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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陈远志

泌阳县地处伏牛山、桐柏山两大山

脉交会处，独特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资

源优势为食用菌种植奠定了得天独厚

的基础。

近年来，泌阳县坚持“以菇为主、

多品发展、常年种植”的原则，促进食

用菌产业不断壮大升级。目前，泌阳

县拥有 90多万人口，带动菌农 5万多

户，各类食用菌从业人员 20 多万人，

食用菌工厂化企业 15家，其中省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 家，市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4 家，发展食用菌种植

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 200多家。全

县食用菌种植量达 3.3 亿袋，总产量

48万吨，食用菌产业全口径产值突破

100 亿元，出口创汇超 1 亿美元。预

计到“十四五”末，泌阳县食用菌年种

植量超 4 亿袋，鲜品产量突破 70 万

吨，力争食用菌全产业链实现产值

150亿元以上，有望实现建设“中国菌

都”的宏伟目标。

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泌阳县也

涌现出不少依靠种植香菇致富、发展食

用菌产业增收富民强村强镇的好故事。

种菇过上好日子

又是一年摘菇时。1月10日，记者

走进泌阳县杨家集镇郭庄村大地菌业

公司香菇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在大

棚里摘菇、装车外运。

“郭庄村的主导产业为香菇种植，

2021年种植量800万袋，产值5000万

元。2021年全村被评为省级‘一村一

品’示范村，2022 年全村被评为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目前全村共有70

余户种植香菇，村民可以在大地菌业公

司上班，劳动能力强的可以在这里从事

拌料、装袋、接种、装车等工作，劳动能

力弱的村民可以从事翻袋子、采菇、打

孔、浇水等工作，年纪大的可以从事剪

菇腿、分拣香菇等工作，全方位解决了

全村各个年龄段群众的就业问题，让村

民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增收的梦想。”

村党支部书记赵全磊说。

1996年，23岁的赵全磊在家人的

支持下，利用自学的种植技术走上种植

香菇的道路。当年，除去成本，他家种

植的香菇净赚1.2万元。

“作为党员，我不仅要自己致富，还

要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周边

群众一起致富。”赵全磊说。

郭庄村村民胡玉松想种香菇。在

赵全磊的帮助下，胡玉松从零起步，后

来发展袋料香菇15万袋，年收入80多

万元。通过赵全磊的示范带动，贺刚、

熊炳林、张培林等100多户村民也纷纷

加入种植香菇的队伍。在赵全磊的带

动下，小香菇早已成为特色主导产业，

村民依靠种菇过上了好日子。

花菇小镇托起大产业

行走在泌阳县花园街道冢子社区

花菇小镇，只见一个个花菇、蘑菇、羊肚

菌造型的小亭子竖立在道路两旁，显得

格外别致。在花菇小镇高标准食用菌

大棚内，一朵朵花菇在冬日阳光的照射

下怒放，整个小镇弥漫着淡淡的菇香。

在花菇小镇中心土特产商店里，只

见商品琳琅满目，有花菇、香菇脆片和

园白酒、郭集粉条……不少游人在这里

采购。

花菇小镇负责人贾会廷表示，花菇

小镇包括高标准食用菌种植区、土特产

特色商店、特色民宿、花菇博物馆、生态

和园景区、特色林果种植区、特色农业

种植区、社区康养中心等几大板块，旨

在打造豫南一流优质香菇、食用菌基

地，并以此为创新发展平台，把泌阳县

香菇产业做大、做强、做精、做细，打造

泌阳“花菇之都”的特色产业名片，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

花菇小镇依托泌阳生态和园景区

而建，如今，花菇小镇建设已初具规

模。在小镇内，两个标准化食用菌生产

车间和冷藏仓储基地已经建成，花菇博

物馆不久即将建成，10个高标准食用

菌大棚已经投产见效，300 亩优质黄

桃、100亩优质草莓和60亩品种葡萄成

为居民致富的支柱产业，社区康养中心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整个小镇项目全

部建成后预计每年将吸引 100万人次

以上的游客，增加300个以上的就业岗

位。此外，一、二、三产业的各类经济效

益和产值将超过1.2亿元。

“花菇小镇的建成和发展壮大必将

进一步带动全县花菇全产业链条的发

展，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花菇产业中，使

泌阳的花菇产业得到全面快速壮大，推

动全县食用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推

乡村振兴！”泌阳县食用菌服务中心主

任柴罡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李赟）1月12日，记

者在襄城县麦岭镇东高庄村二虎粉条加工厂看到，

一口大锅热气腾腾，工厂内烟雾缭绕，和粉、下粉、漏

粉……制作流程井然有序，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

广场上，一排排金黄如玉的粉条，高挂下垂，在阳

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成为一道别具特色的“风景线”。

东高庄村二虎粉条加工厂负责人李二虎告诉记

者，这是纯手工红薯粉条，百年传统工艺，每年从10月

开始做一直到来年2月，一天能出3000斤左右粉条。

李二虎介绍，东高庄村制作纯手工红薯粉条的

历史悠久，家家户户都掌握着这门传统老手艺。他

们生产的粉条供不应求，工人每天都要从早上 6时

忙到晚上 10时 30分，产品远销北京、河北、山西等

地，还经常给漯河、平顶山等地代加工。李二虎专门

建立了一个小型冷库，便于储存的同时也确保了粉

条筋道的口感。

“这4箱是发往甘肃的，这边是发往宁波的，这几

箱是寄往海南的……”在麦岭镇岗西前街社区服务室

里，村民们正在忙着切割晾干的粉条，并打包装箱，一

箱箱粉条正在等待被运送至全国各地。

“这些粉条都是村民纯手工制作、晾晒、销售的。”

岗西前街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晓说，手工制作粉条是个

费时间、费力气的活，但是筋道好吃。2024年我们要

继续扩大种植规模、销售规模，实现线上和线下同步销

售，带动更多的人就业、致富，让远近都知道岗西前街的粉条。

近年来，襄城县持续做深做细红薯产业，拉长农产品产业

链条，扩大“襄城纯红薯粉条”品牌效应，让传统粉条加工焕发

生机，把优质产品销往更多地方，让“小”粉条成为助

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不断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向宣垣 柳雨静）1月12日，走进光山

县斛山乡赵岗村，只见一座座蔬菜大

棚排列整齐，大棚内暖意融融，棚内望

去绿油油的一片，莴笋、香菜等应季蔬

菜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农户们一边采

摘一边交流大棚种植管理经验，一派

繁忙景象。

赵岗村毗邻临仙河，灌溉便利，光

照时间长，土壤肥沃，具有发展蔬菜种

植的先天优势。近年来，赵岗村充分

立足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条件，多方

谋划，转变产业发展思路，瞄准蔬菜种

植周期短、销售路子宽、收入效益好的

特点，积极推行标准化大棚蔬菜生产，

以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模式提高效

益，拓宽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渠道，蔬菜

大棚种植已成为赵岗村增收致富的特

色产业。

“我每天都来这里干活，既能增加

收入，又能兼顾家庭。”正在大棚外整

装香菜的村民李大姐高兴地说。

赵岗村通过“党支部+合作社+联

农带农”的产业发展模式，健全联农带

农机制，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赴外务

工难的问题。同时合作社将部分蔬菜

苗发放给周边的群众和三类户，并提

供技术培训与指导，鼓励他们发展庭

院经济，蔬菜成熟后由合作社统一回

购，与光山县新发地批发市场形成长

期合作关系，确保销售渠道稳定，群众

持续增收，实现农民“四季有事做、全

年有效益”的美好愿景。

截至目前，赵岗村蔬菜大棚占地

面积 300余亩，共计 100余户农户从事大棚蔬

菜种植业，年人均增收 8000余元，一座座蔬菜

大棚已成为农民群众增收“聚宝棚”，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劲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李燕 实习生陈炫羽
通讯员张增峰 陈峰）1月7日，走进民权县绿洲街

道吴庄村果蔬种植基地，一栋栋大棚里“燃”起了

浓浓“春”意，生机盎然。

走进明亮草莓种植大棚，一股甜香扑鼻而

来。只见一垄垄整齐的绿苗上缀着星星点点的鲜

红草莓，个大饱满的草莓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更

加娇嫩欲滴。

棚内三五成群的游客徜徉在“莓”海之中，体

验亲手采摘草莓的乐趣。“摘下一颗放进嘴里，甜

甜的汁水瞬间在口中荡漾开来，果大、饱满、满口

留香。”游客王林和朋友们边尝鲜、边采摘、边留

影，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我们的草莓从现在开始采摘，一直能够采摘

到今年 5月左右，棚里的奶油草莓、玫瑰香草莓，

色泽鲜艳，口感清脆香甜，深受市民喜爱，前来采

摘草莓的络绎不绝。”草莓种植户杨国胜高兴地

说。

吴庄村毗邻县城，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显著。

村内土壤肥沃，蔬菜种植历史悠久，共有温室大棚

170余座。

该村党支部书记陈风伟介绍：“吴庄村是一个

蔬菜瓜果种植专业村，这里的耕地资源非常适宜

种植草莓、黄瓜、西红柿等蔬果。多年来从事大棚

蔬果种植产业，使这里的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在陈风伟的指引下，记者走进村民于世俊的

西红柿大棚，映入眼帘的是生机盎然的藤蔓，绿叶

掩映之下，西红柿挂满了枝头，三个一团，五个一

簇，红彤彤的。

于世俊和家人齐上阵，正紧锣密鼓地在大棚

内劳作。于世俊满脸笑容地说：“今年注定又是一个丰收

年，因为西红柿的品质好，很受顾客欢迎，固定客源越来越

多！”

“品质好，不愁卖。今年俺村的西红柿那是供不应求，

我们还通过电商、农超对接等多种方式，把优质的西红柿送

到市民的餐桌上。”陈风伟说。

据绿洲街道党工委书记程中华介绍：“近年来，绿洲街

道以党建为引领，以创建‘产业兴旺星’为抓手，整合资源优

势，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大力促

进乡村特色产业，并通过举办农产品展销会，与电商企业合

作等方式，提高产品知名度，切实做大做强都市农业。”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贺
洪强 周庆巧）1月 10日，在原阳县

官厂镇九龙泉村娄朝阳家的粉条加

工车间，随着机器轰鸣，制作粉条的

工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大家分

工明确、配合默契，不一会儿，晶莹

剔透的粉条就搭满了架子。

九龙泉村有制作粉条的传统，

制作工艺远近闻名。娄朝阳从事

粉条制作已有 7年，冬闲变冬忙是

他的常态，每年 10月红薯一成熟，

周边村民就陆续销售自家红薯。

“在收购红薯的同时，我们组织村

民成立了 10 余人的制作团队，开

始粉条加工制作，并经常切磋手工

制作传统工艺，粉条制作品质也不

断提升。”娄朝阳说，自家的粉条

纯度高、口感好，深受消费者的青

睐。

近年来，随着农业种植结构调

整步伐的不断加快，官厂镇农民依

靠产业优势，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

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结合红薯种植

易管理、产量高、销路好等特点，大

力发展红薯种植，着力提倡传统的

粉条手工制作工艺，农民收入也逐

年提高。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柳
陈运发）1月8日，在鲁山县尧山镇尧山

村白玉蜗牛养殖基地，一只只拖着褐色

螺壳的蜗牛慢悠悠地爬来爬去。

“我养的品种叫白玉蜗牛，它浑身

上下都是宝：蜗牛壳富含钙质，可以作

为饲料原料；蜗牛肉味道鲜美，高蛋

白、低脂肪；蜗牛黏液是化妆品的原

料；蜗牛粪便是有机肥。我把养殖室

的温度控制在 25℃~30℃，就是为了

确保蜗牛的营养。”基地负责人时留庆

介绍说。

蜗牛养殖基地每个房间两侧，靠

墙放置着两排钢柱架子，每个架子从

上到下排满了一个个抽屉“格子间”，

一个抽屉就是一“池”，这就是蜗牛的

“家”。工人们打开一个个“格子间”，

轻轻地将菜叶、红萝卜等食物缓缓平

铺进去。不一会儿，只见一只只蜗牛

伸出触角，慢慢地爬到食物上，开始

“大快朵颐”起来。

时留庆介绍，这个蜗牛养殖基地

建设历时半年，投资 30 多万元，总容

量为 1 万窝，目前投产 3000 窝。每

1000窝就需要两个人饲养，能出成品

蜗牛 1万斤，蜗牛的生长周期是 4到 5

个月，长到 35 至 40 克就可以上市销

售，每斤 40元左右，除去电费、饲料和

人工，净利润可达 15万元。待今年夏

季满负荷养殖后，每茬利润将达 50余

万元。

小蜗牛也带动了就业。“我在这儿负

责种菜、喂蜗牛、喷水，一天工作8个小时，

日工资90元，外加家里流转的2亩多地，

每年有3000多元土地流转收入，算下来

一年收入有3万多元。”正在喂蜗牛的村民

张妮妮笑着说。该村和她一样的蜗牛“饲

养员”有20余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谈及未来发展，时留庆充满信心地

说：“尧山镇是旅游大镇，每年游客有上

百万人，有很大的销售市场，今年他将

全力打造集恒温大棚养殖观光、农旅体

验区、蜗牛美食餐厅及蜗牛主题民宿于

一体的生态养殖农旅示范基地，形成一

条蜗牛产业链。”

本报讯（记者李燕 实习生陈炫羽
通讯员马学贤）“这个品种是我们和农

业大学历经四五年培育出的丹参新品

种——丹瑞一号，它的优点就是产量

高、含酮量高、条形比较匀称。”1月 11

日，柘城县瑞源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飞

说。

柘城县瑞源家庭农场是该县一家

从事丹参、菊花等中药材种植的企业，

经过农场不断实施农技研发和中药材

品种培育，从当初单一的药材种植、销

售模式走出一条集选种、育苗、收购、销

售于一体的发展道路，培育的丹瑞一号

种苗远销日本、韩国、缅甸等国家，深受

市场欢迎。

自2016年起，该农场在起台镇、牛

城乡等地流转土地 1000多亩，从事丹

参、菊花等中药材的规模化、标准化种

植。2019年，在省科技特派员的帮助

下，该农场开始尝试进行丹参、菊花等

药材种苗的繁育。

据介绍，该农场丹参种苗亩产收入

能达1.5万元左右，而这种优质的药材种

苗一经上市就受到了众多药材种植户和

收购商的青睐，产品供不应求。

丹瑞一号种苗相较同类种苗具有多

种优势，而且种植出的丹参也有极高的

市场价值，该农场技术人员积极动员附

近农户种植丹瑞一号，并提供“产品+农

技”“产品+加工”“产品+回购”等全面服

务，提高了规模种植效益。目前已带动

周边群众种植丹参2000多亩，丹瑞一号

种苗也实现了购销两旺。

“农户从我们手中购入药材种子

后，我们提供技术指导、施肥、打药、采

收、烘干等系列服务。”刘飞说。

2024年年初，该农场丹瑞一号种

苗订单量达到了 40万斤，丹参种苗的

日加工生产量达到了3万多斤。

泌阳县 振兴路上菇菇事多

鲁山县尧山村 蜗牛爬上致富“快车道”

柘城县“产品+”助推丹参苗打入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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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安阳县瓦店乡小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无土栽培草莓大棚，党员志愿者张静沙正在采摘“空中”草莓。毕兴世 摄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1月5日，淇

县西岗镇的麦田里，临近田边的雪还没

有化。大周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

文周一大早就踩着泥进田查看苗情。

与李文周一同下地的，还有来自周口、

平顶山等地的6位种植大户。

除相互交流，种植大户们还有一个

重要事项：向当天到来的河南农业大学

农学院、资环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的几位专家请教。种植大户们与专家

并不陌生，前者是2022年河南农大“头

雁”培育的学员，后者则是他们的老师。

“市面上常见的微生物肥料、菌肥，

到底需要用不，怎么用？”来自郸城县的

种植大户付翔直截了当，一是市场上产

品五花八门，挑花了眼，二是价钱不低，

用不用、怎么用？让他“迷茫”。

答疑者是农业农村部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专家组成员、河南农大资环学院

教授叶优良，“菌剂不能单独用！”针对

有机肥、微生物肥料、菌剂菌肥，叶优良

一一解释并详细指导用法。种植大户

关心的麦田追肥，叶优良指导其看时

间、看苗情，因地制宜追肥。

走进麦田，河南农业大学国家小麦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谢迎新来了一场现场教学，拔起麦苗，

数叶片、数根系，抓起泥土看墒情，指导

种植大户根据麦田、麦苗的不同情况，

采取不同的水肥管理措施。

“苗子不错，墒情也非常充足，可

以考虑开春后水肥管理适当靠后进

行。”谢迎新的话，李文周听得认真。

从2017年返乡种粮的李文周，在

2021 年受灾，损失惨重，几乎要放

弃。2022年李文周参加河南农大“头

雁”培训班，从掌握最新的种植技术、

种植模式到经营理念，在授课老师和

当地农业技术人员的共同帮助下，终

于打了一场“翻身仗”。现在，李文周

的合作社里，逐渐添置了各种农机设

备，他的种植技术在当地出类拔萃，成

为附近农户的“老师”。

一堂田间技术课，让参与的种植

大户直呼“不虚此行”。除了进高校课

堂学习，河南农大专家的田间授课，正

助力“头雁”学员，用农业技术不断提

高种植经营水平。

1月15日，商丘市梁园区观堂镇徐楼村一女青年在温棚里察看蘑
菇长势。近年来，徐楼村群众在村党支部的引导下，积极发展食用菌
种植业，全村先后有28名农民靠种植蘑菇走上致富路。 陈臣 摄

专家田间开课 种植大户现场充电

1月11日，尉氏县南曹乡前
孙村党支部书记刘运章正在给
肉牛添加饲料。2018年 8月，
刘运章筹措资金70多万元，引
进优良品种黄牛60多头，办起
了肉牛养殖场，他把自己的养牛
场作为“培训”基地，吸引周边群
众前来参观学习。在他的带动
下，该村有8户农户先后建成肉
牛养殖场，肉牛存栏量1000余
头。 李新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