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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月月11日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朱村蔬菜种植大棚在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朱村蔬菜种植大棚，，工人们正在采摘新鲜的奶白菜工人们正在采摘新鲜的奶白菜。。近年来近年来，，该村大力该村大力
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家家户户种植蔬菜家家户户种植蔬菜，，全村共有蔬菜大棚全村共有蔬菜大棚13001300多座多座，，常年种植奶白菜常年种植奶白菜、、茼蒿茼蒿、、小芹菜等多个小芹菜等多个
应季蔬菜品种应季蔬菜品种，，亩均纯收入亩均纯收入22万余元万余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远高杨远高 通讯员通讯员 曹飞曹飞 摄摄

本报讯“今年冬天的第一颗

草莓，你吃了吗？”12月1日，走进

汤阴县韩庄镇韩庄村草莓种植大

棚，空气中氤氲着阵阵香甜的气

息，一颗颗鲜嫩的“红宝石”点缀在

油绿茂盛的枝叶中。韩庄村草莓

园的“头茬”草莓陆续进入成熟期，

抢“鲜”亮相，除了忙着采摘的工

人，棚内还有赶来尝鲜的游客不断

拍照打卡，体验采摘乐趣。

“听说今年草莓熟了，特意来

采摘，这里的草莓又大又甜，特别

好吃。”游客张志红每年都会来韩

庄村草莓园品尝第一拨草莓，她

说，亲手采摘草莓不仅新鲜、美

味，还让孩子走出室内，体验到了

采摘游的快乐。

冬草莓因其鲜美可口的特质

而备受消费者青睐，市场前景十

分广阔，同时也为当地种植户带

来了增收致富的“莓”好“钱”景。

几年前，韩庄村草莓园负责

人李新会从外地购得了一批草莓

幼苗，又积极引导村民以土地流转

的方式有效盘活冬闲农田，大力发

展草莓种植，为当地村民开辟了一

条家门口的致富路，小草莓成了撬

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目前草莓园共有11座大棚，

种植有红颜、隋珠等 5个品种的

草莓，面积达 20余亩，每亩年产

4000 余斤，采摘期从每年 11 月

底一直持续到来年5月。除了供

游客采摘外，还为各大商超、水果

超市提供货源，草莓园年收入达

180万元左右。

“每年这个时间段我都会来

草莓园打工，都是些轻松活，像施

肥、剪枝、采摘这些活都会做，一

天工钱70元。”村民李金生说。

随着草莓陆续成熟，现在园

内每天有20余名工人务工，来的

都是像李金生这样的本村人，既

增加了村民收入，也解决了村内

草莓产业的旺季务工需求；不仅

装满了游客朋友们的“果篮子”，

还填满了村民们的“钱袋子”。

韩庄村的草莓种植项目只是

韩庄镇创建“产业兴旺星”的一个

缩影。自“五星”支部创建以来，

韩庄镇聚焦“产业兴旺星”，创建

工作专班通过示范引领，定期总

结好经验、好做法，找准“一村一

品”的切入点，完善韩庄镇现代产

业格局，力争以产业兴旺带动“五

星”支部创建整体水平提升。

下一步，韩庄镇将不断探索

乡村振兴新路径，创新产业发展

新模式，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

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在

忙碌的“莓”好事业中，走好乡村

致富路。 （王璐）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 通讯员

康红军 李晓丹）“银耳咱们都见

过也吃过，那金耳您见过没有？

走，我带你们去看看！”11 月 29

日，汝阳县十八盘乡人大代表、刘

坑村党支部书记郭秀云一边走一

边笑着说。

走进刘坑村水汽弥漫的大

棚，在整齐排列的菌棒上，一朵朵

金灿灿的“绣球花”映入眼帘，这

就是素有食用菌中“爱马仕”之称

的金耳。

金耳，又名脑耳、黄耳、黄木

耳。金耳除了外形美观外，比银

耳、黑木耳的营养价值也要高出

很多，其含有丰富的脂肪、蛋白质

和各种微量元素，是营养滋补的

佳品。

“这个村条件适宜，另外村

里对我们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经过几个

月的培育，没想到第一批试种

就获得丰收。”金耳种植基地负

责人王现争说，“这一批金耳从

外观看颜色鲜亮、肉质饱满，长

势好，再过几天就可以采摘上

市了。”

“金耳对生长环境比较挑剔，

对温度、湿度、光照、通风及生长

场所都有较高的要求。刘坑村具

备种植金耳的先天优势，第一批

试种的 2 万袋金耳出菇率高达

95%以上。”郭秀云说，“现在市场

价湿金耳一斤大约17元，干的一

斤大约150元。这金耳可是一个

个的金元宝啊！”

郭秀云说：“作为人大代表、

党支部书记，要凝聚乡贤力量，积

极发动群众，扩大种植规模，让金

耳 变‘ 金 银 ’，使 村 民 共 同 富

裕。”近年来，十八盘乡人大主席

团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监督职能及

人大代表的示范和带头作用，积

极推动民生实事项目落地和产业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
阳 通讯员余江 尹斌）“今年是我

们村种植艾草的第三个年头。

艾草存活率高，长势喜人，每年

艾草收割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

村里打工，每天能有 80~100元

的收入。”11月 29日，息县白土

店乡白衣阁村村民郑兵然和其

他种植户正抢抓时机，开展冬季

土地深翻工作，为来年艾草丰产

丰收打好基础。

“艾草原是生长在荒坡、田间

沟渠里的一种很常见的药用野

草，这两年，乡党委、乡政府和村

‘两委’通过引导我们规范种植，

原来不起眼的‘野草’如今变成了

致富的‘金枝玉叶’。”谈起艾草，

种植户曾庆华喜上眉梢。

“艾草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中

药材，有着极高的药用和经济价

值，全草均可入药。每年可收割

3~4 茬，亩产经济效益在 2800

元左右。目前，我们村 20多公

里的生产道路两侧已全部种植

艾草，面积近100亩。”白衣阁村

党支部书记翟耀文说，“通过种

植艾草，每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10多万元。”

“近年来，我们在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中，探索出了艾草种

植这种既能改善

人居环境质量又能促进特色产

业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乡党

委、乡政府坚持因地制宜、综合

施策，结合乡域产业优势，立足

土地做文章，依托艾草种植实现

‘以艾控草’，助力人居环境整治

提质增效。如今，在白土店乡，

村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坑塘沟渠

四周、群众房前屋后空闲地等闲

置地块，都已成为艾草种植基

地。”白土店乡副乡长黄姣说。

为促进农民增收、壮大村集

体经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近

年来，白土店乡党委、乡政府以

“林下经济”艾草种植为抓手，组

织相关人员多次到南阳、正阳、

安徽等地考察产业规模化发展，

现已成立了息县艾草种植协

会。目前，全乡种植艾草超过

500亩。

“我们将定期组织艾草种植

培训，提高群众种植技术，建立

健全体制机制，延伸产业链条，

做大做强‘艾’产业。通过‘村党

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打造集艾草种植、加工、销售

等于一体的产业链，生产艾条、

艾茶、艾皂、艾叶包等产品，延

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

值，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

富。”白土店乡党委书

记肖俊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胡文
锋）11月28日，汝南县古塔街道果园

社区的甘蔗种植地里，成片一人多高

的甘蔗林，根根挺拔、节节饱满，让

人垂涎欲滴。蔗农们忙着挖甘蔗、去

泥、除尖、捆绑，现场一派丰收景象。

“一个客户打电话要50捆甘蔗，

明天一早就要给人家送去，趁着下午

空闲的时间，赶快把甘蔗给客户挖出

来。”正在和爱人一起忙着挖甘蔗的

蔗农张红伟喜不自禁地说，“俺种植

甘蔗十来年了，以前种得少，今年俺

两块地都种上了甘蔗，那块5亩地的

甘蔗刚卖完，这块8亩地的才刚卖个

头儿，咱这北方的甘蔗因昼夜温差

大，含糖量较高，口感好，又甜又脆，

比较受欢迎。贵的时候可以卖到15

元两根，最便宜能卖到10元 3根，每

亩地可产甘蔗 9000根左右，除去种

苗、化肥等成本，一亩地能卖一两万

元。”

看到张红伟家种植甘蔗赚了钱，

不少农户也都纷纷效仿种起甘蔗来。

目前，该街道各社区种植的甘蔗已达

100多亩，村民靠着一根根甜滋滋的

甘蔗，增加了收入，过上了甜日子。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平党申）11月 26日，在汝州市

夏店镇夏东村南的200亩洋葱种

植基地，100多名村民正在抢种

洋葱，有的薅苗、有的运苗、有的

按行按孔移栽，一派繁忙景象，

田野里到处飘散着葱苗特有的

清香。

“大家注意，一定要把过大和

过小的葱苗挑出来，只栽大小适

中的葱苗，不要埋得太深。要压

实根部，确保成活率。”今年50岁

的基地女主人姬彩霞正在有序组

织村民进行洋葱苗大田移栽。

在毗邻的另一块大田里，姬

彩霞的丈夫甄军照正驾驶着压膜

机在细致作业。车辆驶过，起垄、

铺滴管、压膜、打孔一次成型，12

行一垄的洋葱地被整理得整整齐

齐，等待着人工移栽。

甄军照是夏东村村民，也是

夏店镇有名的蔬菜种植专业户。

10年前，他在夏东村流转土地50

亩，开始从事多种蔬菜种植，积累

了丰富的蔬菜生产和销售经验。

5年前，他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到

100亩，专门从事洋葱种植，同时

成立了夏店镇夏东村时创种植专

业合作社，带动乡邻种植洋葱增

收。

近年来，甄军照种植的洋葱

因品相好、口感好，在市场上供不

应求，远销重庆、广东等蔬菜大市

场。尤其是去年冬，他种植优质

洋葱 130亩，经精心管理，今年 5

月中旬洋葱上市时，外地收购车

辆在基地排成了长队，洋葱种植

毛收入达 100多万元，净收入 50

多万元，同时带动附近 100多名

村民务工增收50多万元。

又到洋葱种植季。今年，甄

军照主动改良洋葱品种，花大价

钱新引进了进口洋葱种子，育出

的葱苗格外壮实。在镇、村的大

力支持下，他又扩大洋葱种植面

积到 200亩。入冬以来，每天夏

店镇有100多名村民到洋葱种植

基地务工，目前已完成大田移栽

100多亩。

“移栽洋葱这活不是太累，一

天 60元，中午还管饭，真不错。”

42岁的夏东村留守妇女王菊芳

高兴地说。

和王菊芳一样，5年来夏东村

有 20多名留守妇女常年在甄军

照的洋葱种植基地务工，人均月

增收2000元以上。

杞县五里河镇

带来带来

特色种植打开致富门

汝南县古塔街道

甘蔗甜如蜜
幸福节节高

汤阴县韩庄镇

草莓飘香富农家

汝阳县刘坑村

种金耳 走富路

汝州市夏店镇

洋葱种植拓宽村民致富路

息县白土店乡

艾草铺就产业路

内乡县王店镇

金丝皇菊富乡亲

本报讯（记者焦宏昌 通讯员刘
慧敏 刘银忠）“我今年种了10余亩菜

花，眼下喜获丰收，估计每亩地收入

3000多元。”12月 3日，在杞县五里

河镇八卦亭村温棚蔬菜种植基地，村

民王振峰高兴地说。

近年来，五里河镇党委、政府及

村“两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

增加群众收入上下功夫，因地制宜，

因村施策，多措并举发展高效农作

物，拓展农业产业链条，助推农业产

业快速发展，让农民增产增收，加快

了乡村振兴的步伐。

为了发展特色产业种植，八卦亭

村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优

势，搭建了占地百亩的蔬菜温室大

棚，成立了巧媳妇扶贫种植基地和农

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党支部+合

作社+群众”的模式，有效带动了群众

逐步走上致富的道路。

温棚内，一棵棵又大又圆又白的

菜花长满了田间，群众正忙着采收、

装筐搬运，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王

振峰说：“今年的菜花长势旺盛，品质

也好，价格也算可以，只要做好浇水、

施肥和病虫害的管理就行，可省心

了。等这茬卖完后，我准备开始发展

‘西瓜+青菜’的模式，一年实现三茬

的好收成。”

“五里河镇不断优化农业结构，

促进群众多增收，持续做好现有产业

发展的同时，扩大种植面积，完善‘加

工+销售+品牌’的产业链，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提升农业效益，促进

农民增收。”该镇党委书记郭华说。

11月24日，在光山县凉亭乡新天地合作社，社员正在茶苗良种繁育基地
培育中茶108、乌牛早等优质品种茶苗。初冬时节，光山县立足区域种植茶
叶的特色，引进茶叶良种与技术，科学进行茶叶幼苗培育工作，通过“订单茶
叶育苗”的方式，带动当地茶叶苗专业化育苗和经营，为茶叶苗市场提供保
障，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谢万柏 摄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

员赵花周）11月 30日，走进内乡

县王店镇金丝皇菊培育加工基

地分拣车间，十几名工人正在全

神贯注地挑选、分拣菊花，他们

将一朵朵颜色鲜黄、朵形周正的

菊花整齐有序地摆放在筐内。

宽敞的厂房里闪动着金色的亮

光、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芳香。

与分拣车间相邻的是烘烤

车间。经过工人们精心摆放的

一筐筐鲜菊花，被一层层地摆放

在烘箱内，3台智能烘箱正在工

作中，风机发出“呼呼”的声音。

“从11月5日开始至今，3台

烘干机就没有停止工作过，一些

收购的鲜菊花来不及加工，颜色

都变了。看来烘干机还是不够

用，明年还得增加设备。”基地负

责人陈红波说。

陈红波是王店镇河东村种植

金丝皇菊第一人。2021年，他和

河东村党支部书记樊等纪一同外

出考察学习，看到了金丝皇菊市

场行情不错，就在当年种植了10

亩菊花。他将种植的菊花拿到安

徽中药材市场，经过化验分析，生

产的金丝皇菊中的菊黄素含量高

达 93.1%，比其他优质产地的菊

花高出了6.7个百分点，受到了药

商的青睐。他的10亩菊花总收

益达5万多元，这让陈红波对发

展菊花产业充满了憧憬。

樊等纪也敏锐地察觉到菊

花蕴含的商机，他一面发动群众

种植金丝皇菊，一面鼓励陈红波

成立金丝皇菊专业合作社，同

时，积极向王店镇政府申请项目

资金，建立金丝皇菊加工车间，

此举得到镇政府的大力支持。

2022年，一个占地近20亩、加工

车间5000余平方米的王店镇金

丝皇菊培育加工基地当年建成、

当年投入生产。

今年，仅河东村就有 40 余

户种植了金丝皇菊，发展面积

300余亩，并同时向周边几个村

辐射蔓延，平均亩收益 5000~

6000 元，群众自发种植的积极

性越来越高。

冯京是一名来自县直单位

的帮扶责任人，他帮扶的一户困

难家庭成员老的老、小的小，缺

乏劳动力，无力耕种土地，冯京

索性将他家的8.3亩土地租了下

来，种了金丝皇菊。“主要是想给

他们家庭减轻一些负担，同时带

动村里群众尤其是脱贫户来发

展菊花产业，增加他们的收入，

我没打算自己能赚多少钱。”冯

京说。“平常除草、打顶、摘花等

管理和收获工作都是让村里的

人来干，给他们开工资，摘一斤

鲜菊花 0.3 元，一个劳动力半天

能挣 30~50元。我今年除去各

项费用，没想到还净赚一万多

元！”冯京开心地说。

王店镇成功种植金丝皇菊，

并进行加工销售，为今后全镇产

业振兴增添了新的动能和活

力。“下一步，我们将结合默河生

态经济带建设，进一步扩大种植

面积，惠及更多群众，同时积极

探索‘产业发展+观光旅游’模

式，为乡村振兴铺就一条黄金大

道。”王店镇镇长袁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