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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联办

□黄红立 许金安 王世光 王博

“食用油、对联，还有这 25500 块

钱大红包！”1月 26日，在嵩县城关镇

叶岭村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从领

奖台上走下来的68岁药农叶建明高兴

地说，“心里比吃了丹参蜂蜜还要甜。”

丹参年年红，红包领不停。当天，

同叶建明一样，叶岭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第三次分红大会现场，全村267户共

分红150万元。

叶岭村因丹参分红，因丹参走红。

叶岭村距嵩县县城5公里，下辖3

个自然村267户 1060余人，耕地2500

余亩。曾经的叶岭村同嵩县大多数村

子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地势连绵

起伏，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靠天吃

饭，增收门路窄。

村子强不强，关键看头羊。一个

好的支部书记，能够带好一个班子、建

好一个村子、找到一个富民的好路子。

2021年 1月，叶岭村“两委”换届，

年富力强、在外经商的董广聚被“拽”

回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

如何培育特色产业？董广聚和村

委会一班人将致富目光锁定在丹参种

植上。

选择丹参，这与嵩县的“大气候”

有关。

嵩县是洛阳南部重要生态涵养

区，山高谷深，日暖夜寒。独特的地

域、土壤和气候环境适宜中药材生长，

各类药材1310种，素有“天然药库”“中

原药谷”之称，该县重点培育了丹参、

柴胡、皂刺、连翘、山茱萸、黄精“六朵

金花”。培育壮大中药材产业已成为

嵩县乡村振兴新引擎。

2021年，嵩县的丹参产业政策是：

对1000亩以上的连片丹参基地，整合

60万元作为产业发展基金。运营过程

中，对种植效果好、带动作用明显、经

过验收认定合格的，再发放 500元/亩

的产业奖补资金。

“连绵丘陵、陆浑湖畔、紧邻县城，

有政策支持，有资金扶持，必须抢抓机

遇！”董广聚和村委会干部们信心坚

定。

当年5月，叶岭村成立了民源种植

专业合作社，筹资 40 万元，采取“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于当年

11月流转1076亩土地，打造了高标准

“千亩丹参种植基地”，并顺利享受 60

万元发展基金。

在实践中，村子形成了独特的“四

三二一”叶岭运营模式——合作社继

续发展资金占比 40%、流转土地群众

分红占比 30%、村级集体经济占比

20%、合作社管理人员工作补助占比

10%。

“租金+薪金+股金”“三金”叠加，

村集体和股东“双增收”。

一业兴，百业旺。2021年 12月，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江凌在叶岭

村调研时，对丹参产业发展、人居环境

改善给予肯定。

2021年是叶岭第一年种植丹参，

丹参种植第一年没有收益，一年半后

可采收，“2年生”品相更好，卖价也更

高。

2021年 11月，村民叶建明将3亩

地流转给合作社，2022年 1月，他领到

了1500元地租分红。随着丹参第二年

有收成，叶建明承包了20亩土地，自己

参与种植。2023年1月，他领到了1万

元分红。

尝到甜头的叶建明，去年 11月又

承包了 10亩丹参。这次分红，2.55万

元拿到手。

目前，叶岭村的丹参种植面积已

达2400亩，“红包”也像丹参一样，一年

比一年大，一年比一年红：2021 年、

2022年，全村分红分别为 51万元、90

万元，刚刚过去的2023年，则高达150

万元。

董广聚说：“选择在年前兑现，一

是为增添喜庆氛围，红丹参、红钞票，

红红火火过大年；二是与年前最后一

次村民大会一并进行，宣讲富民政策，

部署春节工作，激发干群干劲。”

丹 参 ，给 叶 岭 开 出 了 振 兴“ 药

方”。借助县城近郊、毗邻陆浑湖优

势，村子打造民宿的同时，增设了丹参

驿站、科普馆，开发了“嵩州叶岭”丹参

宴、丹参蜜、丹参茶等产品。

周末假日，婚纱摄影、骑行者络绎

不绝，村子旅游潜能被激发。2022年，

叶岭成功创建“五星”支部，三变改革

“叶岭模式”在洛阳全市推广；董广聚

被洛阳市表彰为劳动模范和“文明乡

风建设优秀支书”。

小丹参，大“处方”。丹参就像酵

母，让叶岭走红，也“染红”了周边村

子。

为培育丹参产业，城关镇先后在

叶岭以及相邻村硬化、提升产业道路

2条、建设配备灌溉设施 6处、建设丹

参切片和储存车间，实施“坡改梯”水

土保持项目 3000亩。2022年 10月，

在叶岭的带动下，周边的北圆村、朱

村、孟村等 5个村发展丹参种植 7500

余亩。

如今，城关镇万亩丹参田园综合

体、20公里丹参产业带已初步形成，丹

参产业发展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当

地正在着力打造融产业发展、中药研

学、生态观光与休闲体验为一体的旅

游研学基地。

对于明年分红，叶建明自信地伸

出三根手指头说：“必须得3万块钱！”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
焱）1月25日，在宝丰县李庄乡“一村

万树”行动示范点马庄村，村民们正

在村道两侧忙着挖坑、扶苗、填土、浇

水。一番忙碌后，一株株新栽植的苗

木身姿挺拔起来。

“俺村房前屋后种了很多绿化

树和桃树、杏树、梨树等果树，既美

化了村里的环境，又让村民在夏天

有了休息纳凉的地方，看到这些变

化别提多高兴了！”马庄村村民李士

妮说道。

据了解，马庄村近年来大力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积极打造游园广场，

修缮凉亭古井，布置秋千、健身器材

等设施，为村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健身

场所。该村以“一村万树”行动为契

机，先后种植巨紫荆、月季等共计

3000余棵，移栽种植紫竹300余棵。

“自‘一村万树’行动开展以来，

在县交通运输局、检察院两个帮扶单

位的支持指导下，我乡积极开展‘一

村万树’植绿工作，目前打造马庄、祁

家示范村两个，利用房前屋后的闲置

土地植树造绿，推动实现村庄公共空

间绿化全覆盖。”李庄乡分管林业工

作的负责人魏建廷说。

今年以来，李庄乡通过“一村万

树”行动，加快了美丽乡村建设步伐，

不但改善了人居环境，还提升了村庄

整体形象，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

美丽李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陈
灏 曹晨晨）1月 19日，许昌市举行豫

中陆路口岸综合物流港运营推介暨

建安区人民政府与找钢网合作签约

仪式，标志着位于建安区的豫中陆路

口岸综合物流港即将正式运营。

许昌作为郑州都市圈核心区，承

担着全省物流分拨功能和输出功

能。该市依托位于建安区的京广铁

路苏桥站，规划建设了占地3600亩，

总投资 50亿元，总建筑面积55万平

方米的豫中陆路口岸综合物流港。

作为郑州都市圈“南大门”，如

何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产

业优势？许昌市将豫中陆路口岸综

合物流港整体定位为钢材、建材、粮

食等大宗货物为主，兼具城市配送

功能，覆盖全市，辐射豫西南，与郑

州物流业错位发展区域性物流枢纽

中心。

据介绍，该项目分两期实施，一

期占地1360亩，总投资22亿元，主要

建设接轨京广铁路11公里铁路专用

线、5万平方米铁路装卸仓、标准仓，

15万平方米货场、集装箱堆场，智慧

化“一单制”物流信息平台，光伏发

电、重卡换电站等新能源设施，着力

打造绿色低碳、智慧管理、功能集合、

服务集成的物流枢纽中心。到2025

年综合物流港可实现铁路货运量

400万吨，2035年铁路可实现货运量

800万吨。目前，一期建设已基本完

成，计划今年上半年完成铁路专用线

开通运营。

围绕综合物流港投产运营，许昌

市将以钢材、铁矿、粮食等大宗商品

货运为重点，开展区域分拨和城市配

送业务。钢材方面，依托物流港以北

2公里、长江以北最大长葛钢材交易

市场，通过物流港短驳配送，年运输

量达 200 万吨；铁矿方面，依托物流

港8公里、储量2.5亿吨、2024年投产

的许昌铁矿，年运输量达 200 万吨；

粮食方面，依托中原粮仓的天然优

势，通过物流的分拨配送，实现中原

地区“北粮南运”“外粮内运”功能。

同时，按照一体化运作，多元化经营，

专业化服务，信息化共享的理念，积

极与找钢网、青岛港、中铁特货、深圳

怡亚通等企业合作，通过新业态的培

育，给与综合物流港更多的智慧赋

能、金融赋能、供应链赋能，加快推进

物流优势向供应链优势转变，产业链

向供应链集成服务转型。

许昌市建安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该区将聚焦综合物流港做大

做强，延链补链强链，为助力许昌加

快融入国家“通道+枢纽+网络”和全

省“1+7+N”枢纽经济发展体系，为许

昌开放强市和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

行试验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和强大

势能。

本报讯 1月25日，从济源示范区

文化和旅游广电局传来消息，济源新

春旅游线路“冰雪冬韵”之旅入选“乡

村四时好风光——游购乡村 欢聚过

年”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68条线路

之一。

此次“游购乡村 欢聚过年”全国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发布推广，是文化

和旅游部、商务部共同启动的2024年

“游购乡村”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本

期线路分为“多彩乡村”“欢聚过年”两

个部分，济源“冰雪冬韵”之旅入选的

是“欢聚过年”精品线路。

“欢聚过年”线路突出冬季和春节

时令特点，以年俗文化、节庆活动、赏

冰玩雪、乡村美食、年货集市、温泉养

生、合家出游等为重点推荐内容。

济源地处南太行末端，晋豫交

会处，“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雾凇、

冰挂与温泉、汤池兼备，游客可享

“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冰雪美

景不输“尔滨”，汤泉温适更胜江

南。远赏雪景近看冰挂，嬉戏猕猴

撒欢山林，“动静两相宜”的美不可

多得。流传千年的邵州水席，就地

取材的非遗美味，美味的牛肉丸子，

回汉融合的地方特色，来此尽享舌

尖上的饕餮盛宴！

赏雪戏猴泡温泉、登山祈福看冰

挂、游街逛吃观夜景。济源，带给您

不一样的年味！

（黄红立 左朝君 杨明）

本报讯 （记者李燕 实习生陈炫羽）

1 月 22 日至 23 日，商丘市首席科普专

家、商丘市农业农村局正高级兽医师、市

科技特派员李庆东到宁陵县聚民畜牧养

殖有限公司开展技术指导工作，详细讲

解如何做好家禽疾病防控工作，解决养

殖户生产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属冠状病毒，

该病毒能在鸡群中迅速传播，潜伏期一

般为18~36小时，易感鸡通常在48小时

内出现症状。李庆东表示，这是一种复

杂的免疫类条件控制性疾病，受诸多外

界因素影响，在饲养的过程中要控好舍

内环境防止鸡群冷热应激，以保证鸡群

体质，养殖场所还应严格落实各项生物

安全措施防止病毒传入，从而做到有效

防控传染性支气管炎。

李庆东指导养殖企业建立合理的早

期免疫程序和疫病防控相关技术规范，

辐射带动周边同类鸡场的鸡传染性疾病

安全防控，建议养殖场加强防疫管理，严

防疫情传播，推进养殖的规模化、标准

化、生态化、安全化。

该公司负责人耿海潮说：“李庆东专

家很接地气，用最朴实的话和我们讲解

各种养殖的技术要点，为我们的生产提

供了很大的帮助。”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姬
冠鹏 阴晓燕）1月 25日，在叶县九龙

街道典庄村草莓种植基地，一排排

设施温棚铺排有序，温棚内一颗颗

草莓像一个个小红灯笼“镶嵌”在绿

叶白花间，吸引了许多顾客前来采

摘。

“我们村引进种植了白雪公主、

妙香、红颜等 10多个草莓品种。目

前草莓正处于上市好时节，采摘期可

持续到 6 月，全村预计收入不低于

100万元。”典庄村党支部书记典亚

军介绍。典庄村草莓种植基地是该

村集体经济项目之一，在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同时，还提供就业岗位 20余

个，实现了产业兴旺、农民增收。

近年来，叶县推动“农业+旅游+

文化”全面融合与升级，先后创建39

家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着力将林果采

摘和乡村生态旅游业培育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实现以城带乡、以乡助城，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乡村旅游产业

链。同时，依托总投资11.08亿元、全

长94公里的旅游观光风景道，以“银

线串珠”的形式将辛店、保安、夏李、

常村4个山区乡镇的产业园、旅游景

点和部分乡村串联在一起，聚力培育

生态观光游、休闲采摘游、亲子农业

体验游、民俗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业

态。

冬季是林果管理的关键期，在辛

店镇刘文祥村的 300亩黑布林种植

园里，果农们在树下来回穿梭，挥舞

剪刀，修枝打杈，手起刀落间，一排排

果树被修剪成各种“花式”造型。

“修剪成统一造型后，等过完年

开花的时候就是非常好看的景观。”

种植户童路军说，他种植的果树有

16亩，亩产在 5000 斤左右，果树开

花时节和采摘时节，每天吸引不下

100名游客来游玩采摘。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叶县已建

成刘文祥黑李、金沟核桃、妆头白桃、

水寨葡萄等特色经济林园区 44个，

全县共发展特色林果业 13万余亩，

年产值可达2.1亿元。

“发展农业优势特色产业，融合

发展是关键。下一步要不断加强科

学规划引领，用活用好各项配套措

施，强力推进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融

合发展，培育壮大各具特色的富民优

势产业，真正让产业红起来、农业强

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叶

县副县长武侃侃说。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

讯员罗玉兰）“我们卖的都是当地原

生态土特产品，优点是品质好、绿色、

健康，缺点是规模不大，市场竞争力

不强。我们一直在寻求新的发展机

遇。”1月25日，在商城县达权店镇梦

响种养殖合作社联合社基地，负责人

周孝鸽边介绍所售农产品，边谈起了

自己前不久申请加入商城县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的初衷。

梦响种养殖合作社联合社由两

家合作社和一家家庭农场组成，成立

于 2023 年 4月，作为达权店镇大造

村党支部书记的周孝鸽，希望利用合

作社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壮大村集体

经济。但运营合作社以来，周孝鸽发

现农特产品销售制约因素较多，想要

做大做强，需要有力的支撑和凝聚更

多力量。

2023 年年底，梦响种养殖合作

社联合社通过申请并签订协议，以

开放办社的形式成为商城县供销系

统社员，联合了达权店镇 59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22个村集体经济组织、

80家家庭农场，成立了商城县达权

店镇“供销优品”大造村综合服务

社，抱团闯市场。在商城县供销社

的协助下，综合服务社已入驻“832”

扶贫电商平台，开拓了新的农产品

推广渠道。

“通过开放办社能够整合资源、

降低成本、拓展市场、增强竞争力，也

能发挥各个合作社的优势，有利于整

体统筹、规划，推进农业产业发展。”

商城县供销社联合社党组书记、理事

会主任李明中说。

2023 年以来，商城县供销社以

“党建引领、村社共建”为抓手，采用

开放办社模式，扩大服务社员范围，

打造农民生产生活综合服务平台。

在商城县供销社鼓励以及政策、资金

等支持下，商城县长竹园乡灌河源中

药材专业合作社持续发展壮大，现有

中药材种植基地1.2万多亩，通过“合

作社+农户”模式，使全乡 52户困难

群众有了稳定收入，引领全县 10多

个乡镇3000余户农户发展中药材种

植。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盛鹏）一排排整齐的花带护栏美化民

居、一条条新修的乡村公路方便群众

……1月25日，在光山县泼陂河镇，随处

可见便民利民的新变化。

去年，光山县抢抓2023年中央彩票

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

范区建设契机，成功申报4000万元中央

彩票公益金支持。依托“中彩”资金，该

县大力开展“多彩田园”乡村振兴建设，

项目范围涉及泼陂河镇 7个行政村，包

括4个产业项目和10个乡村建设项目，

助力老区走出了“红绿融合”推进乡村振

兴的特色之路。

泼陂河镇借助红色革命遗址，实施

全域红色教育研学旅游体系建设，利用

中央彩票公益金在钟鼓楼亲子乐园入口

处配套建设文化创意园，深度挖掘红色

文化，促使红色文化传承保护与文旅发

展相结合。利用“中彩”资金修建的900

平方米茶叶加工园和 1400平方米创业

孵化中心即将建成，这里将打造集乡贤

创业孵化、农村资产运营、土地流转服

务、劳务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

创业园地，让大别山脚下的这片“红土

地”成为返乡创业的新高地。

为把油纸伞、艺术木雕和“老米酒”

“老银匠”“老篾匠”“老裁缝”等传统手工

技艺传承好，该县通过中央彩票公益金

项目建设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的“永济

坊”文化创意园，通过保护性传承，让小

手工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旅游的

“大产业”。

“文化创意园建成后，我们还将把当

地的民俗艺术引入园区，创新戏剧曲目，

挖掘优秀作品，向群众吹送文明新风，不

断增强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幸福感、

获得感。”泼陂河镇党委书记刘存新说。

1月28日，在柘城县慈圣镇白庄村西瓜种植基地的大棚内，瓜农们忙着为移栽的西瓜苗增加保暖措施。近年来，
柘城县把发展特色种植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推进村级经济发展。张书珲 摄

许昌市豫中陆路口岸
综合物流港即将运营

济源“冰雪冬韵”之旅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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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 林果经济遇上乡村游

1月29日，尉氏县书法爱好者在小陈乡大齐村开展义务为群众写春联、
写福字、送祝福活动，他们通过该活动和村民们欢聚一堂，大家在欢声笑语
中迎接新春佳节。 李新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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