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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职福利赵含香）“大家在栽植射干
的时候要注意几点：每株之间间
隔20厘米；确保株行之间距离30
厘米；不要埋太深，到分叉点就
行；平时要注意除草……”4月16
日，在获嘉县徐营镇东浮庄乡道
路旁，村干部和群众正忙着种植
射干苗，开沟、放水、植苗、封土，
为确保秧苗成活率，镇里邀请农
业技术人员在一旁进行专业指
导，耐心教导大家如何科学种植
射干。

射干，一个古老的草本中药。
其味苦、性寒，有清热解毒、消痰、
利咽之功效，常用于热毒痰火邰
结，咽喉肿痛，痰涎壅盛，咳嗽气

喘。同时，射干还是一种园林

花卉，花形飘逸，观赏价值高。
“这次镇里共购买了3万余

株射干苗，分别种植在徐小路、东
浮庄乡道等县乡道路路肩。射干
可药可观，营养丰富，药效显著。”
徐营镇副镇长杨成浩表示，种植
射干，既增强全镇绿色底蕴，又帮
助村里获得经济效益，是一举两
得的大好事。

如何实现乡村既美又富，徐
营镇下足功夫。近年来，该镇坚持
从自身实际出发，以市场为导向，
秉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整体提
升”的原则，抢抓农种时节种植黄
花菜、射干等，利用作物、药材的经
济和生态双重价值，大力发展“路
肩经济”，不断培育集体经济新的
增长点，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李善喜李征

4月14日，雨后的田间时不时飞
过欢歌的小鸟。在方城县博望镇小
罗庄村温棚蔬菜园区，菜农裴春东刚
把最后一蒌番茄装上汽车，来自嵩县
的周老板就算好了账：“2700 斤，
4590元。刚好比前天多1000元，快
来扫码结账吧。”裴春东见手机一响
钱到账，心里乐滋滋地说：“看来年底
给儿子娶媳妇不用借钱了……”

采摘丰收果，农民乐开怀。近几
天，博望镇的温棚蔬菜园区里热闹非
凡，摘售番茄的菜农个个面带幸福的
微笑，一辆辆运菜汽车把满车的番茄
运往四面八方。

博望镇是河南省“一村一品”示
范镇，近年来，镇党委、镇政府围绕乡

村振兴大目标，瞄准当地优势，积极
引导支持农民大力发展以温室大棚
为主的蔬菜保护性栽培，并注重典型
引路，在尚庄、博望、小罗庄、王张桥、
皮庄、向庄、湾街等16个村建立了温
棚蔬菜园区，建成冬暖式钢骨架蔬菜
温棚2800多个，温棚覆盖总面积达
8300亩。为加大扶持力度，镇里采
取引进项目、优中选优、政策倾斜的
办法，累计投入资金1800多万元，新
修水泥路22.6公里，打配机电井227
眼，架设高低压线路1.3万多米，安装
配电变压器41台，新修沟渠路33.2
公里，有效改变了生产条件。

为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造就高
素质的职业农民，提高蔬菜生产的科
技含量，该镇积极与河南农科院、河
南农业大学、南阳农科院等科研部门
攀亲结缘，建立了长期的互联互通关
系，还在皮庄、博望等4个村建立了
学生试验示范基地，经常派专家、教
授前来指导技术，每年举办培训班

3~4期，3年来共培训技术型农民
280人（次），在专家的指导下，先后
引进推广蔬菜“地热线育苗”“四膜覆
盖”“控温控湿”“病虫无害化防治”

“配方施肥”等新技术12项，蔬菜增
产增效因素中，科技因素达22.6%。

尚庄村是博望镇最大的精品蔬
菜园区，村里成立了立体蔬菜专业合
作社，村党支部书记李玉忠带头发展
温棚种菜，组建了温棚蔬菜专业合作
社，提供多项统一性服务，把党员中
的种菜能手组织起来，每人帮带3~5
户发展温棚种菜，形成党员带农户、
专业合作社联农户、产销服务一体化
的新格局。

该村温棚蔬菜产业发展最快，种
植面积最多，共建成温室大棚680
个，每个占地3~5亩，在专家的指导
下，多数农户推行“春番茄+晚黄瓜+
冬白菜（或荠荠菜）”三种三熟栽培模
式，严格把好无公害管理环节，顺利
通过了省级无公害产品认证。去年

刘金明、辛保中、刘学勇等示范户亩
产优质番茄1.5万斤左右，一季番茄
亩收3.5万多元，加上种植黄瓜、白菜
或野菜的收入，每亩年收入突破4万
元，最高亩收入达5万元，创当地种
植业最高收入水平。

目前，该镇小罗庄村70%的农
户种植蔬菜，从人均种菜数量到亩均
年效益均属全镇最高。“虽说去冬今
春雨雪多、气温低，在县、镇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我们科学应对低温寒潮，
采取了一整套增温保暖措施，番茄移
栽及时，长势旺盛，坐果率高，预计亩
产不下8000斤。眼下，裴春东、刘广
军等种菜大户每天收摘番茄4000斤
以上，10天后进入高产期，每户每天
产量不低于6000斤，照此算来，亩产
肯定超万斤。根据眼下市场行情，亩
收入不低于3万元，比种粮食高出好
几倍，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小罗庄
村党支部书记刘荣凤对农民增收信
心满满。

本报讯 （记者黄华通讯员
张华 滕敬豪）观景赏花、采摘垂
钓、农事体验……眼下，正阳县永
兴镇鑫源家庭农场凭借其独特的
魅力和丰富的文旅项目，成为游
客争相打卡的新去处。

4月17日，走进鑫源家庭农
场，仿佛置身于一幅田园诗画之
中。鸵鸟养殖场、土鸡养殖区、
农家特色菜馆等各具特色。游
客们可以在这里体验亲手喂食
土鸡的乐趣，品尝农家特色菜的
鲜美，感受农耕文化的深厚底
蕴。同时，农场还推出了垂钓、
采摘、喂养等一系列互动性强、
体验性佳的活动，让游客在亲近
大自然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乡村
生活的无限魅力。

为了提升游客体验度，鑫源
家庭农场在环境美化和设施建设
方面下足了功夫。他们巧妙规划
景观布局，种植了各式各样的花
草果木，打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
的游览场所。同时，农场还推出
了地道的农家特色菜肴，让游客
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
乡愁的独特韵味。

农场负责人魏乃荣表示，他
们与相关公司紧密合作，推出了
文旅、餐饮、农旅、康旅、体旅等乡
村游项目，深受游客喜爱，不仅有
效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也为
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

鑫源家庭农场在永兴镇党委、
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利用其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
积极探索“旅游+美丽乡村、特色
种植、生态农业”等多元化融合发
展模式，不但推动了乡村振兴的
步伐，还为农民群众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收益。

“文旅乡村游融合发展和链
式多元化经营将是我们今后追
求的目标。通过拓展农业观光、
农事体验等更多项目类型，打造
乡村旅游新名片，为当地群众提
供更多就业机会，助推乡村振兴
发展，共同绘就乡村美丽新画
卷。”说起今后的发展，魏乃荣信

心十足。

4月15日，宁陵县逻岗镇二郎庙村村民正在采摘葛花。近年来，逻岗镇
立足自身沙土壤发展优势，以产业振兴为抓手，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安全的特
色农业，探索“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社会稳”的乡村振兴之路。吕忠箱摄

政策扶持 技术加持 抱团发展

温棚蔬菜收益高

家庭农场魅力足
“姜”产业链做大做强

宝丰县商酒务镇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郭

文华）4月15日，在宝丰县商酒务镇
张庄村益康农业生姜种植基地，四
五十名工人正忙着栽种生姜。用农
业机械打出来的田垄一条条整齐光
洁，一块块冒出新芽、肥壮饱满的姜
块放置在田垄沟里，等待封土。

益康农业生姜种植基地负责人
李伟旗是张庄村村民，2014年回乡
创业，流转土地600余亩发展种植
业。2019年，他从山东生姜研究院
引进全新产品“生姜1号”开始试种，
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2020年，他
获得“宝丰县十大乡土人才”荣誉称

号，投资100多万元修建了储藏生
姜的地窖，有效提高了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同时，他还花17万元购
买了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
该系统可以精准浇水施肥，提高了
生姜的质量和产量。

“基地今年种植生姜150亩，现
在正是种姜的最佳时期，在播种前
要起好垄、施足肥、选好种，这样长
出来的生姜才个头大、产量高、销路
好。今年育的姜种长势非常好，预
计每亩生姜的产量可达1.5万斤左
右。”李伟旗信心满满地说。

目前，益康农业生姜种植基地
已研发推出了姜丝、姜茶、姜糕、姜
糖等深加工产品，拉长生姜产业链
条，做大做强产业。

依托益康农业生姜种植基地的
示范带动作用，该镇在25个行政村
发展生姜种植，种植面积 1000 余
亩，在提高种植技术水平的同时，推
进生姜产业化发展。

生姜种植是该镇因地制宜做活
产业结构调整文章，走出乡村产业
振兴新路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镇瞄准市场，因地制
宜，通过土壤检测、配套灌溉系统、
发放奖补资金等措施，依托“一村一
品”发展思路，结合各村产业特色，
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共培育特色果
品、花卉苗木、生姜、贝贝瓜等各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68家，其中龙头
企业1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6家、
家庭农场12家。

获嘉县徐营镇

种射干发展“路肩经济”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廖涛王磊

4月19日，谷雨时节，一簇簇
一尺多高的野菊花，在雨后显得
格外翠绿娇嫩，散发着沁人心脾
的药香。45岁的南召县马市坪乡
白庄村村民崔志群，正蹲在田地
里精心侍弄野菊花苗。去年他家
种了5亩野菊花，一亩收入3000
多元，共计收入1.5万元。今年，
市场行情看好，他又多种了一亩，
预计6亩野菊花，秋天能收入两
万元。

自2021年起，南召县马市坪
乡白庄村成立野菊花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开始在本村大力发展
菊花产业，采取“支部+农户+合
作社+龙头企业”的方式，大规模
流转土地，发动群众种植野菊花
120余亩，每亩收益3000多元，带
动全村30余户农户增收致富，野
菊花成为群众致富的朝阳产业。

近年来，马市坪乡结合实际，
抢抓机遇，把中药材种植作为乡
域特色优势产业，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着力培育龙头企业，采取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合
作社与农户签订中药材种植协
议，实行“三包三统一三标准”管
理，产量产值稳步提升，产业链条
不断拓展，中药材产业呈良性发
展态势，品牌优势日益突显。
2023年，该乡被命名为南阳市首
批中药材特色乡镇。

南召县具有亚热带向暖温带
过渡的明显特征，四季分明，适宜
多种药用植物生长，有效成分含
量高、药效好。马市坪乡地处伏
牛山腹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境内有山茱萸、连翘、
杜仲、天麻、猪苓、茯苓、野菊花等
中药材十几种。

南阳市是“医圣”张仲景的故
里，南召人民自古形成了“信中
医、爱中医、用中药”的民俗风尚，
中医药产业发展有深厚的人文基
础。马市坪乡邀请省中药材方面
的专家、学者实地考察指导，联系
河南微谱技术检测研究所对乡域
土壤进行成分分析，经过综合论
证，杜仲、野菊花、连翘等中药材
适应本地气候，群众认可度高，种
植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广阔，适宜
规模化种植，能够有效地把生态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决定在全
乡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推广野菊
花。

在中药材种植推广过程中，
该乡以种植大户为依托，让“会种

者”多种，让“想种者”先种，村村
都有示范户，户户都有指导员。
以村为单位，成立野菊花种植合
作社，充分发动种植户积极入社，
以合作社为主与南阳金贯公司签
订保护价收购协议。金贯公司育
苗供苗和包销包购，有效消除种
植户的后顾之忧，从而以点带面，
连点成面，大面积推广野菊花种
植。目前，全乡种植各类中药材
1.2万亩，年实现产业收入2000
余万元。

在大规模种植的基础上，马
市坪乡通过知名乡贤牵线搭桥，
邀请华润三九药业赴南召县开展
中药材考察，就生长环境、产业现
状、群众基础、行业前景等进行分
析研判，成功促成华润三九集团
以“订单”农业模式，把马市坪乡
确定为华润三九集团菊花原材料
种植集采基地，进而辐射带动全
县4个乡镇种植野菊花2万亩。

产业想要做大做强，就必须
有“领头雁”，通过龙头企业的带
动和扶持，带动农户进入大市场，
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马市坪乡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建设乡村振
兴产业园，培育了以野菊花种植
加工为主的南阳金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杜仲胶、杜仲籽油等杜
仲提取为核心的南阳金蕾集团有
限公司，争取统筹整合资金150
万元，建成标准化厂房1座，为拉
长野菊花产业链条提供了强劲动
力。

南召县以“规范发展中药农
业、壮大升级中药工业、推动拓展
中药商业”三大改造为抓手，在

“十大品种”的基础上，重点培育
了10大中药材种植基地。在中
药材产业发展的带动下，全县相
继成立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110
家，扶持建立中药材加工企业10
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295 个。
2023年12月河南省公布了第一
批道地药材目录 50个品种，其
中，25个品种重点产区在南召县，
占据河南省中药材种植的“半壁
江山”。

据统计，目前南召县中药材
种植总面积55万亩，产量7000
余吨，产值8亿多元。其中，辛夷
种植面积达25万亩，产量占全国
总面积的 70%，年产干药 4600
吨。山茱萸种植面积14.3万亩，
年产干药800吨。杜仲种植面积
达10万亩。南召县先后荣获“河
南省十大中药材种植基地县”“河
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强县”称
号。

南召县

55万亩中药材年产值8亿多元

种下中草药 开出致富方

正阳县永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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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在孟州市
化工镇，来自美国、英国、
日本等国食用菌方面的
代表和从业人员在孟州
市三联种植专业合作社
参观杏鲍菇的种植和生
产情况。当天，在许昌参
加2024食用菌全产业链
跨境创新大会、来自 26
个国家的69名食用菌方
面的人士专程来到孟州
市三联种植专业合作社
参观学习，了解杏鲍菇生
产从“制包、灭菌、接种、
养菌、出菇、采菇、分选包
装”的全过程。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
柳陈鹏旭）4月19日，一箱箱摆放整
齐、包装规范的新鲜金耳菇从鲁山
县四棵树乡合庄村出发，通过快递
发往四面八方，这些金耳菇全部是
由“智慧菌仓”培育的。

“这个项目是我去年4月在山
东实地考察之后引进的，目前也是

河南省第一个引进的‘智慧菌仓’。”
合庄村党支部书记于京涛介绍说。

合庄村的“智慧菌仓”采用先进的
智能化管理系统，长12米、宽2.5米、
高2.9米，里面安装两台空调，通过手
机App可以实时调控舱内温度、湿
度、光照、新风、二氧化碳含量等，金耳
菇等菌菇可以一年四季生长。与传统
生产方式相比，“智慧菌仓”可以做到
全年不停休，其生产效率提升近30%。

“金耳菇一个月可生产一茬，一

个方舱能产800公斤左右，按目前
市场批发价一公斤40元计算，收益
比之前种植的平菇更高。”于京涛介
绍，“智慧菌仓”生产出的金耳菇等
珍稀菌远销省内外。

目前，合庄村引进“智慧菌舱”
10座，在合作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一座方舱一年纯利润可达8万~
10万元。该村计划今年国庆节前
建成37个这样的方舱，带动更多的
种植户从智慧农业的发展中受益。

一座“智慧菌仓”年赚8万多元

鲁山县合庄村

近年来，清丰县把家居
产业作为全县主导产业，推
动家居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建成承接家居产业转移园区
10 个，入驻家居生产企业
295家，带动就业6万余人，
年产各类家居产品280万件
（套），年产值310亿元。图
为4月22日，清丰县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和谊木印象家居
生产车间工人正忙着生产。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
员王世冰纪全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