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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老胡，看这姜的个

头多大，今年要大丰收了。”11月

20日，汤阴县白营镇西木佛村生

姜大棚内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十

余名工人正忙着起姜、修剪、除

土……一块块金黄肥大的生姜慵

懒地“躺”在田间，散发着阵阵扑鼻

的辛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据了解，生姜种植户张现军是

白营镇种姜“第一人”。2022年，

他听山东好友介绍，种植生姜的收

益要比种玉米、小麦高得多，便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番系统

学习与实地调研，他决心回乡发展

生姜种植。

“我今年租了 7亩土地，专门

种植优质生姜。虽然是头一年种，

但在镇农技人员的指导帮助下，预

计亩产能达 8000~12000 斤。以

后种植技术成熟了，产量会更高。”

看着身后大片丰产的生姜，张现军

激动地说。“这些刚挖出来的是青苗

姜，会先在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目前

收购价格是3块多钱一斤。剩下的

青苗姜就下窖储藏，等圆头期过去

成为圆姜后，价格会更高，而且还可

以错峰上市，进一步提高收益。”

探索生姜种植是白营镇决心

打造农业强镇，带领群众致富的尝

试之一。据白营镇农业办主任赵

玉平介绍，近年来，该镇围绕争创

“产业兴旺星”目标，积极盘活土地

资源4000余亩，吸纳农村闲散劳

动力300余人，每年可带动其增收

8000元左右。

“除了加大力度鼓励、扶持

村民发展农业种植外，下一步，

我们还计划探索链条式产业发

展，改变从种到销单一模式，开

放种植园、采摘园，吸引游客游

玩；进行二次加工，打造特色产

品等，不断提升乡村经济‘造血’

功能，助力乡村产业‘多元’发

展。”提及未来发展，白营镇党委

书记姬科信心满满。

（王都君 史文珮）

本报讯 11 月 21 日，洛阳市

孟津区会盟镇下古村黄河滩，村民

正在忙着收获“特殊蔬菜”——银

条（如图）。

拖拉机来回穿梭间，雪白、厚

实的银条被翻出地面，10多名村

民一字排开捡拾收获，丰收的喜悦

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银条，又名地灵、草石蚕、罗汉

菜等，是一年生唇形科植物，叶卵

圆形，根茎质地细密、嫩

脆多汁、色白和味，

根茎是一种美食，

肉质脆嫩，无纤

维，风味独特，

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和氨基酸。

近年来，下古村在优化调整农

业种植结构中，注重与市场接轨，

采取“订单+农户”的方式，引导群

众利用当地临近黄河、沙滩地资源

丰富的实际，种植银条 600多亩，

努力打通销售渠道，创造了亩均收

益1.5万元的纪录。发展银条特色

产业，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实

现了种植产量高效、销售渠道

畅通、收入稳定增长的乡

村振兴新路径。

（许金安 郑占波 任
小姣 文/图）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梁亚洲）11月 20日，在舞钢市枣

林镇洪建村，火红的辣椒铺满地正

在晾晒，广场内务工人员正在紧张

有序地挑选、采摘辣椒，呈现出一

派红红火火的丰收景象。

“我们村种的可不是一般的辣

椒，我们的辣椒是从新疆引进的优

质‘口红辣椒’，辣椒色泽鲜艳，个

个光泽饱满。”洪建村党支部书记

张中伟说。

据了解，“口红辣椒”是主要用

于做口红原材料的辣椒，其红色素

属于胡萝卜素类天然色素，色价比

非常高，着色能力强，保色效果好，

广泛应用于肉类、饮料、罐头制品

等各类食品的着色，安全性高，具

有营养和保健的良好作用。

今年年初，张中伟在外出时偶

然发现“口红辣椒”产量高、效益

好，回村后他鼓励本村六组、七组

村干部梁耀方和梁耀杰俩人采用

土地流转方式，种植“口红辣椒”

100亩。

“今年的辣椒结得特别好，我

们种植的100亩辣椒，每亩产量能

达400多斤，按照市场均价每斤8

元来算，一亩地收益三四千元，总

收入在35万元以上。村里已帮我

们联系了周口、南阳等辣椒深加工

公司，签订了长期协议，采取订单

销售的模式，完全不用担心销路。”

梁耀方一脸欣慰地说。

辣椒种植不仅增加了种植户

的收入，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务工。

平时，附近村民到辣椒种植基地帮

忙种植、除草、采摘、打包等。“辣椒

成熟采摘繁忙的时候，每天用工都

要上百人，每人每天可收入100多

元。”梁耀杰说。

“近年来，枣林镇依托自身资

源优势，在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的同

时，大力培育发展特色产业，紧紧

围绕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总

体目标，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种

植，实现强村与富民‘双赢’，夯实

乡村振兴坚实基础。”枣林镇镇长

陈瑶说。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黄琨 何炜 刘冰）“豆丹（豆青虫）

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营养丰富，比

较受消费者欢迎，经济效益不

错。豆丹一年可以养殖两茬，目

前，今年的第二茬豆丹已经进入

休眠期。”11月 20日，在许昌市建

安区艾庄乡袁庄村豆丹养殖基地

网棚里，养殖户袁高钊正在用铁

锨从青豆地里挖出几只已经进入

休眠期的豆丹。

2018年，袁高钊在村内承包

土地30亩，开始了种植青豆，养殖

豆丹之路。2022年 10月，他又承

包了袁庄村产业扶贫基地的10座

大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豆丹

养殖从虫卵、成虫、入土、化蛹、羽

化、再产卵，形成了一个循环。

袁高钊说，每年4月上旬，他

开始种植第一茬青豆，5月中旬

开始向青豆叶子上“挂虫卵”，一

个月左右便可收获豆丹。7月开

始种植第二茬青豆，45天后“挂

虫卵”，9月中上旬就又可收获一

轮豆丹。

目前，袁庄村豆丹养殖基地有

9座网棚、10座冷棚，主要开展豆

丹养殖、育卵、销售等业务，每亩豆

丹产量在150斤左右，市场价每斤

10元至40元。目前，袁高钊还带

动当地群众从事豆丹养殖，拓宽增

收渠道。

袁高钊说，他计划再扩建6座

冷棚，扩大养殖面积的同时，积极

发展豆丹深加工产业，带动更多的

群众通过养殖豆丹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

讯员文浩远）“从地里挖出来

之后，去掉叶子，只留下根

茎。”11月 22日，在禹州市张

得镇石王村禹白附试验田

里，该村党支部书记王晓中

正在反复叮嘱村民们采收的

注意事项。

位于禹州市西南部的张

得镇石王村山地、平原各占一

半，为进一步促进村内产业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该村积极谋划，在调研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村内山地梯田的地理

优势，决定发展中药材禹白附种

植，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为进一步降低风险，积累药

材种植经验和技术，今年年初，该

村设立了6亩禹白附试验田，由村

集体先行试种，积累种植经验，根

据种植结果再行推广。

“我们和种子供应商达成协

议，由他们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

我们试种，等到禹白附采收后，再

由他们进行回收，这样既有了种

植技术和指导，也保障了销售渠

道。今年禹白附一共卖出了 4.5

万 元 ，除 去 成 本 ，每 亩 纯 收 益

4500 元左右。”石王村村委会副

主任王万欣说。

近年来，张得镇积极引导农民

发展中药材种植等特色产业，目前

辖区种植有禹丹参、禹白附、防风、

生地、菊花等10多种中药材，总面

积达6000多亩，拥有种植大户40

余户，中药材产业已成为该镇群众

增收的主要产业之一。

“今年，我们以石王村为试点，

打造禹白附试验田，效益可观。下

一步，将发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的作用，通过土地流转扩大种植规

模，带动群众种植，用中药材种植

开出村民增收致富的良方。”张得

镇党委书记周金伟说。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李新春 彭欢
欢）11月 21日，走进商城县

汪桥镇汪楼村菊花种植基

地，连片的杭白菊正在绽放，

远远望去，漫山遍野犹如皑

皑白雪覆盖，构成了一幅冬

天田园诗画，托起了产业振

兴梦。

近年来，汪桥镇通过农

业招商引进语桐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方式共流转林地1000余亩，实行

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回收、

统一加工、统一销售，打造成集种

植、加工、存储于一体的菊花种植

基地，形成了菊苗繁育栽培、

烘烤加工、包装销售全链条产业

发展模式。目前菊花衍生商品销

往国内外，年销售额达 500余万

元，带动周边群众 200多人增收

致富，人均年增收1万余元。

“基地种植品种有胎菊、金丝

皇菊、杭白菊等十余种，每亩产量

在 1000~2000斤，产值在 3000~

5000 元。”语桐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黄太林说。

如今，汪楼村的菊花已进入

盛开期，为充分发挥观赏型农业

的旅游开发价值，公司以花为媒，

利用“旅游+”模式，整合农业、文

化和人才资源，通过文旅融合、农

旅融合，打造“春赏樱花秋看菊”

的乡村旅游格局。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军 高长军）初冬

的暖阳普照在卢氏县双龙湾

镇河东村和上店村，清新的

空气中夹杂着泥土的芳香，

林荫下的村民三五成群地忙

着采挖丰收的天麻。

近年来，地处深山老林、坡多

地少的河东村、上店村立足自然

森林资源优势，采取支部引领、示

范带动、产业奖补等措施扶持群

众发展山地天麻种植产业，探索

出一条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子。

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村

民们忙着采挖成熟的天麻，挑

选、留足下一年的箭麻母种，上

店街和双龙湾镇区的几家中药

材收购门店架起了药厂和药农

的“金桥梁”，开启了一年一度的

天麻收售大战，药农药商个个喜

笑颜开。

“ 这 是 我 家 前 年 夏 天 投 资

5000多元种植的1100穴天麻，这

几天采挖了 1600多斤大天麻，还

有 200多斤小天麻留作明年的种

麻。你看，这些白里透黄、个大身

圆肉厚的成品天麻烘干后 1斤能

卖 50多元，按4斤烘干 1斤计算，

能卖2万多元，加上连翘产业和女

婿在外务工，全年收入 10万元稳

稳当当。”正忙着蒸煮、烘干天麻的

河东村种植户王专姓高兴地说。

2017年，48岁的王专姓学习

无性和有性繁殖天麻新技术，买

来天麻母种和蜜环菌种，用修枝

抚育的椴木枝丫做菌材种植了

200穴天麻，2020年成功采收了

300多斤成品天麻。

有了成功种植管理经验的王

专姓更加坚定了年年扩种天麻的

信心，他计划明年再种 2000穴，

也迈入村里天麻种植大户的行

列。

像王专姓一样，在河东村和

上店村种植天麻的农户有160多

户，每户单项收入少则1万多元、

多则5万多元，总种植数量8万多

穴，年产鲜天麻120万斤，总产值

突破1000万元，由贫穷落后的小

山村蝶变为远近闻名的“天麻专

业村”。

“天麻好管理，只要选好避风

阴凉、利水透气的中性土壤山地

和容易萌发菌丝的菌材，掌握授

粉、拌种等关键环节技术，就能确

保天麻种植稳产高产。从第一年

夏天种植到第三年秋冬季采收，

只需正常看护即可，是一项省时

省力、投资小、效益高的短平快致

富项目。”上店村党支部委员郭东

方说。

随着“天麻专业村”的名气越

来越大，河东村和上店村也热闹

起来，前来学技术、谋发展的药农

和走村串户收售天麻的药商络绎

不绝，一些天麻种植户看到了致

富商机，将天麻特产进行分级包装

或加工成天麻片畅销全国各地。

带来带来带来带来

养豆青虫也能挣大钱

种植生姜奔富路

口红辣椒别样红红
舞钢市枣林镇

银条生产成特色
孟津区下古村

火龙果带来红火红火红火红火日子
民权县花园乡

中药材种植 致富新 匙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药
试验田里的致富良方

菊花产业绽放“美丽经济”

林下种出生态好天麻

11月26日，武陟县西陶镇西陶村一家农业合作社，社员在筛选怀地黄
片。如今，武陟县已成为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怀地黄的主产区、全国最大的怀地
黄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全国最著名的生地黄集散地。10月，“武陟地黄”成功入
选2023年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录。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王琳锋 摄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

李霞 赵春营 李家辉）11月 12日，

在孟州市赵和镇冶墙村红薯种植

基地，随着挖薯机在田间来回穿

梭，种植户薛艳升的红薯迎来了大

丰收。

“看见这一车一车的红薯心里

高兴啊！今年的红薯产量高，价格

高，没挖出来都被预订完了，有的

直接从地里装车就送往红薯粉条

加工厂了，算下来一亩地能产7000

多斤，净利润有 2000多元呢。”薛

艳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冶墙村有自己的红薯粉条加

工厂，周边村里种植户都把红薯送

到这里进行加工，涉及群众达 50

多户。附近农户不仅不愁销路，还

给村里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村

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赵和镇围绕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积极探索打造符合各村

实际的“一村一品”。目前，该镇已

累 计 种 植 红 薯 400 余 亩、小 米

1000余亩、菜籽 4000余亩、花生

5000余亩，并建设完成了上寨村

小米加工厂、冶墙村红薯粉条加工

厂等项目，形成了北冶墙红薯粉

条、绿色食品上寨小米等农业产业

“土特产”，进一步提升了农业发展

影响力。

一村一品产业兴
孟州市赵和镇

11月23日，清丰县六塔乡浩善实
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工
服装，现场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近年
来，清丰县不断调整产业布局，积极拓
宽群众就业渠道，以就业促增收为抓
手，不断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引
导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世冰
纪全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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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民权县花
园乡朱庄村村民在采摘

火龙果。今年以来，花园乡财政所以创建“产业兴旺星”为抓手，加大特色产业扶持

力度，持续增加农户收入。 本报记者 李燕 实习生 陈炫羽 通讯员 王自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