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2024年5月21日 星期二
责编 / 杨呈霞 版式 / 李英校对 / 陈群锋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henanxdny@126.com

6
农村版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陈思远 刘占锋）5月15日，

漫步在西峡县米坪镇行上村山茱萸基地，绿色的果实掩藏在

枝头之间，放眼望去层峦叠翠，景色宜人，这里已成了生态

美、百姓富、产业优的生态家园。近年来，米坪镇在乡村振兴

中依托生态优势融合产业发展，全力助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

发展。

种植大户周国华正在基地忙碌，一边处理杂草，一边留

意山茱萸的病虫害情况。“这两年山茱萸树价钱很好，去年我

的1000多棵山茱萸树挣了10多万元，今年再把这些‘摇钱

树’好好拾掇一下，收入肯定更好！”周国华开心地说。

米坪镇位于县城北部50公里，是一个山区大镇，几乎每

家每户都有几十到几百棵山茱萸树，种植大户甚至种有上千

棵。十几年前，由于缺乏系统管理和销售渠道，很多农户的

山茱萸果实干挂在树上也无人采摘。

面对这一困境，该镇党委、镇政府主动搭建平台，成立了

米坪镇中药材市场管理办公室，联合米坪镇中药材协会，加

强对中药材市场交易进行监督和管理；与宛西制药公司达成

合作意向，用保护价收购山茱萸；积极引进和发展中药材生

产、加工、储存、销售和运输等企业，延长产业链。

据了解，米坪镇现有中药材种植基地6万余亩，中药材

收购门店100余家，中药材经纪人3000余人，整个市场年交

易量超过1万吨，年交易额超10亿元，其中山茱萸交易量达

7000吨，占全国交易总量的 70%，辐射豫、鄂、陕等多个地

区，全镇85%的农民通过发展中药材产业人均增收超过1万

元。目前，该镇初步构建了“基地标准化+市场规范化+品牌

系统化”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其中以山茱萸为主导的中药

材产业已成为推动当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本报记者 曹相飞 通讯员 曹飞

5月18日，走进南阳市卧龙区陆营镇东

岳庙村绿佳养殖专业合作社新建的全自动

标准化鸡舍中，自动上料机、喂水机、刮粪

机、抽风机等现代养殖设备一应俱全。蛋鸡

在干净整洁的4层笼舍里觅食或休息；在鸡

蛋分选区，工人们正忙着将新鲜鸡蛋分拣装

箱、打包等待发售各地市场。

“这座全自动标准化鸡舍，采用的是层

叠式笼养，鸡舍内配备了全自动化控制系

统，内部蛋鸡生产时所需的温度、饲料、光照

等都是根据标准设置全自动化控制，这更利

于蛋鸡生产，且鸡蛋品质、品相都会更好。”

村党支部书记、绿佳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李明章表示。

据了解，该合作社共有鸡舍23栋，蛋鸡

18 万只，每天产蛋 9 吨，年利润达 400 万

元。合作社还吸收本村富余劳动力50人，

平均每人增收3000多元。蛋鸡养殖成为东

岳庙村重要支柱产业，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

50余万元收入。

创新管理模式
养殖小区实现共富

东岳庙村自2010年由淅川县大石桥乡

搬迁至陆营镇，2012年，为让移民群众在新

的家园尽快发家致富，结合该村实际，以村

内原养殖大户李明章蛋鸡养殖技术为基础，

开始规划建设该养殖小区。东岳庙村党支

部注册成立了陆营镇东庙村绿佳养殖专业

合作社，引导群众把各家各户的57.8亩养殖

用地统一使用建成养殖小区，统一承包给蛋

鸡养殖户，租地收入全体群众分红，并实行

“四个统一，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以此为

纽带，吸引群众参与蛋鸡养殖。通过这种方

式，养殖户只需向村集体缴纳部分租赁费，

每栋鸡舍养殖户年净利润可达15万~20万

元，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5万元，实现

了个人和村集体的双向受益。

2021年，东岳庙村依托移民美好乡村

项目资金，利用260万元新建一座长75米、

宽16米，养殖规模3.3万只的全自动标准化

鸡舍，该项目增加集体经济收入13万元，同

时带动村内40余人就业。

完善配套设施
环保更致富

传统的蛋鸡养殖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历来是个难题，尤其是禽类粪便的排放处理、

气味处理等问题。李明章也深刻意识到这个

问题，为了治理养殖小区粪便排放问题，东岳

庙村引进了畜禽废物综合利用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140万元，占地 1800平

方米，集养殖、生态、能源循环利用于一体，

年处理畜禽粪便规模可达1500吨，生产出

的有机肥能有效地改善土壤的理化状况和

生物特性，同时还能熟化土壤，增强土壤的保

肥、供肥能力和缓冲能力，从而为作物的生长

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通过该项目，村集体

收入能增加11.3万元，在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的同时，解决了养殖小区的环保问题。

此外，为解决温度高、短期鸡蛋损坏变

质的问题，东岳庙村利用移民项目资金建设

了400平方米的鸡蛋保鲜库，不仅帮助养殖

户解决了鸡蛋的保鲜问题，每年还可为村里

增加3.6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多元产业发展
探索果蔬种植

近年来，东岳庙村集中流转土地 50余

亩用于果蔬大棚建设，一期建成果蔬大棚

12座，占地24亩，由以东岳庙村党员李俊栋

为首的4家种植大户牵头承包，主要种植长

豆角、甜瓜等，可实现年收益30余万元。东

岳庙村及周边群众3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

参与日常管护。同时将畜禽粪便资源化利

用产生的有机肥用于大棚蔬菜种植，打造有

机蔬菜品牌，村级集体单项收入4.8万元。

随着养殖小区的规模发展，村集体经济

收入也以每年十几万元的幅度增加，2023

年，东岳庙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62万元。

全体村民也都享受到发展成果。

“我们将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东岳庙村

大力发展蛋鸡养殖，探索多元化产业发展，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争取更多好的项目落地

东岳庙村，惠及每一位村民。”陆营镇党委书

记方文利说。

南阳市卧龙区东岳庙村

养鸡用上高科技 村民集体双受益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康晓灿 连静）“果很甜，树

很绿，阳光暖，风儿轻，遇‘桑’了你，‘葚’是喜欢，欢迎大家来

到方山镇庄沟村体验采摘乐趣……”5月18日，在禹州市方

山镇庄沟村百亩纯天然桑葚采摘园，文艺范儿的“广告词”不

时从园子里的无线音箱传出。

据负责管理桑葚采摘园的屈海红介绍，今年是庄沟村桑

葚成熟的第二年，黑红黑红的桑果挂满了枝头，前来采摘的

游客络绎不绝，望着游客满载而归，乡亲们心里像吃了蜜一

样甜。

3年前，庄沟村依托山区优势，村“两委”多次召开村民

议事会，通过外出参观、考察、学习，最终确定因地制宜发展

桑蚕种植养殖产业。

为让村民们尽早收益，该村先后3次邀请河南省蚕业科

学研究院专家到村里现场培训教学，经过3年打磨，村里有

不少乡亲都成了桑蚕种植养殖能手。

目前，该村种植桑树100余亩，拥有桑蚕养殖户100余

户，形成了集种植、养蚕、采摘、加工于一体的种植养殖模

式。该村还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以“公司+农户”的形式

吸纳群众入股桑蚕种植养殖，村民有了股份，干劲更足了。

庄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孝伟告诉记者，这两年，仅采摘制

作桑叶茶就达2000多公斤，再加上桑蚕种植、桑葚加工、桑

蚕养殖等，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近10万元。

“桑蚕产业既能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又能带动乡亲们致

富。”王孝伟说，下一步，该村将稳步扩大种植养殖规模，努力

将桑蚕种植养殖打造成庄沟特有的名片。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刘广凡 郭昌璐）5月16日，

走进南乐县梁村乡东郭村，淡淡的花香迎面扑来，进入5月中

旬，金银花迎来了收获期，30多名妇女在金银花田里采摘。

据了解，今年是东郭村种植金银花的第二个年头，发起

人是村干部李印川和任瑞坤。作为年轻党员干部，他们思路

活、办法多，经多方考证和了解，发现金银花宜种植、好管理，

决定开展金银花种植。他们通过租赁等方式完成土地整合

12亩，从前期的栽植、培土、日常管理，到后期的采摘和销

售，经过不断的摸索学习，金银花种植逐渐步入正轨，越来越

规范化。

正在金银花田地头的李印川介绍说：“今年金银花的收

成不错，亩产200多斤新鲜湿花，进入收获期后就找人采摘，

我们有两台烘干机，采摘、烘干一条链，烘干后亩产有100多

斤，每到这个时候就有新乡那边的商户前来收购，新鲜湿花

12元一斤，干花60多元一斤，每亩差不多收入1万多元。明

年就到了金银花的盛花期，产量会更高，我们打算再购置4

台烘干机，加快烘干作业速度。”

黄环巧是东郭村村民，去年就参与了采摘，今年更是轻

车熟路。黄环巧说：“这两年村里种了金银花，到了5月我们

就下地采摘，没啥难的，一天能摘20多斤，每斤3元，每天能

收入七八十元，还不耽误家里的活，我认识的周边好几个人

都来了。”

下一步，东郭村将着力推动金银花规模化种植，明年计划

扩大金银花种植面积，吸引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夯实供苗、栽

培、管理、销售等链条，打造东郭村金银花种植品牌，大力发展

“一村一品”，金银花种出真“金银”，新产业结出致富“果”。

本报讯 又是一年西瓜季，又是一

年甜蜜时。5月16日，走进汤阴县韩庄

镇西部的和顺农业、恒翔农业西瓜种植

大棚，满目尽是绿意。一个个油亮亮、

圆滚滚的大西瓜“躲”在茂盛的瓜藤下，

散发出独特的香甜气息。瓜农们正忙

着采摘、搬运、装车，现场一派繁忙的丰

收景象。

“从5月中旬开始，我们合作社种植

的6座大棚西瓜陆续成熟上市，每天出

瓜 7000多斤，销往鹤壁、安阳、邯郸等

地。”韩庄镇部落村和顺农业合作社生

产部经理邢红霞一边指挥西瓜装车一

边高兴地说。

邢红霞介绍，和顺农业合作社种植

果蔬产品20余年，靠产品赢得了市场，

靠信誉结识了很多老客户，这些老客户

都是年年续单前来订购。今年西瓜一

上市，还吸引了新乡、邢台等地的新客

户前来购买，呈现出一派供需两旺的好

“钱”景。

“我是从鹤壁新区过来的，部落村

的西瓜品质不错，我年年都来拉。西瓜

不仅皮薄、脆甜，质量还非常棒！”收购

商秦先生说。

近年来，韩庄镇把致力发展设施农

业、现代农业、观光农业作为乡村振兴

的支柱产业，大棚果蔬种植面积突破

3000 亩，其中西瓜种植面积达 200 余

亩，多为订单销售。“订单西瓜”拉长了

产业链，既“甜”了众多消费者的舌尖，

也富了当地农户，农村钟点工也悄然兴

起。目前，韩庄镇有 2000多名钟点工

从事移栽、浇水、打杈、采摘、运输、销售

等工作，过上了顾家、收入“两不误”的

惬意生活。

西瓜卖上了好价钱，村民在享受到

集体经济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在西瓜大

棚里就业务工，增加收益。接下来，韩

庄镇将继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不断调

整产业方向，发展适合当地的村集体经

济，在乡村旅游、果蔬种植上持续发力，

让村集体的收入多起来，农民群众的日

子富起来。 （张百瑞）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炫
羽 通讯员高会鹏 黄新）“我来大棚帮忙

摘西瓜已经好几天了，一天能挣100元

左右，离家近，既能照顾孩子又能挣

钱。”5月14日，正忙着采摘西瓜的宁陵

县阳驿乡汤林王村村民张荣锋高兴地

说。

潘集村是阳驿乡闻名的“菜篮子”

“瓜园子”，全村发展 200 多座温室大

棚，一年四季新鲜瓜果蔬菜不断供应市

场。当前，正值大棚西瓜上市时节，棚

内粗壮的瓜蔓拔节生长，油绿的瓜秧上

挂着滚圆的西瓜。棚外，前来收购西瓜

的客商招呼着工人称重装车，到处洋溢

着欢声笑语。

近年来，阳驿乡紧紧围绕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两大目标，依托当地群众

的传统温室大棚种植基础，持续在大棚

经济上下功夫，让群众在这里吃上不一

样的“产业饭”。该乡先后发展了潘集、

袁庄等多个“一村一品”示范村，以产业

兴旺实现了群众致富、村集体增收的

“两头甜”效应。

“今年我种的是西瓜新品种‘秀都2

号’，它成熟期短、甜度高、皮薄耐放，市

场供不应求，亩产七八千斤，每亩西瓜

能卖2万多元。”潘集村西瓜种植户宁印

将刚采摘下来的西瓜用手轻轻一捶，西

瓜就裂开了，丰盈的汁水、鲜红的瓜瓤，

令人垂涎欲滴。

近年来，潘集村充分发挥地理资源

优势，持续发展大棚果蔬产业，让特色

种植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潘集村党支部书记王伯涛介绍，目

前全村200多座温室大棚为村民创造了

不少就业岗位，更为返乡青年提供了创

新创业的平台。现在村民通过发展大棚

种植发家致富了，村里的集体经济收入

也增长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劲头更足

了。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
炫羽 通讯员马学贤 宋振豪）5 月 15

日，在柘城县岗王镇双庙村海展大樱

桃生态种植园内，120多亩大樱桃陆

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前往体验采摘

乐趣，感受田园风光，现场一派丰收的

喜人景象。

双庙村海展大樱桃生态种植园

负责人朱海展介绍，大樱桃也称车

厘子，富含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

等多种营养物质，因其果实色泽鲜

艳、口感鲜甜、果肉紧致，深受消费

者喜爱。

游客范海力说：“一直都听说双

庙村有大樱桃，今个特意到果园来看

看。今个来一边采摘一边品尝，确实

好吃，感觉不虚此行。”

游客董利娟也带着家人特地从城

区赶来，体验采摘乐趣。当天，她原本

计划在城区超市买一些大樱桃尝鲜，

因心中一直想带着孩子和家人感受乡

村气息，于是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乡村之旅，到种植基地感受不一样的

田园风光。

据介绍，双庙村海展大樱桃生态

种植园于 2011 年投资兴建，种植有

大樱桃、蟠桃、黄桃等，其中大樱桃占

地面积 120 多亩，因果实品质优良，

种植管理得当，每到成熟期便迎来大

批游客集中入园采摘，品尝夏日里的

鲜甜。

朱海展说：“今天看到果园里有这

么多游客，我心里很满足，也很开心。

我也会真诚地与大家分享自己在种植

管理中的经验和乐趣，邀请大家一起

前来采摘，体验夏日采摘乐趣。”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
炫羽 通讯员李岩）正值樱桃成熟季。

5月 14日，在商丘市梁园区刘口镇西

刘村，3000多亩樱桃长势喜人，像红

玛瑙一样挂满枝头。

在樱桃林掩映的道路两侧，果农

们正忙着摆放四角篷，把刚采摘的新

鲜樱桃整齐地摆放在桌案上，引来不

少游客驻足购买。

大樱桃是梁园区刘口镇的一张名

片，也是梁园区特色农业主导产业之

一，因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这里的

樱桃品质优良、个大味甜、营养丰富，

每年产量都很可观。通过近几年的发

展，刘口镇的大樱桃不仅美名远播，还

创出了品牌，“梁园大樱桃”入选全国

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

当日，刘口镇西刘村种植户刘银

行的果园里热闹非凡，市民游客来到

这里，享受采摘乐趣。“听说这里的樱桃

熟了，今天趁天气不错，带着家人来这

里采摘，孩子高兴得很。这不，摘了满

满一篮子。”正在采摘大樱桃的市民王

明洋高兴地说。

刘银行一边给游客称重一边说：

“我家种了7亩多大樱桃，有6个品种，

美早、冰糖脆、黄蜜都是最好吃的品

种，深受游客的喜爱。最近这段时间，

每天来这里采摘大樱桃的游客非常

多，昨天一天就收入6000多元。”

“我们以樱桃为‘媒’，持续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旅融合活动，吸引四方游

客前往樱桃园采摘尝鲜。”刘口镇党委

书记张凤阁说。

禹州市方山镇庄沟村

蹚出桑蚕产业新“丝”路

西峡县米坪镇

山茱萸“链”通致富路

南乐县梁村乡东郭村

金银花种出真“金银”

甜
了
甜
了
舌
尖

大棚西瓜甜蜜上市

汤阴县韩庄镇

瓜蔓结出甜日子

宁陵县阳驿乡潘集村

5月18日，在宝丰县前
营乡袁庄村，果农在采摘甜
瓜。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
设施农业，建成瓜果蔬菜大
棚35座，种植小西瓜、甜瓜、
葡萄等瓜果，每亩纯收入2
万元。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5月17日，在三门峡市陕
州区甘棠街道蔡白村第六届樱
桃文化节上，果农杨建星在向
游客介绍他种植的套袋樱桃。
他说，今年是首次给大樱桃套
袋，不仅籽粒硕大饱满、色泽艳
丽，而且香脆可口，每公斤能卖
60多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肖伟 摄

商丘市梁园区

刘口大樱桃美名远播

柘城县岗王镇双庙村

樱桃园里品尝夏日鲜甜

5月20日，杞县城郊乡南北庄村农民王三玲在乡党委、乡政府
和村“两委”的积极引导下，采取“农家采摘+文旅融合”的种植模式，
实现增产增收。 刘银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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