

2015年6月，他转让饭店，到德亭镇

段坪村尝试食用菌种植。从黑木耳、赤松

茸、羊肚菌到培育观赏灵芝，经过多年努

力，探索出了“秸秆→赤松茸→黏玉米→

羊肚菌”“菌瓜轮作”种植模式，让一个棚

既长菌又产果，带动6个乡镇发展食用菌

产业，助力100多户群众增收致富。

石灵水被授予“中国乡村菌业专家”

“全国食用菌产业脱贫攻坚新闻人物”等

称号，入选中国菌业专家人才库，成为最

受农民欢迎的“乡土专家”。

在嵩县，像石灵水一样的乡土专家

还有很多，技能赋能当地食用菌产业健

康发展。

嵩县食用菌种植规模常年保持在1.5

亿袋左右，年产鲜菇13万吨，产值约10

亿元，综合效益40亿元以上。

山高为嵩。嵩县山区占 95%、丘陵

占4.5%，生态是最大的优势。

绿色发展，生态优先。近年，嵩县的

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催生了

“林、药、牧、烟、菌、桑蚕”六大特色产业，

推动了农业转型升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嵩县的桑蚕业十

分红火，后来几近绝迹。2019年，乡贤楚

小莉的回归，让荒山荒坡成为“阡陌桑田”。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在甘肃植桑养

蚕的楚小莉，决心发挥嵩县资源优势，返

乡发展桑蚕事业。楚小莉说：“桑蚕业是

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产业，符合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符合嵩

县‘洛阳主要生态涵养区’定位。”

2019年 4月，楚小莉团队在嵩县纸

房镇种下了第一棵桑树。

一木为林，三木成森。经过多年努

力，洛阳阡陌桑田农旅科技有限公司探

索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精心打造 400亩“桑蚕小镇”的同时，辐

射带动7个乡镇49个行政村发展桑蚕产

业，受惠农民1340余户1.3万人。

公司还建起了桑蚕文化体验中心、

桑芽菜厂、桑叶茶厂、蚕丝被厂，桑叶茶、

桑叶粉、桑叶挂面、蚕丝被、蚕丝枕等深

受消费者青睐。

近年，“桑蚕小镇”着力在采摘观光、

特色乡村游等农文旅项目上做文章，构

建了以桑蚕、软籽石榴、猕猴桃和辣椒为

主产业集群，基地年均接待采摘、观光，

研学等游客10万人次，蹚出了农文旅融

合发展新路子。

特色产业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目

前，嵩县中药材种植面积62.5万亩、食用

菌 1.5亿袋、烟叶 2万亩、蚕桑 2.3万亩，

成为全国最大的槲叶、皂角种植加工销

售基地，河南省十大中药材基地、河南省

十大食用菌基地和河南省蚕桑种植第一

大县，打造了白河食用菌、饭坡桑蚕、何

村柴胡、田湖丹参等10多个高标准特色

优势产业集群，“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

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绿色已成为嵩县高质量发展最靓丽

的底色！

□本报记者 赵博

沿着平坦的沥青路上行，在一处山谷

中，树木掩映下白墙灰瓦的小楼映入眼

帘，古朴别致。

这是栾川县陶湾镇协心村的一座高

端民宿：静水山居。

“变化真是太大了，我以前经常路过

这里。”陶湾镇红庙村村民张清芝说。

为何变化这么大？原来，这里曾经是

一处废旧的铁矿石厂。

2015年，陶湾镇着眼协心村经济长远

发展，认为协心村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

离子含量高，守着绿水青山发展乡村旅游最

合适不过。

2015 年 8月，在外做生意的常石宝

看到家乡发展乡村旅游的广阔前景，返乡

后在这片工矿废弃地上投资建设了静水

山居。

“当时废旧厂房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

米，为保护生态环境已关闭多年，土地一直

在那闲着。”9月7日，常石宝说，民宿设计

时按照因地制宜、变废为宝、生态宜居的理

念，对废旧铁矿石厂进行升级改造。

建成后的民宿共有院落7个，客房48

间。特别是岩洞餐厅，原为水晶矿岩洞，

已废弃多年，静水山居运营后，将废弃矿

洞创意改造为酒窖和洞穴餐厅，吸引了不

少游客前去参观、体验。

“从我们家骑车到民宿只要10分钟，

很方便。”张清芝说，她以前都是跑到外地

打工，现在离家近能照顾孩子，每月还有

2600元工资。

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静水山居

吸纳了 20多名附近的村民前来务工，缓

解了附近农民的外出务工就业难问题。

“今年我又新建了咖啡屋、水上餐厅。

现在人们旅游住宿，不光看房间环境，还要

有可玩的项目。”常石宝边磨制咖啡边说，出

了民宿，旁边就是20公里长的国家级登山

步道、10公里大峡谷漂流、10公里长的山地

自行车道、露营基地等设施，让游客可以享

受到乡村慢生活。

不只是静水山居，陶湾镇越来越多的

乡村闲置资产“变身”高端民宿，刷新了乡

村的“颜值”。

“静水山居利用工矿废弃地，不断发展

‘民宿+’新业态，让个性化、高品质、体验性

的民宿成为越来越多游客们的选择。”陶湾

镇组织委员、统战委员张迎夏说，下一步，

陶湾镇将继续推动闲置资源有效利用，注

入新鲜元素，推出具有民俗风情、人文底

蕴、生态康养、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户外运

动等特色的旅游民宿产品，让陶湾的美丽

乡村成为游客“走了还想来的地方”。

□本报记者 赵博

开门见山，山外还是山。

在河南栾川伏牛山深谷里，有24座

“沉睡”的老屋，经过岁月的无情的冲刷，

面临损毁风险。

转机来了。

2022年栾川县三川镇开展“归园田

居”老屋拯救计划，祖师庙村白秫沟组这

24座老屋被“唤醒”了。

“白秫沟的老屋的平均房龄在40年

左右，最老的一座房子已有百年历史。”9

月7日，三川镇副镇长郭驰原说，这里海

拔1200米以上，有“21℃夏天”的美誉。

多好的避暑场所！

镇里和引进的河南山人行文旅团队

沟通后，打算用老屋发展民宿旅游，并投

资修建了道路、景观水系、饮水工程、污

水管网等基础设施。

施工开始了。

青瓦、泥墙、雕花木窗，老屋新生，摇

身一变成为高端民宿；这些老屋有了共

同的名字：“隐心谷”——隐去浮华、回归

本心。

“没想到曾经的土房子能变这么

美。”村民谢翠月说，“现在家门口开了民

宿，出门几分钟就到了工作地儿，每月工

资2500块钱，真幸福！”

原物、原貌、原来，这是历史。

“老屋依然是土坯房样子，我们在设

计时坚持‘自然美学+本土文化’理念，保

留了‘乡愁’。”隐心谷项目负责人郝兰天

说，目前24座老屋已改造7座。

“我们利用‘运营商+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农户+城市投资人’的模式，村民

可以用自己的房屋产权、宅基地使用权

等入股，合作社统一用这些资源对外招

商。”郭驰原说，村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运营商签了 20年的

租赁合同，村民可以收租金，也可以到民

宿打工挣钱。

村里来了游客，村里的农产品也随

游客走出了大山。

“我们收购农户的高山玉米加工成

新鲜玉米糁，招待游客；游客离开的时

候，这些土特产就变成了伴手礼。”郝兰

天说。

78岁的村民赵建昌在这里生活了一

辈子，平时靠上山采药；自从有了村外来

客，他的木匠老手艺又派上了用场。

“我们这里漫山遍野都是优质的山

杂木，我手工做的小板凳，一把能卖 50

块钱。”赵建昌的院里还有正在晾晒的连

翘叶，游客来时，喝杯清热的连翘茶，游

客走时，带走一个小木凳。

改建的高端民俗集群也让赵建昌这

样的山民大开眼界。

露营地、咖啡厅、采摘园、篝火晚会，

山民们慢慢也知道了什么是体验、沉浸！

除了隐心谷项目外，三川镇其他村

也在清查村集体的土地、空置房屋等资

源后，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村民用自

己的房屋、土地经营权等入股，合作社统

一用这些资源对外招商。

“目前，有2000余座闲置农宅加入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开始对外招租，已有120

余座老屋找到投资人并签订租赁改造协

议，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郭驰原说。

山涧老屋自带流量，出圈是一种必

然。

除了老屋，石磨、箩筐、竹篮，面塑、

河洛大鼓、黄河澄泥砚，乡村可以唤醒的

还有很多。

乡村振兴已经唤醒了山川的老屋，

正在唤醒洛阳乡村每一寸沉睡的土地。

本报讯 （记者郭培远）按照国家“十四五”期间临床重

点专科“百千万工程”建设方案，我省“国字号”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又有新动态。“今年给我省10个名额，‘十四五’期

间，河南已经向国家申报了27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

目。”9月6日，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公立医院

中评估产生具有医疗能力强、医疗质量高、管理规范等特点

的医疗专科，代表着国家级先进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强我

省专科建设，提高我省大型医疗机构医疗水平和辐射能力。

而对医疗机构而言，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是推动学科内

涵建设和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医院学

科医疗技术和服务管理综合实力的最高体现。

省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到2025年，我省力争建

设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目40~50个。

我省新增10个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实习生宋沣益）9月6日，“稀世

珍瓷·亚运传承”杭州2022年亚运会汝瓷特许作品《龙凤

对瓶》全球首发暨馆藏仪式在平顶山市举行。

当日发布的《龙凤对瓶》包含《龙行天下》《凤舞九天》

两件作品，是杭州2022年亚运会汝瓷特许作品，由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李廷怀创作

设计。作品用汝瓷文化展示亚运精神，传播中国文化。

亚运会特许作品《龙凤对瓶》发布

本报讯 （记者杨青）9月7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第十届中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上，鹤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邵七一介绍，

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商

务厅、鹤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原（鹤壁）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今年 9月 21日~24日在鹤壁市

举办。主会场设在鹤壁市朝歌文化园，同时设浚县古城、

淇县朝歌老街、淇滨区樱花文化商业街、鹤壁书城、智游

鹤壁·游客服务中心等十个分会场。

本届中原文博会以“文创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通过

展示文化创意产品、举办系列文化活动，汇聚文化产业资

源、促进文化交流合作，着力打造文化创意产品交易平台，

进一步推动中原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注入新动能。

目前，中原文博会确定参会企业1039家，其中参展商

816家，采购商223家。

文创点亮美好生活
第十届中原文博会将于9月21日开幕

本报讯 连日来，临颍县台陈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深入一线“亮身份、践承诺、作表率”，积极投身整

治工作，开展村庄保洁。截至目前，全镇党员累计参与志

愿服务活动135次，清理河道沟渠、残垣断壁，整治私搭乱

建等问题点位43处。

今年以来，台陈镇以“人居环境整治助推美丽乡村建

设”为主要目标，在打造整洁卫生、规范有序、生态宜居的人

居环境上下功夫、出真招，通过走访谈话、发放倡议书、张贴

宣传标语等方式，引导村民自行清理房前屋后垃圾，做好

“门前三包”，保持房前屋后、庭院内外干净，切实提升乡村

“颜值”，为“生态宜居星”的创建打下坚实基础。 （贾佳）

提升乡村“颜值”点亮“生态宜居星”

本报讯“便民服务中心真不赖，让我少跑腿很多趟，

真中。”9月 5日，郸城县秋渠乡钱小寨村村民钱治国对便

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钱大赛说。

原来，钱治国的房屋破旧，需要旧房翻新，他来到村党群

服务中心刚成立的便民服务中心，申请办理自建房旧房翻新

相关手续。钱大赛热情接待了钱治国，让他登记和准备好需

要提交的资料，并到乡镇、农业农村等部门，帮助其办理自建

房相关手续。

钱小寨村党群服务中心配套有党员活动室、办公室、会

议室、图书室、党务村务公开栏、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服务

功能区域，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功能更加突出。做到了“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节约了村民办事跑腿

的次数和时间，获得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今年以来，按照“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原则，秋渠

乡实施村级党群服务中心达标行动。通过奖补资金、政府

自筹、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方式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推

进党群服务中心新建和改扩建工作。截至目前，秋渠乡全

乡26个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已全面建成。

（巴富强 王士伟 李岩）

郸城县秋渠乡

村党群服务中心个个都“过硬”

嵩县 特色产业“枝繁叶茂”

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的“伊川模式”

栾川
废弃矿厂变身高端民宿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鹏）9月 6日，走近驻马店市

国际会展中心B区展馆北侧，浓郁的火锅味便迎面扑来，挤入人

群细看，西平县启明肉食的工作人员正为参会嘉宾涮牛肉、涮牛

肚，另一旁的工作人员耐心地为“食客”们烹饪牛排。

“包总，来品尝一下咱们西平县的涮牛肉、酱牛肉和煎牛排，给

我们提提意见……”展台前，西平县县长侯公涛向伊利集团副总裁

包智勇发出品尝邀请。

在等待食品烹饪完成的间隙，侯公涛走到旁边的冰柜里拿出

黑椒风味调理牛排、酱牛肉、速冻牛肉卷等产品向同行客商们详

细介绍：“这些产品都是启明肉食自主研发生产的，有‘启明’冰鲜

牛羊肉系列、‘牛县令’西餐牛排系列等100多个单品，产品畅销

北上广深等地，大家如果有好的渠道或者合作意向，请与启明肉

食负责人联系。”

在C区西平展馆，甘甜清冽的“豫坡白酒”、肥美细嫩的“加州

鲈鱼”、清香怡人的“蒲公英茶”、香气扑鼻的“石磨香油”、天然萃

取的“黑小麦粉”……吸引了不少参会客商的眼球。每到一个展

位前，侯公涛都会驻足停留并向同行客商进行详细的商品介绍，

极力推荐。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胡瑞
琪 余川）小麦加工的王勿桥伏陈醋、

秸秆加工的颗粒饲料……9月 6日，

在“农加会”上，正阳县组织30多家农

业加工企业100多个品种参会参展。

“这是汉井伏陈醋，是正阳的特

产。”正阳汉井伏陈醋负责人王娜看到

主播到来急忙上前“抢”镜头向主播介

绍。

“我们的花生秧秸秆加工产品

已经漂洋过海卖到国外了。”正阳

县新天地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蒋

金锋积极为客商介绍。

在正阳展厅，正阳君乐宝乳业有

限公司加工生产的酸奶、正阳品味农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花生等一个个产

品吸引许多客商驻足品尝。

近年来，正阳县抓住“土特产”

里的“土味”和“特色”优势，培育主

导产业集中且效益突出特色行政村

58个。同时，引进和建设了一批发

展规模大、创新能力强、加工程度

深、示范带动好的精深加工企业，使

农产品就地就近转化增值。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贾
鹏）9月7日，在“农加会”驻马店市重

点项目签约仪式上，上蔡县现场签约

5个项目，合同投资总额 39.6 亿元，

加上开幕式当天签约的3个 10亿元

项目，本届“农加会”上蔡县共签约8

个项目，总合同金额69.6亿元。

今年以来，上蔡县主要领导

带领全县 15个招商专业小分队，

依托整理收集的 52 条招商线索

信息，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制鞋

服装、生物医药、五金电子、绿色

建材等行业精准“出击”，陆续赶赴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开展招

商引资工作，先后与同福集团、牧

原集团、想念集团、英诺尔集团等

35 家重点企业对接洽谈，积极开

展招商引资活动。

西平县长为土特产站台吆喝 正阳上百种特产受青睐

上蔡签约8个项目 总投资69.6亿元

本报讯 （记者郭明瑞）为展示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

支撑行动计划食用菌专项实施效果，促进珍稀食用菌生产

技术交流与进步，9月6日~7日，河南省“珍稀食用菌生产

技术”观摩培训会在宝丰县举办。

据了解，本次培训会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河南省食用

菌协会主办，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河南省农业

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宝丰县农业科学研究

所、宝丰县弘亚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办。优质食用菌

专项2022年~2023年各专题、任务负责人，相关食用菌管理

及推广部门和河南食用菌生产基地代表共100余人参会。

会议邀请了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副研究

员、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站长孔维威

等专家，分别从白灵菇、黑皮鸡枞等生产关键技术进行培

训，并和菇农现场进行互动、答疑解惑。

近年来，宝丰县珍稀食用菌产业取得快速健康发展，

2023年种植面积达到5000亩。

专家支招 菇农解惑
“珍稀食用菌生产技术”观摩培训会在宝丰举办

□本报记者 王侠

9月 7日，伊川县白沙镇小王村高标

准农田的高粱地里凉风习习。“50%的利

润，大头都让咱农民赚了。今年我这

3000亩高粱，亩产 1000斤左右，以每斤

1.5元的价格，全部订单销售给劲酒集团，

每亩收入1500元，除去700多元成本，预

估每亩能赚700多元。”今年36岁肤色白

皙的职业农民李康说，“依托北大荒，我们

农民有了靠山，农业保险，农业贷款全部

帮咱办好；从选种到销售，不用咱操心。”

“北大荒农服集团总共来了七八个

人，农田主要由职业农民打理。我们从伊

兴源水资源公司以每年每亩 700元地租

托管过来，再以相同价格交给职业农民管

理，地租和农资投入由职业农民出，土地

收益也都归职业农民。”北大荒农服集团

冀鲁豫中心河南总经理韩卫说。

去年年底以来，伊川县积极探索乡

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的新路子，以高标准

农田改造为切入口，通过土地集中统一

流转，采取运营前置理念和市场化运作

机制，集中改造后托管给龙头企业运营，

发展乡村产业，促进乡村建设，带动乡村

治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伊川模式”得

到了农业农村部、财政部高度关注和认

可。

伊川县组建了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伊兴源水资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

体，通过市场化运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以创新思维激活沉睡资源，把死资源

变成活资本。

伊兴源水资源公司董事长苏亚锋说，

高标准农田改造建成后，托管给北大荒

农服集团开展全产业链运营，伊兴源水

资源公司收取托管费、租金、灌溉水费等

偿还贷款本息，实现项目收支平衡且略

有盈余。

在土地流转上，对流转意愿较强的

农户，土地由北大荒托管运营，农户接受

北大荒集中培训，转化为职业农民；对流

转意愿不强的农户，通过“小田并大田、

差田换好田”，在北大荒指导下，实行耕

种管收一体化。

在运营管理方面，北大荒给农民提

供“五统一”服务，即统一对接订单、统一

种植方案、统一农机调配、统一农资供

应、统一产品销售。

截至目前，10万亩秋田种植区土地

流转已到位。三年内，伊川县将完成

25.8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富硒谷子、

红薯、杂粮种植产业园三大园区。

伊川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乡村

振兴的突破口，促进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带动村集体增收，村集体增收以后，反哺

乡村的全面建设，用于“乡里中心”运营、

“五星”支部创建和“一网双联多元”治理

体系运转，做到有钱办事、有人管事、有章

理事，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

伊川县委书记仝宇鹏说：“下一步，我

们将与北大荒农服集团密切合作，持续完

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提高当地农民就业率，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实现‘耕作机械化、生产标准化、服

务专业化、粮食商品化、田园风景化’五大目

标，在伊川大地绘就田成方、路成网、水相

连、村成景、产村融合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醒来了，栾川山村老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