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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青俊任治森

“刚开始喉咙咳嗽得厉害，痰里还

带血丝。不过，经过几天的治疗，现在

比以前好多了。”4月 27日上午，打完

点滴的王楠笑着对查房的医生说。

王楠是太康县自媒体协会秘书

长，网名“小二郎”，业余拍短视频爱心

助农。

时间回拨到 4月 24日上午。受

太康县独塘乡一家具厂邀请，王楠去

给该家具厂拍视频做宣传。其间，他

透过家具厂窗户，看到隔壁有一农户

家厨房着火了。“当时浓烟滚滚，火苗

已从厨房门蹿到了屋外。”王楠回忆

说。

“不好，着火了，快去救火！”王楠

放下相机，大喊一声，迅速从地上拎

起一个灭火器，就朝着火现场冲了过

去。

此时，现场已有不少群众围观。

“这儿危险，大家快往后站！”王楠来到

着火厨房门口，一边疏散群众，一边用

灭火器对准着火点灭火。浓烟呛得王

楠喘不过气来，他转身吸了几口新鲜

空气，继续灭火。就这样，在众人的努

力下，几分钟后，大火被扑灭。

着火住宅的主人是一名独居老

人。当天上午，老人生火做饭，随后到

堂屋看电视，由于看得过于投入，忘记

灶膛里的火还没熄灭。火星从灶膛里

迸出，引燃了灶门口的柴火堆。庆幸

的是，由于王楠发现处置及时，火势并

未向周围蔓延，避免了一起火灾事故

的发生和更大的财产损失。“小伙子，

多亏了你及时赶来把火扑灭了，要不

然这个家就要烧毁啦！”看着熏黑的厨

房，老人惊魂未定。

事后，有围观群众将王楠奔跑救

火的视频上传到了网上，受到广大网

友点赞：“你奔跑灭火的样子太美

了！”面对网友赞誉，王楠说：“谁遇到

了这样的事都会出手相助，我只是做

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小事。”

“你奔跑灭火的样子太美了”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陈臣）立夏，微风阵

阵吹蔓秧，瓜田处处飘清香。5月5

日，在商丘市梁园区观堂镇丁楼村

东地西瓜种植基地里，瓜农在选瓜、

摘瓜、运瓜，一派丰收景象。

“俺家今年种植的都是‘美都’

西瓜，施肥用的是有机肥，不打农

药。所产西瓜个头大、瓜皮薄、肉质

爽口、甜度高。西瓜从5月初上市，可

以卖到 6 月中旬，每亩收入可突破

10000元。”丁楼村西瓜种植大户张

新华一边摘瓜一边说。

近年来，观堂镇积极支持农民搞

规模化、专业化种植，通过土地流转新

建蔬菜、西瓜大棚380余座，同时，镇政

府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签订产销合作

协议，畅通农户销路，助农增收致富。

瓜香客商来。每到5月初西瓜上

市，一辆辆大货车排着长队前来拉西

瓜，该镇的温棚西瓜跟着车流“走”向

徐州、南京等城市。良好的市场，不

仅带动了西瓜产业的发展，也带富

了一方百姓。

“这里的沙性土壤透气性好、硒

含量丰富，产出的西瓜糖分高且口

味醇正，瓜皮不易炸裂，易运输，客

商特别喜欢，希望明年继续合作。”

来自郑州市的批发商王金有说。

“我们将因地制宜，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让更多

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实现挣钱、顾家

两不误。”观堂镇镇长王珂表示。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见习记

者徐明琪 通讯员王一霖）5月1日，

中牟县西瓜大会启动仪式在郑州杉

杉奥特莱斯举行。该活动通过现场

展示、品鉴和西瓜文化宣传，进一步

提升中牟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牟县是全国有名的“西瓜之

乡”，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光照充

足，非常适合西瓜生长。中牟西瓜

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所产的西瓜

汁多味甜，享有“凉争冰雪甜争蜜，中

牟西瓜人皆孚”“香浮笑语牙生水，凉

入衣襟骨有风”之美誉。为了提高西

瓜品质，做好做优西瓜文章，中牟县

委、县政府大力推广西瓜产业化经

营，积极推动西瓜品种和种植结构调

整，提升西瓜种植管理技术，擦亮中

牟西瓜品牌，使中牟西瓜的市场竞争

力、影响力不断增强。

中牟县今年西瓜播种面积 2.7

万亩左右（大棚2.3万亩、露地0.4万

亩），其中 60%为礼品西瓜，主要以

温室和大中拱棚种植为主，主要集

中在姚家、韩寺、大孟、官渡等乡

镇。本次活动，中牟县提供了四条

采摘线路供市民进行选择。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徐松 李岩）“一个字

——甜！这甜瓜就像俺村

老百姓的日子一样甜。”4

月 28日，在郸城县双楼乡

韩老家村甜瓜种植基地，一

场别开生面的甜瓜节吸引

了1000多名来自四面八方

的 群 众 参 与 。 6 元 钱 一

斤！近万斤甜瓜 3小时被

抢购一空。韩老家村党支部书记韩

然军乐得合不拢嘴，他乐的是甜瓜

销售火爆，带动全村70户群众增收

致富。

韩然军是 1992 年出生的“90

后”，他从郑州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

业后在上海从事甜瓜种植、农业管

理等工作。2019年他返乡创业，把

一套成熟的甜瓜种植、管理、销售模

式带回了家乡。他带领 70户群众

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引种“玉菇

甜瓜”“小蜜甜瓜”“皇妃西瓜”“彩虹

西瓜”等 10多种甜瓜成功，打响了

“双楼甜瓜”的品牌。从此，韩老家

村走出了一条甜蜜的致富路。

“现在上市的是玉菇甜瓜。那

个棚种的是皇妃西瓜，全省不到 1

万株，我们这里有 800株。这个棚

种的是黑津，全国罕见的甜瓜品种，

还有彩虹西瓜、小兰西瓜，再过 20

天就能上市了。从种到收再到销

售，群众全流程参与，甜蜜共享。”韩

然军说，“结多少卖多少，全部是订

单销往上海、浙江、广州等地。今年

在家门口举办甜瓜节，就是让父老

乡亲尝一尝我们种的甜瓜到底有多

甜，没想到一下子销售这么多！”

据悉，近年来，双楼乡采取“党

建引领+合作社+种植大户”模式，

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记者焦宏昌 通讯员刘
盼盼 田刘颖）眼下正是早熟大蒜收

获的季节，在杞县的大蒜田间地头，

一股淡淡的蒜香味扑面而来，蒜农们

正忙碌着刨蒜、剪蒜胡、装袋，一片繁

忙丰收的景象。

5 月 6 日，五里河镇楮皮岗村

村民王辉正忙着将运回家的早熟

蒜进行晾晒。“我家年年都种蒜，今

年种植大蒜20多亩，其中有8亩是

早熟大蒜。每亩大蒜的产量一千

四五百斤，毛利润五六千块钱。”王

辉说。

早熟大蒜的种植不仅为杞县广

大蒜农带来了经济效益，也为外地

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商丘虞城的

王运利带领30多名老乡在4月底就

来到杞县，为大蒜种植户刨蒜，每人

每天可赚三四百元。

据悉，近年来，杞县在大蒜产业

发展中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

技为依托，巧妙利用时间差，引导农

民积极发展早熟大蒜种植，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

早熟大蒜早熟大蒜早熟大蒜早熟大蒜“赢”在巧打时间差
杞县

5月7日，宁陵县程楼乡茶农在采摘枸杞茶叶。该乡在河南省农科院指导下，创新实现“小麦或花生+枸杞”的多业共生种植，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形成了一地多产、一地多收、多业共生的农业发展新格局。

本报记者 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 吕忠箱 摄

本报讯 （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范
楠 杨欢）眼下，小番茄已进入成熟采

摘季。5月 5日，在延津县僧固乡李

庄村，种植户侯慧芳从早上6点便开

启忙碌模式，穿梭在小番茄大棚里

忙着给客户采摘，看着一个个红彤

彤、黄澄澄的“小灯笼”挂满枝头，她

的脸上洋溢着丰收喜悦。

刚开始种植时，由于经验不足，

棚内仅种植了千禧果一个品种，为了

打破小番茄种植种类单一的现状，让

消费者尝到更多不同品种、口感的小

番茄，侯慧芳和丈夫陈磊专门跑到北

京、山东等地的种植基地进行选种，

学习种植技术。

侯慧芳和陈磊与小番茄“交手”

的5年时间里，一直奔波在提高小番

茄产量和品质的路上，从种植“小白”

变成了种植能手。

“俺这地里用的都是有机肥。”

侯慧芳告诉记者，他们按照绿色生

态标准进行种植管护，种出来的小

番茄绿色生态，不仅长势好，味道也

更佳。

如今，侯慧芳种植的小番茄已

有千禧果、迷彩、味美思等十余个

品种，采摘期从 4月中下旬一直持

续到 6月份左右，所产小番茄备受

消费者欢迎，销往新乡市、郑州市

等地。

生态小番茄生态小番茄生态小番茄生态小番茄 出了大棚就“进城”
延津县

本报讯 5月 6日，笔者从临颍县

王岗镇获悉，近年来，该镇创新运用

“反租倒包、自持经营、出租受益、托管

增收”四种增收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为全域创建“五星”支部、建设

和美乡村蹚出新路径。

“反租倒包”多创收。由村党支部

牵头成立合作社，流转村民闲置土地，

规模种植，集约经营，实现增收。善庄

闫村党支部 2020年成立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2023 年为村集体创收 60

余万元，同时带动周边 5个村按照这

种模式发展集体经济。

“自持经营”创效益。推进集体

用地回归村集体，支持村干部对村集

体土地自持经营。水牛宋村通过回

收村集体土地 240亩，由村“两委”干

部义务耕种，2023 年为村集体增收

50万元以上。今年，周边3个村按照

这种模式收回了村集体土地自持经

营。

“出租受益”增收入。通过集体资

产规范租赁，盘活资源，资产变资金。

严湾村通过出租冷库、香菇大棚等集

体资产，去年收益20.96万元。目前，

王岗镇34个村有集体资产出租，去年

收益达到230万元。

“托管增收”广受益。由村集体牵

头流转土地，托管给运营企业，种植净

收益按照“532”进行分红。王岗镇 8

个村通过该模式促进集体规模流转土

地 8000余亩，实现了农民增收、企业

发展、地方受益。

（金盈宏）

临颍县王岗镇

创新模式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刘
爽 郭敬伟）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八，

宝丰县李庄乡传统村落翟集村的“老

日子会”（庙会）又到了，吸引了成千上

万的游客和村民前来赶会。

当天，人头攒动的集会上，有大

戏演出，有当地传统的非遗游艺娱乐

活动，有传承千年的传统舞蹈经担舞

表演，也有传统中医把脉问诊。同

时，50余家醋企、醋作坊在庙会齐聚

一堂，宣传展销自家祖传技艺酿造的

米醋。

“这次庙会把我们这些醋企召集

起来，进行小米醋非遗大集展览，宣传

了我们的品牌，壮大了我们翟集醋的

凝聚力和影响力。感谢大家对翟集醋

的关注。”在现场，翟集阳柳米醋负责

人李修平说。

据传，翟集制醋始于商周，兴于

两汉，盛于明清。东汉时期，翟集醋

被光武帝刘秀亲封“宫廷御醯”，纳为

贡品；明朝时期，明成祖朱棣封翟集

醋为“御用醋”，并亲书“上乘佳佐、稀

世精酿”。

为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

强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民俗的保护

与传承，李庄乡利用“老日子会”，在

翟集村组织召集当地有特色、传承

年代久的醋企醋坊，进行米醋主题的

非遗大集展示展销，让更多人走进翟

集村，了解翟集米醋酿造技艺，进一

步提高宝丰小米醋酿造技艺的影响

力。

“翟集村目前登记在册醋企、作

坊112家，以翟集牌、白雀牌、冯异牌

等为龙头代表，年产小米醋5500吨，

年产值6500万元。全乡建设中原米

醋非遗体验馆一处，非遗工坊3家，将

‘生态、观光、研学’三元素有机融合，

目前翟集米醋已经成为翟集村的支

柱产业。”李庄乡文化站负责人叶子

欣介绍道。

“振兴传统‘老日子会’，有利于

充分挖掘县域内非遗资源，为各类非

遗项目提供活态传承场所，充分展示

宝丰民风民俗，是对宝丰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进行生产性保护和整体

性保护的有力举措！”平顶山说唱文

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党组书

记、主任申红霞说。

宝丰县翟集村

“老日子会”上传统醋飘香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闫
帅 曹飞）5月 6日，走进南阳市卧龙区蒲

山镇河南海宏科技有限公司锂离子电池

综合生产大楼，涂布、制片、装配、注液等

多个生产车间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地

操作着生产设备，一批锂离子电池被相

继制作完成。

据了解，河南海宏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注于高倍率高容量锂离子电池及电

池组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

品广泛运用于电动工具、智能家电、新能

源汽车、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

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以及北美、欧洲的

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近2亿元。该

企业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

企业、河南省“专精特新”企业、河南省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河南省“瞪羚”企业，连

续两年被中国锂电行业权威机构——高

工锂电授予“年度创新科技奖”。

近年来，卧龙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育苗造林”工程，建立“小升高、高变强”

梯次培育机制。目前，全区现有高新技术

企业47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入

库275家，获批“瞪羚”企业1家，争取科技

创新奖励、研发补助等资金约3200万元。

南阳市卧龙区

“育苗造林”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瓜瓜瓜瓜田迎喜事田迎喜事田迎喜事田迎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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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有特色 增收有保障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打造乡村发展引擎
（上接第一版）

记者：以卢氏连翘为例，河南的

中医药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省委一

号文件中特别提到中医药业振兴，您

如何看待这点？

梁慧珍：省委一号文件指出，加

快酒业、奶业、中医药业振兴，促进全

产业链发展。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医药学的主

要发祥地，历代医林兴盛，名医大家

辈出，中医药资源丰富。振兴中医药

业，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医药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根

本要求，也是充分认识和发挥中医药

作用，推动健康河南建设，为经济社

会 发 展 增 添 新 动 能 的 必 然 选 择 。

2022年印发的《河南省“十四五”中医

药发展规划》，高质量谋划新时代中

医药发展，2023年，我省制定公布了

《河南省中医药振兴发展实施方案》，

中医药振兴发展步入了创新发展的

快车道。

目前，河南省中医药产业发展成

果丰硕，通过省级鉴定的豫产道地药

材新品种155个，收入《中国地理标志

产品名录》中药材36种，建设、认定省

级良种繁育基地和标准化生产示范基

地95个，创建中药材相关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1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8

个、怀药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个。中

药材产业相关上市企业3家、全国50

强中药制造企业 2家、年销售收入超

过亿元的企业16家，为河南省中医药

业振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尽管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还要

积极探索“中药材+旅游+康养”产业

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药、医、养、食、

游”融合发展，带动电商、物流、贸易、

期货、旅游等产业发展，实现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产业兴农促增收

南阳，地理位置独特，自然条件

优越，为艾草生长提供了独特的资源

禀赋。“卧龙艾叶”被评为“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其中神农艾草、兴宛

堂、药益宝等8家艾草企业被评为“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

卧龙区依托北部浅山丘陵区域，发展

大型艾草康养休闲度假项目，形成艾

草全产业链运营。

在南阳药益宝产品展销大厅，传

统的艾条、按摩精油、艾绒家纺、艾灸

家具等艾草产品种类丰富多样，这些

产品不仅提高了艾草产业的附加值，

也提高了当地群众收入。

记者：乡村振兴工作千头万绪，

但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

键。省委一号文件中提到强化产业

促进农民增收，如何在实际当中推

进？

梁慧珍：首先要强化主导品种和

主推技术的示范推广。依托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河南优势特色农业

产业科技支撑行动计划、院县共建现

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县等项目平台，

促进成果快速转化应用，推动科技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其次是推动龙头企业建设。坚

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精准对接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龙头企业，实施龙

头培育工程，鼓励以宛西制药、福森

药业、羚锐制药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增强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为更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

还要加强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通过多种举措积极推进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从品种选择、种子处理、精量播

种、田间管理、草害处理、病虫害防

治、收获等多个方面提高农业种植效

益。还可以通过实施农作物单产提

升项目，促进农民增收。

（上接第一版）

潢川县作为中华鳖、光州黄鳖的

原产地，产业的发展优势明显。近年

来，在多家龙头企业的带领下，潢川县

生态甲鱼养殖产业逐步迈入标准化、

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快车道。

为确保潢川甲鱼种群品质优良，

潢川县与省内外多家高校、科研机构

达成深度合作，重抓中华鳖种苗的繁

衍、提纯复壮，做好地理标志“中华鳖”

的种苗保护和种苗研发，走生态化、规

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商品鳖养殖、提

质增效发展之路。

甲鱼产业高质量发展

如今的潢川，甲鱼产业链条成熟

稳定，充足的货源为全县甲鱼熟食加

工产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甲鱼卵、苗

等销往全国，“孵化+养殖+加工+电

商”的生产链条不断完善。

作为一名“90后”创业者，熊明强

心思活、点子多、胆子大，随着甲鱼养

殖逐渐平稳化发展，他把眼光放在了

另一个领域——甲鱼预制菜加工上。

2023年，熊明强创办了河南熊小

甲食品公司，以自家养殖的优质甲鱼

为原料，开发出了卤甲鱼、焖甲鱼、菌

汤甲鱼等十余种甲鱼预制菜品，“为

了让消费者享受到‘先尝味，再购买’

的服务，我还专门开了甲鱼预制菜品

鉴馆，在店里展示公司的产品。”熊明

强说，“我县甲鱼文化历史厚重，我和

其他同行共同努力，争取把甲鱼预制

菜打造成潢川县的一张新名片！”

多年来，该县一直致力于发挥

“潢川甲鱼”的影响力，积极开展甲鱼

产品附加值提升和营销平台建设，通

过“线上+线下”的模式，建设电子商

务、直播电商销售和甲鱼鉴赏场所，

扶持成立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打

通市场、引领带动甲鱼产业高质量发

展。

未来，潢川县将持续发力，引导

企业在产品推销、熟食推介方面打造

具有潢川特色的区域品牌，在售价、包

装等方面统一标准，大力推进甲鱼精

深加工产业链条，统筹谋划产业链条

延伸、区域养殖规模化、参观点环线综

合打造，加速构建完善的特色甲鱼品

牌建设与推广体系，大力发展“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把区域公

共品牌切实转化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养殖合作社作为

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

创新服务，助推乡村振兴。

截至目前，潢川县共有甲鱼养殖

户 600余户，专业养殖公司（合作社）

40余家，小型甲鱼熟食加工企业近80

家，外塘养殖面积超过2万亩，温棚养

殖面积30万平方米，年产生态甲鱼近

3万吨，年产值达20亿元。

潢川甲鱼，现已成为养殖户的致

富“黄金甲”。

潢川甲鱼 富“甲”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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