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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带来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

丁英豪）“现在我种植的金丝皇菊

正赶上采收鲜花，花朵大而色泽鲜

艳，今年一定能卖个好价钱。”11月

9日，邓州市都司镇大罗村金丝皇

菊种植基地的陈玉定望着满地的

菊花高兴得合不拢嘴。

走进金丝皇菊种植基地，花香

扑鼻而来，一团团、一簇簇竞相绽

放，村民们穿梭其中，忙着采摘菊

花，一派丰收景象。

陈玉定介绍，金丝皇菊兼具观赏

价值与经济价值，他种植40余亩，整

个花期能采摘3至4次花朵，目前刚

进入采摘期，就已经有各地的收购商

前来订购，预计整个花期采收鲜花8

万余斤，每次采摘2万余斤鲜花，其

大部分都销往安徽亳州等地。

“金丝皇菊种植基地在发展壮

大的同时，有力地带动了附近劳动

力就业，目前在基地打工的有附近

村民20多人，每人每天可收入80~

100 元，整个花期可收入 1 万余

元。”大罗村党支部书记牛文站说。

金丝皇菊作为新型特色产业，

不仅对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

挥重要作用，而且大力促进了生态

环境的改善。都司镇将以群众增

收为出发点，因地制宜，在菊花产

业发展上下大功夫，持续扩大种植

规模，积极推进菊花深加工，促进

农业增效、群众增收。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张成亮 陈远志

近年来，泌阳县积极谋划“庭院经

济”致富模式，通过打造宜业庭院，不

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因地制宜，依托

房前屋后闲置地块进行改造，大力发

展乡村产业，加快和美乡村建设，促进

村民增收致富，形成了“一村一品”的

庭院经济发展格局。

庭院种香菇 致富促增收

11月 8日，天刚亮，乔庄村村民王

保谦和往常一样，早起忙完家务，就在

自家庭院的食用菌大棚里忙碌了起

来。和王保谦一起在大棚劳作的还有

同村的几十个村民，他们大多是村里的

脱贫户，最多时有 20多名脱贫户在这

里就业，每人每月增收2000元左右。

“我这批共上菌棒 5000棒，目前

已经开始出菇，群众积极性很高。同

时，我们还成立了香菇种植专业合作

社，并且同泌阳县大地菌业基地达成

销售合同，为群众解决了香菇销售的

后顾之忧。”正在自家庭院

干活的乔庄村党支部书记

李宝成说。

目前，乔庄村形成了

菌种繁育、香菇种植、仓储

物流等产业链条。随着国

内消费市场的升级，香菇行

业从低端价格竞争转向高技术

含量比拼，处于产业链最前端的，当属

菌种研发。乔庄村积极适应这一发展

趋势，积极开展菌种研发，清香缘菌业就

是这方面的领军企业，这家企业培育的

菌种产量大、易种植，年销售额120万元

左右，最多时吸引100多名当地群众在

这里就业。目前，乔庄村利用庭院种植

香菇18万余袋，年产值300余万元。

庭院养毛驴 走上致富路

走进盘古乡席岗村村民李政自家

庭院内的养驴场，只见一头头体格强

健的毛驴正悠闲地吃着草料。

“我这里饲养的基本上都是泌阳

驴，有200头，属于当地稀缺品种。泌

阳驴全身都是宝，不但营养价值高，还

有药用价值。我是 2019

年开始养殖泌阳驴，因为

是首次养殖，每个环节都

是摸着石头过河，驴主要

是我们自己繁育的，小公

驴一般四五个月就可以

出栏，母驴用于长期繁

育。”李政说。

“销路不用发愁。主要是湖南、湖

北等地的商户定期前来收购，一般用

来屠宰产肉和生产阿胶，一斤驴肉市

场价在25元左右，一头小公驴可以卖

1万多元，一年可出栏近百头公驴，养

殖场每年收益有近百万元。”李政说。

随着养殖产业的发展，李政还积

极鼓励身边村民共同发展产业增收致

富，积极带动多名群众在养殖场就业

增收，还有不少村民自己利用各自庭

院的闲置空地投资毛驴养殖事业，村

民的腰包也逐渐鼓起来。

庭院养獭兔 蹦上幸福路

“这几棚都是俺养的獭兔，俺家现

在有种兔100多只，今年冬天能繁育近

1000只小兔子。”黄山口乡安庄村獭兔

养殖户高万青兴致勃勃地站在自家庭

院讲述着自己养殖肉兔的创业故事。

“俺村土地贫瘠，耕地少，家里也脱

不开身，这些年在家一直想找点事做，

十年前，和家人商量，打算在家里养殖

獭兔。”提起这些年的创业经历，高万青

有说不完的话。2012年，为了能养好獭

兔，高万青走南闯北，调研市场，学习养

殖经验。经过几年的摸索学习，2016年

她申请成立了泌阳县万青农民专业合

作社，在自家庭院建立了獭兔养殖基

地，一次性引进獭兔种兔200多只、伊拉

种兔150只、比利时兔种兔100只。养

殖獭兔的第一年，高万青就盈利16万

元，成为当地有名的养兔大户。

近年来，獭兔市场价格波动频繁，

但价格变动不算太大。“一只长到3斤

多卖，能卖近40元，一只种兔一年10

窝，一窝生9只小兔，100只种兔就有

1000窝，就是 9000只小兔。每年在

不影响正常农忙的同时还能挣将近5

万元。”高万青边说边算着每年的獭兔

养殖收益。在她的带动下，附近不少

村民也加入獭兔养殖队伍。

本报讯 11月 8日，走进内黄县井

店镇杜河道村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群

众忙碌收蒜苗的身影，松根、抖土、捆

扎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捆捆蒜苗

静静地躺在地里，等待被装车运往全

国各地。

“我是附近苏王尉村的，现在农闲

就和伙伴们一块出来打零工，不用出远

门，每天可收入100多元。”正在整理蒜

苗的苏王尉村村民王社英高兴地说。

“今年蒜苗价格较去年高，俺家今

年种了10亩蒜苗，现在行情每亩收入

5000元以上，仅这一茬蒜苗可收入 5

万元。”杜河道村村民李姣玲说。

“目前，杜河道村已经形成温棚菜

与露地菜轮茬种植，四季均有蔬菜上

市的种植模式，我们村目前种植各类

蔬菜3000余亩，可给群众带来收入近

2000万元。”杜河道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杜惠广说。

杜河道村是井店镇大力发展特色

农业产业的一个缩影。“五星”支部创

建工作开展以来，该镇依托“产业兴旺

星”创建，积极引导群众调整种植结

构，实施蔬菜集中连片种植，形成了杜

河道村、李河道村、庙上村蔬菜集中示

范区，打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致富产

业，带动了当地群众持续增收，有效助

力了乡村振兴。 （王都君 邢国良）

本报讯（通讯员雷显会 洪晓燕
黄春艳 记者李振阳）“大致估计，今

年能收十万多斤。”11月6日，商城县

余集镇迎水村红薯种植户田圣金介

绍他今年的“甜蜜”收成。

田圣金是商城县余集镇红薯种

植大户，他不仅种红薯，还因此成立

了信阳金恒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今年

根据红薯产品加工用途分别种植了

20 亩水果红薯——“西瓜红”和 30

亩产粉红薯——商薯19号。

“每亩收成大概有5000斤，百斤

红薯出 18斤干粉面。”田圣金说，根

据市场行情，该镇红薯粉条一直以来

都属于紧俏产品，每斤至少16元，仍

然供不应求。

农产品收益好，得益于该镇勇于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村民增收方

面的大胆探索。

据介绍，余集镇土地资源丰富，

土壤富含有机质和丰富的钙、磷、钾

等有效成分，自然肥力高，质地疏松

与红薯种植条件相契合，光照适宜红

薯生长。

为 有 效 利 用 自 然 资 源 ，挑 选

优质红薯苗，助力发展农副产品

等一系列问题，余集镇积极与广东

省江门农本农业有限公司对接，引

进适合当地环境的普薯 32（西瓜

红）、商薯 19 号两个品种。通过一

年试种，所选品种具有健壮纯净、成

活率高、结薯早、耐储藏等特点，能

够有效保障种植户的经济收益，深

受农户欢迎。

选好种苗，带好产业。余集镇

坚持以“主栽品种保优势，搭配品

种满需求”为产业发展定位，在种

植传统品种的基础上引进新品种，

今年累计种植红薯 1400 余亩；同

时，积极探索通过“党支部+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以产业振兴带动乡

村振兴。

“通过新品种的引进，充分调动

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丰富的红薯品

种能使群众获得更高的收益。”余集

镇红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岳

海洋将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的责任扛在肩上，他说，“不管是

红薯苗的挑选，还是红薯地松土、起

垄、覆膜及栽种浇水，每一步村‘两

委’全过程参与，为的就是做大做强

红薯产业，实现产业增收，当好特色

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11月 10日，在鲁山县梁洼

镇鹁鸽吴村现代化养鸽大棚，数千

只大小不一的鹁鸽咕咕咕地叫个

不停。刚出生长着稀疏绒毛的幼

鸽躲在母鸽怀里惹人爱怜，小乳鸽

胖嘟嘟的，成年鸽浑身洁白，精神

十足，漂亮养眼。

“我从去年12月引入300对鸽

子开始，已自繁自育扩大到3000多

只，其间，还卖过一些鸽子蛋、乳

鸽、商品鸽等，目前已形成了一条

完整的产业链。”大棚主人宋春阳

说。

鸽子肉营养丰富，民间素有

“一鸽顶九鸡”之说，其中以出生25

天左右的乳鸽为最佳，目前市场上

每只售价在 20元左右。鸽子蛋具

有清热解毒、补血养颜的功效，被

称为“动物人参”，一枚零售价在 6

元左右，供不应求。

喂养鸽子饲料精细，只吃完整

的玉米粒、麦粒、高粱米、铁豌豆，

再搭配助消化的保健营养沙。“成

年鸽子一天得3两食，一年才下9~

10窝蛋，每窝两个，所以饲养鸽子

成本较高，这也是成鸽、乳鸽、鸽蛋

价格较高的原因。”宋春阳说。

鸽子自然孵化成活率低，为提

高鸽蛋的孵化成功率，宋春阳总结

出了一个妙招。“鸽子蛋孵化一般在

18天左右出壳，先用两枚假鸽蛋让

母鸽孵化，等18天后，先把一只人工

孵化出的幼鸽放进母鸽窝内，替换

掉一只假鸽子蛋，等第二天再把一

只小鸽子放进鸽子窝内，替换掉第

二只假鸽子蛋，这样母鸽就会认为

两只幼鸽都是自己的亲孩子，会尽

心尽力地喂养它们。”宋春阳说。

鹁鸽吴村是国家级古村落，随

着近年来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游

客也越来越多。“基地共建有4个养

鸽大棚，村里也正在争取项目资金

扩大养鸽规模。等 4 个大棚上满

后，将达到年存栏量2万只，出栏乳

鸽8万只、肉鸽2万只、鸽蛋8万枚

的目标。今后游客来到鹁鸽吴村，

就能品尝到鹁鸽系列美食，买到鹁

鸽系列土特产了。”鹁鸽吴村党支

部书记刘军旗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婉
婷 陈亚飞）10月 31日，在叶县辛店镇

田寨村富群种植专业合作社生姜种植

基地，20多名村民正在收鲜姜，把枝干

与生姜剪开分离，然后抖土、分拣、装

箱……

“现在正在装箱的是山东的订单，

600吨，市场价每公斤5.2元，预计100

亩地能收入300多万元。”田寨村富群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群说。

今年55岁的郑群是土生土长的辛

店镇人，2013年成立了富群种植专业

合作社，主要以种植小麦、玉米、花生

为主。由于田寨村气候温和、土壤疏

松，适宜种植生姜，2021年郑群偶然发

现种植生姜的商机，于是多次到山东

学习种植技术，逐渐掌握了种植技巧，

此后在村“两委”的帮助下，开始种植

生姜，并采取“合作社+生姜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生姜产业，

辐射带动周边村庄数十人务工就业。

“我在合作社干了两三年，基本干

的都是熟练的农活，一个月能挣3000

多元，离家也近，就这心里都可高兴。”

务工人员胡爱珍说。

目前，该合作社生姜种植面积已

达 500余亩，年产值达 1600 万元，主

要销往省内和山东、安徽等地。

“下一步，合作社将采取公司化管

理模式，进一步扩大生姜种植面积，争

取把生姜的品牌打出来，带动更多的

村民发展生姜种植致富。”郑群说。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张志超 杨恒战）“我种了 20 亩萝

卜，每亩产量近万斤，20 万斤萝卜

大丰收。”11月 9日，封丘县潘店镇

屯里村村民李建中边收萝卜边自

豪地说。

眼下，正是萝卜大量上市的季

节，在李建中的萝卜田里，放眼望去，

绿叶苍翠的萝卜显得格外诱人，一簇

簇青绿萝卜并排齐长、个头匀称、长

势喜人。李建中正在忙着拔萝卜、割

叶子、挑拣、打包、装车，忙碌地采收，

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谚语有云“冬吃萝卜夏吃姜”，萝

卜作为时令蔬菜，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屯里村土质疏松、肥沃，涵养水

源充足，非常适合萝卜生长。李建中

种的萝卜品种优良，很受消费者欢

迎。“批发商开着车来地里收购萝卜，

我也会自己拉萝卜到县菜市场或镇

上去销售，吃过我的萝卜大家都说

好。”李建中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潘店镇立足本地资源优

势，坚持市场导向，鼓励引导群众因

地制宜种植萝卜、花生、红薯、辣椒等

特色农产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

动土地综合利用率、产出率最大化，

产业就业齐头并进，实现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潘店镇

党委书记李同海表示，该镇将以主题

教育为抓手，继续引导群众发展特色

种植，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提高

土地使用效率，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发

展的“金钥匙”，促进农业增效，稳定

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薛建祥 祝遵
平 刘姗姗 陈纪红 记者尹小剑）科

学养殖蚂蚱，投资少、周期短、销路

好，作为新兴的特色产业，蚂蚱养

殖近几年在信阳市平桥区平昌关

镇得到了蓬勃发展。

11月 8日，走进平昌关镇李营

村蚂蚱养殖基地，大棚内不计其数

的蚂蚱飞快地嚼着绿色草叶，发出

窸窸窣窣的声音。见有人靠近，全

都跳跃飞腾起来，“沙沙沙”的扑腾

声好不热闹。

据该基地负责人马卫东介绍，

这些高约两米的白色大棚不是普

通的蔬菜大棚，而是专门为蚂蚱量

身定制的，全部使用透气的纱网和

塑料膜建造，出入口处设有拉链，

就像一个个巨型“蚊帐”。目前共

有 40 个大棚，每个大棚 100 平方

米，毛收入一年一万多元，投资可

大可小，正常来说当年基本上可以

回本。

由于蚂蚱喜食禾本科和莎草

科植物，常被称作田间害虫。但

是，人工养殖的东亚飞蝗是少数可

以食用的蚂蚱品种，个头大、肉质

好、无污染、营养价值高，具有广阔

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马卫东

结合本地气候条件不断探索大棚

规模化养殖。

“东亚飞蝗不怕热，也不饮水，

只要保证草料充足，就能存活和繁

殖。每一批养完以后，它的卵就会

产到土底下，浇水后里面的湿度温

度一达到，自己就从土里面出来

了，这样可以一直循环8~10年，第

二年的投资只需要种草就行了，管

理简单，基本上不会有疾病。”经过

摸索学习，马卫东积累了丰富的养

殖经验，如今，基地的蚂蚱供不应

求，主要销往山东进行深加工。

马卫东养殖蚂蚱不仅增加了

自己的收入，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共

同致富。在日常管理中，他请村民

帮忙割草和喂养。如果有村民愿

意养殖，他还教大家养殖技术，并

负责收购。马卫东计划将蚂蚱产

业持续做大，为更多群众增收开辟

新路径、拓展新空间，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

11月7日，宁陵县张弓镇北村，金灿灿的菊花大面积盛开，村民正在采摘金
丝皇菊，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张弓镇通过“同心圆·共发展”结对帮
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菊花产业，形成了集菊花种植、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产业链，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徐硕 摄

◀11月11日，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北马辛庄村，安阳红土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蔬菜种植大棚里，村民路丽丽在收获圆茄子。近年来，都里
镇依托独特的山地与气候条件，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
发展特色种植，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毕兴世 摄

鲁山县鹁鸽吴村

养殖鹁鸽有妙法

信阳市平昌关镇

蚂蚱养殖成特色产业

邓州市都司镇

金丝皇菊开出“金色”生活

宁陵 菊花丰收季 香飘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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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方寸地 变身致富园

内黄县井店镇
蔬菜种植
种出幸福生活

叶县田寨村
500余亩生姜
年产值1600万元

产业引进带来新“薯”光

20万斤萝卜喜获丰收

▶11 月 9 日，在南阳市
卧龙区青华镇万庄村，村民在

晾晒小辣椒。近年来，卧龙区青
华镇因地制宜发展小辣椒种植产

业，逐步形成集规模种植、精深加
工、仓储贸易等于一体的辣椒全

链条产业格局，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
富”的新路子。 高嵩 摄

泌阳县

商城县余集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