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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康帆

加工车间里，一台台新设备整装

待发；荒山荒坡上，各种中药材随风

摇摆；闲置村舍里，精品民宿改造如

火如荼……近日，漫步在淅川县马蹬

镇各村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马蹬镇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核心水源区，保水质，生态“绿线”必

严守；促民富，环保“红线”不能碰。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

向城镇聚集，部分村出现撂荒地等资

源闲置问题。如何在保护与发展中

共赢？

“我们盯准绿色和发展的结合

点，以‘星旗同创’活动为抓手，在荒

山荒坡地发展中药材，在人口密集地

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沿库区等宜居

宜游的地方发展旅游，把昔日的撂荒

地、‘沉睡车间’、废弃村舍等‘沉睡资

产’变为‘增收活水’，推动村强民

富。”马蹬镇党委书记夏丹说。

荒山坡变中药园

在双泉观村，蜿蜒的山路旁，一

台台挖掘机垦出片片新田，刚载的金

银花苗随风摇摆。这片充满生机的

土地曾是穷乡僻壤地。该村党支部

书记王振喜指着一圈大山无奈地说：

“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老乡们被‘堵’

在沟沟岔岔里，刨着薄地‘望天收’。

人们多外出打工，地慢慢都撂荒了。”

“金银花耐瘠薄、耐干旱，有利于

保持水土，经济效益也好。”王振喜

说，经多方考察，村里成立专门合作

社，引进“丰蕾”金银花品种。

“去年以来，县里每年拿出 1500

万元，对集体经济薄弱村进行扶持，

我们村用这 8万元扶持资金，对 500

余亩闲置土地提档升级，土地租金由

原来每亩100元提升至180元。村集

体收入将增加近10万元，带动130余

户群众年均增收 1.5 万元。”王振喜

说。

如今，马蹬镇中药材产业遍地开

花：云岭村、财神村积极发展酸枣产

业135亩，可增加村集体经济10万元

以上；孙庄村、张岭村栽植金银花

4500余亩；金竹河村、苏庄村发展艾

草1500亩……目前，马蹬镇已发展各

类中药材 1.8 万亩，年产 2500 万斤，

年产值8000万元，带动2000户，户均

增收3000元。

废车间变加工厂

“我家6口人，公婆年纪大，两个孩

子又小，丈夫外出打工，顾不住一家人

生活。听说服装厂招工，我马上报名，

现在一个月2000多元，够零花了。”在

崔湾村服装加工厂，村民刘娜娴熟地

做着衣服，头也不抬地向记者介绍。

“我们多方争取到移民后期扶

持、亚行贷款项目，建设生产车间。

镇村干部多次到浙江考察，引进服装

加工厂，今年 5月，初步投产电脑平

缝机、断布机等服装加工设备200余

套，带动 80多名群众就业。”崔湾村

党支部书记贾建峰介绍，二期项目建

成后可使人均增收 2万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16万元。

“对闲置低效的项目资产，我们

积极探索新发展模式，引导资源集

中、生产集中、管理集中，进一步提高

产业产值，让农户增收、集体收益。”

马蹬镇镇长任督说。

如今，在马蹬镇，一个个“沉睡”的

车间焕发着新的生机。北山村发展蓝

莓产业，盘活了1000多平方米闲置厂

房，村集体年均增收2万余元，带动50

余名群众就业。桐柏村利用村内车间

厂房，进行食品加工，每年集体增收20

万元以上，带动周边1000多名群众种

植有机杂粮，每亩增收2000多元。

旧村舍变新民宿

马蹬镇，湖光山色、旖旎动人，有

秦楚丹阳大战古战场、欧阳修读书

处、淅川坑南遗址等多处人文遗址。

“我们立足资源优势，丰富旅游

业态，将丹江大观苑、八仙洞等景点

周边村落打造成宜居宜游、功能耦合

的‘大景区’，推动产业与康养、文化、

旅游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推进全面振

兴。”马蹬镇党委副书记全爱军说。

“石桥村引进企业，投资 500 万

元将闲置学校、民居等改造成精品民

宿，配套流转50余亩土地建设林下木

屋，带动周边10余户群众就业。白渡

村利用闲置学校、集体荒山，吸引文

旅企业投资 800 余万元升级精品民

宿，带领153人稳定就业，年均增收5

万元以上……”马蹬镇人大主席马腾

介绍。

目前，马蹬镇已发展农家乐 103

家，带动1000余人就业，户均增收10

万元以上。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
柳 杨天增）“在这里喂鹿，既能轻松挣钱

补贴家用，又能在家照顾孩子，做到务工

务农带孩子上学三不误。”12月 19日，

在鲁山县团城乡寺沟村梅花鹿养殖基地

务工的景开心笑着说。

在群山环抱的密林深处，一头头体格

健硕、毛色光亮、富有活力的梅花鹿正悠

然地吃着树叶，不时还能听到呦呦鹿鸣。

据了解，该基地采取“公司+村集

体+农户”的运营模式，占地 600亩，投

资5000万元，以梅花鹿养殖、深加工、观

光旅游、特色餐饮等为主，现已存栏300

余头。随着养鹿规模的逐渐扩大，该基

地目前已吸纳20多名群众就业，月平均

工资2000元左右，同时每年能为村集体

经济带来20余万元的收入。

该基地的梅花鹿从我国东北引进，

养殖规模已由两三年前的不足百头发展

到现在的300余头，同时发展牧草种植

基地 1处。白天，梅花鹿可以在山中的

密林深处四处溜达，吃青草树叶山果，冬

天辅以牧草等。据测算，1头成年梅花

鹿年饲养成本需2000元左右。

“梅花鹿耐粗饲、不挑食，且全身都

是宝，鹿茸、鹿血、鹿肉、鹿骨、鹿筋都有

很高的药用和经济价值。每头成年雄梅

花鹿每年可割两次鹿茸，每年能割 5斤

左右，每斤鹿茸的市场价在 1000 元左

右，一头雄鹿仅鹿茸一项年收入就可达

5000 元，母鹿产仔后能够扩大养殖规

模。”该基地负责人李二说 ，到明年，基

地梅花鹿养殖规模可达500头以上，开

始进行餐饮等商业开发。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张
栋察 贾媛媛）12月 11日，在方城县

拐河镇果木庄村中恒科农业发展中

心年产2万吨中草药深加工生产线，

30余名工人正忙着净制、包装玄参。

果木庄村早些年就有种植玄参

的传统，但分布零散，规模较小，收益

不高。近年来，拐河镇坚持以科技为

支撑、种养为基础、加工为核心、流通

为牵引、旅游为推动，致力于打造设

施完备、技术先进、效益良好的中药

材种植示范基地，引导果木庄、顺店

等村集中流转土地，发展玄参连片种

植，中药材产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村民陈学国介绍，今年玄参迎来

了大丰收，他种植的 6亩玄参，亩产

达8000多斤，按照当前的市场价，预

计年收入可实现4.2万元。

目前，中恒科农业发展中心核心

区域内种植玄参3000余亩，采取“龙

头+基地+农户”的模式，给予土地租

金、化肥、种苗补贴，提供技术指导，

成熟后进行保底收购，定向销售给医

药企业。由于产出的玄参品源优、品

质佳、品相好，市场供不应求，目前，

单品体量占全国30%的份额。

在玄参种植、管护、挖掘等生产

环节，需要大量劳动力，为附近村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我来捡拾、装运玄

参，一天能挣80~100元，已经干十几

天了，估计还能干半个月，算下来一

共能挣3000多元。”正在分解玄参的

果木庄村村民刘艳手脚不停，话里话

外都流露着喜悦。

在玄参育种试验田，刨出来的玄

参堆成了小山。中恒科农业发展中

心负责人闫磊介绍，今年玄参长得

好，一窝有六七斤。除天气较好原因

外，试验田里种植的玄参是研发的新

品种，产量比一般玄参高15%~20%，

其含药成分也有较大提高，深受市场

青睐。试验田不仅承担着育种的任

务，还兼备教学的功能，从播种行距、

深度到种苗的田间管理，为有意向的

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可带动 1500余

户村民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建成后，

我们将进一步打造集苗种供应、加工

生产、销售服务、仓储物流于一体的

现代化农业产业链，让家乡人靠中药

材种植奔向富裕道路。”谈及未来打

算，闫磊信心满满。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李梦
茹）寒冬时节，走进河南省第二批省级

“一村一品”（怀地黄）示范村镇——武

陟县西陶镇万亩怀地黄种植基地，随

处可见农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获

的场景，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在西陶镇石荆村怀地黄种植农

田里，只见地黄收获机来回穿梭，伴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个个黄灿灿的

怀地黄被翻挖出地面，30多名村民紧

随其后，动作娴熟地捡拾、分拣、搬

运、装车，忙碌而有序。

“我流转了 50亩土地种植怀地

黄，今年气候适宜，收成比较好，亩产

达到7000多斤，期待能卖个好价钱，

把这‘黄疙瘩’变成‘金疙瘩’。”种植

大户郭小安看着怀地黄，满脸笑容。

像郭小安这样的怀地黄种植户

在武陟县还有很多。目前，武陟县怀

地黄种植面积达 2.2万亩，年产怀地

黄8万吨，产值超10亿元。

怀地黄是当地土特产，距今已有

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2019年，武

陟县怀地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今年 10月，“武陟地黄”成

功入选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录。

“虽然国内也有其他地方种植地

黄，但久负盛名的还是我们这一片的

怀地黄，不仅品质上乘，药效也高于

其他产地，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

重要引擎。”西陶镇党委书记韩剑说。

近年来，武陟县坚持质量兴农、

品牌强农，通过建立标准化种植基

地，提升怀地黄的产量和品质，同时

引导深加工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

就怀地黄种植、精深加工、选育等进

行技术研发，拉长产业链条，不断提

升市场竞争力。

走进位于西陶镇西陶村的武仁

怀药种植专业合作社，水泥地面上堆

满了刚收上来的怀地黄，几名药材收

购商正查看怀地黄品质，合作社负责

人史海涛组织工人对怀地黄进行分

拣、晾晒。

“我每年都会来这里收购怀地

黄，这儿的地黄种植规模大、药效好，

口碑不错，这次我打算收购100吨鲜

地黄和熟地黄。”来自河北省保定市

的客商马顺舟说。

如今，怀地黄种植加工已成武陟

县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从事怀地

黄种植加工的合作社达22家、家庭农

场20家、企业 15家，开发出了饮料、

果脯等一系列怀地黄精深加工产品。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向宣垣 徐上杰）眼下正值冬闲时节，

村庄里一片静谧景色，但在光山县仙居

乡徐湾村绿之润蔬菜产业示范园的高

标准温室大棚内，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

12月 15日，大棚内的合作社社员

们，正在采摘该示范园的首茬黄瓜。参

与采摘的徐湾村党支部书记徐俊感慨

道：“这一次，俺村总算是有突出产业

了。”

据了解，绿之润蔬菜产业示范园由

仙居乡平台公司牵头筹建，占地 100

亩，总投资 300万元，年产值近 300万

元，可带动周边群众务工50人，人均年

增收 5000元以上，带动徐湾村集体经

济年增收10万元以上。

在此之前，发展设施农业是徐俊想

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徐湾村的蔬菜产

业一直处于有而不强、有而不优的状

态。这种状况，随着乡平台公司的成立

而发生改变。

成立乡平台公司，是仙居乡党委、

乡政府经过长期酝酿和综合研判之后

作出的决定，绿之润蔬菜产业示范园则

是该平台公司的首个乡村振兴项目。

据仙居乡平台公司董事长滕开全

介绍，在该项目中，乡平台公司着力解

决了三个关键问题：一是通过依法依规

整合各项可用资金，破解农村产业发展

资金链薄弱的问题；二是通过“党委统

筹、支部引领、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解

决谁带头干以及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

三是通过“乡平台公司+村两委+农户”

的利益连接模式，带动村集体增收、村

民致富。

乡平台公司的这一模式得到很多

村的响应。“绿之润蔬菜产业示范园一

期在徐湾村建成后，马上就有数个村申

请二期、三期落地本村，目前，二期已经

在草庙村开工建设。”滕开全说。

谈及未来，滕开全表示：“乡平台公

司将坚持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

发展方向，继续蹚好这条产业兴村、市

场带村、蔬菜富民的乡村振兴路。”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王涵儒 王俊鹏）12月 18日，在叶

县任店镇月庄村韭菜种植基地，

一畦畦白色的小拱棚铺满田地，

连片的韭菜绿意盎然、“韭”香四

溢，菜农们正忙着收割新鲜的韭

菜，然后扎成均匀小捆，整齐摆放

在一旁，准备抢“鲜”上市。

“这茬小拱棚韭菜产量在 15

万斤，目前市场行情非常走俏，

主要销往河北、陕西、山西等地，

现在每斤在 3元左右，大概能收

入 30万元。”月庄村韭菜种植户

孙帅豪说。

月庄村共有 285 户 1079 口

人，耕地面积 1386亩。近年来，

该村依托区位、资源优势，引导农

户大力发展以温室种植为主的特

色高效农业，通过“农户+合作

社+公司”的发展模式，发展优质

品种韭菜种植，着力打造“一村一

品”韭菜产业。在镇党委、镇政府

的大力扶持下，月庄村韭菜种植

面积从 2018 年的 500 亩扩大到

今年的1300余亩，成为该村主导

产业和群众主要经济来源。

据悉，月庄村的特色韭菜产

业采取“冬棚+暖棚”的种植方

式，巧打时间差，着力提高种植

户的经济效益。眼下正是越冬

后韭菜采收上市的最佳时节，该

村每天都有两万多斤新鲜韭菜

销往全国各地。一座座温室拱

棚、一棚棚新鲜韭菜，构成了产

业发展的新图景，照亮了村民的

增收致富路。

在月庄村的辐射带动下，近

几年，任店镇集中连片发展特色

韭菜种植全产业链，全镇共种植

韭菜4000多亩，并开发出了一系

列韭菜深加工产品，韭菜已成为

当地的主导产业之一。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何铸）12 月 17 日，罗山县庙

仙乡林道静稻虾共作示范基地内，

工人正忙着把一袋袋打包好的稻米

往车上装，仓库内整齐堆放着加工

好的稻虾米。近日，基地又接到 7

万斤稻米订单，组织工人加班加点

加工、包装，这几天将全部发送到客

户手中。

作为农业大乡，水稻是庙仙乡

的主要种植农作物，如何推动水稻

提 质 增 优 ，赋 予 农 耕 文 化“ 新 内

涵”，近年来，庙仙乡盘活资源优

势，逐步探索一条“稻渔共作”的生

态“稻”路，通过推广普及绿色健康

种养技术，建成了 5000 余亩“十里

稻香”示范产业带，让“稻香”保住

“原生态”。

庙仙乡积极探索“村企共建”发

展模式，采取“村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方式，整合土地资源、资金政策、技

术服务等生产要素，加快打造集生

态种养、稻渔加工、品牌培育、市场

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经过多年

的发展，庙仙乡稻虾米的年生产能

力已达到 120 万斤，有了 5公斤、10

公斤等多种样式的真空包装。该乡

注册的“林稻静”牌虾稻香米，米粒

饱满，晶莹剔透，香味悠长，口感良

好，深受消费者青睐。稻渔产品多

次亮相上海农博会、盱眙国际龙虾

节等大型展台，搭乘“农村电商”快

车、物流快递销往全国各地，年创利

润960余万元，成为活跃经济、农民增

收的新引擎。

板鸭是庙仙乡的重 要 特 产 之

一，制作工艺由来已久，过年时几

乎每家都要备上几只当年货。如

今，老手艺中也融入了新科技，稻

鸭共生又为庙仙人多了一条生财

之“稻”，每年冬月、腊月间能制作

近 8 万 只 板 鸭 ，逐 步 形 成 一 定 规

模。

截至目前，该乡已发展稻渔共作

2.1 万亩，培育千亩以上示范基地两

个，已形成稻虾、稻鳖、稻鳝、稻鸭等

多元化种养模式，生态产业的“稻”路

越走越宽。

淅川县马蹬镇

乡村多元产业激发振兴动能

罗山县庙仙乡 生态种养生财有“稻”

鲁山县团城乡

养殖梅花鹿 走出致富路

种下中草药种下中草药种下中草药种下中草药 开出致富方开出致富方开出致富方开出致富方

方城县拐河镇

玄参大丰收 农民笑开颜

武陟县

怀地黄年产值超10亿元

叶县任店镇 头茬冬韭抢鲜上市

光山县仙居乡
成立平台公司
带动村民致富

▶12月21日，在夏邑县会亭镇朱瓦房村一家育苗基地，村民在育苗
棚内忙碌。寒冬时节，村民们抢抓农时开展冬管、冬种、冬收，田间地头一
派繁忙。 王高超 摄

近日，洛阳市孟津区白鹤镇柿林村群众在山药种植基地采挖铁棍山药。近年来，
白鹤镇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引导农户发展西施山药、铁棍山药等种植
4000多亩，逐步形成了“专业协会+基地农户+多渠道销售”的模式。种植山药已成为
当地群众致富奔小康的主导产业之一。 郑占波 王成斌 摄

冬闲变冬忙 人勤地生金

▲12月18日，宁陵县石桥镇万集村草莓采摘园，游客正在采摘草
莓。近年来，石桥镇通过“同心圆·共发展”结对帮扶，引导农户推广温室大
棚种植优质瓜果、蔬菜等，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徐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