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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徐
铭）“一亩鱼池，万元收益！”6月21日，在信

阳市浉河区谭家河乡凌岗村鱼苗养殖基

地，该村党支部书记许广军激动地说。这

片波光粼粼的水域，映射出凌岗村“水里淘

金”的致富秘诀。

2018年，凌岗村建起了50亩凌岗鱼种

场养殖基地；2024年，该村实施了现代智慧

化鲈鱼鳜鱼鱼苗孵化基地产业项目。目

前，该基地引入了广州等地的南方鱼苗，现

有鱼苗13万~14万尾。

如何让南方鱼苗在异地实现“安家落

户”？

依大别、临长淮，凌岗村地处中国南北

地理分界线的信阳，日照充足、降水丰沛，

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成

为“南鱼北养”的“中转宝地”。

“经过精细化、科学化养殖，再将鱼苗

销往周边及北方市场，可以有效解决鱼苗

南北运输后的适应性问题。”许广军笑着

说，这里养殖的鲈鱼、鳜鱼、锦鲤和脆皖鱼

等品种，因其品质优良而备受市场青睐。

“销路是一点儿也不愁，全国都有销

售，湖北和河南两地的客户尤为多。基地

将大鱼和小鱼筛选分开，放入不同的网箱，

既能避免大鱼吃小鱼，又能根据客户对鱼

的大小需求卖出，实现了各成长阶段的鱼

实时销售。”许广军指向了水中的网箱。顺

着手指的方向一望，基地技术人员任翔正

展示他的“绝技”。

只见他手持鱼食盆，轻轻一挥，鱼食便

如细雨般散落。瞬间，平静的水面热闹了起

来，成群的鱼儿翻腾跳跃，溅起一片片水花。

“这些鱼料都是精心配制的，我们为不

同的鱼种配制了专门的鱼料，并定时添加

营养物质，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确保鱼儿

健康成长。”任翔说。

从“看天吃饭”到“科学育苗”，作为生

物学科班出身的“技术达人”，任翔有着一

套“养殖经”。

“前期，我们在水质管理、病害防治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阶段，我们会

日常监测水质肥度、透明度等指标。养

殖用水来自水库的优质水源，我们安装

了 3 台专业设备，24 小时运转促进水体

流动，并通过排水口连接农田，确保水质

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实现了经济和环

保双赢。”谈及养殖技术，任翔滔滔不绝。

“眼下鳜鱼苗已经陆续孵化了，基地正

准备引入成体鳜鱼。鳜鱼对水温比较敏

感，因此我们最近计划搭建遮阳棚。这样

可以避免阳光直射，为它们提供一个舒适

的生存环境。”任翔说。

育苗强种、养殖添“智”、销售有路，随

着凌岗村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生态鱼养殖之

路，村民也尝到了“鱼跃人欢”的甜头。

“运营方每年都会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支

付保底收益，基地还吸纳了有意愿、有劳动能

力的周边农户前来务工，按天支付报酬。目

前，基地已带动周边农户务工达50人次，村

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持续攀升。”许广军说。

近年来，浉河区秉持特色发展理念，围

绕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富民强区，调优

产业结构，做大产业规模，不断拓展市场的

广度和深度。通过促进新技术与农业农村

深度融合，该区着力打造数字农业、智慧农

业，用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进而推动了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刘剑飞
张宇）“这里海拔高，环境好，种出来的黑

药很受市场欢迎！”6月 20日，在西峡县

桑坪镇横岭村村部大院里，成堆的猪苓

分外惹眼，正在忙碌装车的药材收购商

鲁世献兴奋地说。

猪苓在当地被称作黑药，是中药材

谱系中的一味常用药，具有消肿、利尿等

功效，生长在海拔 800~2000 米的树林

里。30多年前，当地群众摸索出了猪苓

由野生到家种的办法，从此，仅有百余户

的横岭村家家种猪苓。

“猪苓喜阴，我们这儿一年四季温度

合适，山茱萸树下、玉米地里，凡是沥水

的地儿都适宜种植，想啥时候种就啥时

候种。”横岭村猪苓种植大户卫成现介

绍，他探索出的玉米地套种猪苓的种植

模式，已经在全村铺开，被当地群众称为

猪苓种植第一人。“猪苓一斤卖二三十

元，在我们村，种植大户一年收入七八万

元，小户收入一两万元。”卫成现说。

沿着曲曲折折的山间小道，进入横

岭村猪苓种植扶贫基地。在茂密的树

林下，十几名群众一边谈笑一边忙着挖

猪苓。

“你看看这猪苓长得多好，今年能出万

把斤。”正在山坡上挖掘猪苓的脱贫户袁银

林高兴地说。原来，猪苓基地属于村集体

产业，袁银林和其他10户脱贫户除入股

外，还参与基地种植和采收，“挖猪苓一天

120元，40多天能挣五六千元，加上种植红

利，一年收入一二十万元没问题。”

近年来，横岭村依据山区实际，在生

态经济上做文章，以村级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为载体，采取“村民+合作社”的模

式，大力支持农户扩大山茱萸、连翘、猪

苓、天麻种植规模，定期邀请县科技专家

进村开展技术培训，并免费提供种苗、农

药。2023年，横岭村新发展山茱萸1500

余亩、连翘800亩、猪苓1200穴。中药材

年产值800余万元，不仅出现了卫成现这

样的种植大户，还催生了像鲁世献一样的

中药材购销商，全村人均收入达 2.33万

元，村集体经济年收益50余万元。

本报讯 6月21日，宜阳县董王庄乡，

小雨中的洛阳天之艾艾草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一派火热。干艾草叶经过一道

道工序，变成了一箱箱艾条、精油等被打

包装箱，发往全国各地。

艾草变“珍宝”。曾经瘠薄的土地，

孕育出特色大产业，这条披荆斩棘蹚出

来的“艾”的振兴路，董王庄走过了9年。

董王庄乡地处伏牛山区，位置偏僻、

山岭相连、土地贫瘠，但海拔高、降水多、

温差大，造就了野生艾草株大、叶嫩、香

浓的特性。以前，当地群众上山收割后

卖给药商，苦于质优量少，挣钱难。

野生艾草基因好，但要形成产业，得

先“驯养”，提质增量。2015年，董王庄乡

多次组织乡村干部和种植户到南阳和湖

北等地了解市场行情，学习种植技术。

同时，出台奖励、补助政策，支持产业发

展。全乡20个村均成立了专业种植合作

社，与乡级合作社签订收购合同，经深加

工后外销，提高附加值。

目前，全乡种植艾草 1.8万亩，年产

艾草2万吨，发展收购加工企业32家，安

置就业人员400余人，年加工能力8000

余吨、产值1.4亿元。小艾草逐渐做成特

色大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推乡村

振兴的有力支柱。

董王庄乡是宜阳县发力特色产业，

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宜阳县重点培育了“双椒一

药”产业，以南部 5个乡镇为重点，建设

10万亩中药材产业带，以北部 8个乡镇

为重点，建设 10万亩麦椒产业带，初步

形成“北椒南药”特色产业发展格局，全

县中药材种植面积 6.9万亩，年产量 2.3

万吨，产值4.5亿元，走出了一条集种植、

加工、销售、研发于一体的数字化、规模

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业新路子。

洛阳天之艾是董王庄引进最早的龙

头企业。在厂里务工的张炳银说，因为

有了艾草产业，自己虽年过半百，但依然

能在家门口就业。

近年，董王庄乡的艾草产业又发力智

能化，让种植、加工充满科技范儿。一批

优质企业纷纷落户，河南科技大学等科研

机构也把实验室移到艾草地，与董王庄乡

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艾草足浴

包自动化生产线和艾灸机器人。

今年，董王庄头茬鲜艾草已收购8000

余吨，各收购点、加工企业忙得热火朝天。

眼下，该乡同河北省一家艾草企业已达成

合作意向，新流转1000亩土地准备种植

艾草，承租艾草仓储基地，发展艾草深加

工拉伸产业链条，集艾草种植、加工、收

购、仓储、旅游、康养“六位一体”的产业范

本正在形成。（许金安麦怡琳张昕瑶）

6月21日，在宁陵县石桥镇万集村
蟠桃园，果农吕光辉和妻子在采摘油蟠桃。今
年46岁的吕光辉种植蟠桃已有十余年，种植面积达
300余亩，采摘期从6月一直到9月底，每亩纯收入1万余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华梓淦 摄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炫
羽 通讯员田昕冉）阳光洒在郁郁葱葱的

果园上，红彤彤的李子挂满枝头，散发

着诱人的香气。6月20日，商丘市梁园

区李庄镇史庄村迎来了一场甜蜜的丰

收。这里的300亩“甜蜜李”硕果累累，

吸引了众多水果批发商前来采购。

村民卢高峰种植的80亩“甜蜜李”

成为果园中的亮点。每年在李子成熟

前，便有批发商前来预订，确保了销售无

忧。当天，三辆冷藏车驶入村头，卢高峰

组织村里的20多位村民采摘、分拣、打

包、装车，果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卢高峰种植的“甜蜜李”以其脆甜

的口感和良好的回味赢得了众多消费

者的喜爱。水果批发商李宗卯是开封

人，他已连续五年到史庄村收购“甜蜜

李”。李宗卯表示：“这里的李子果实

大、味道甜，深受消费者欢迎。刚收购

的5万斤李子将通过冷链运输，仅需一

天就能从果园进入北京、天津的各大商

超，每斤售价5~6元。”

据悉，经过10年的发展，李庄镇的

“甜蜜李”从最初的60余亩发展到如今

的300多亩。按照平均亩产约6000斤

计算，每亩收入约2万元，为当地带来了

数百万元的经济收益。小小“甜蜜李”成

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金果子。

“下一步，史庄村将扩大种植面积，

进一步做大做强李子种植产业，让李子

种植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的甜蜜产业。在丰富村民经济来源的同

时，也将为周边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会，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史庄村党支

部书记周忠建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何婷 高斯文）6月 19日，走进固始县

杨集乡南杨围村羊角酥瓜种植基地，处

处弥漫着瓜果的清香。村民们正忙着采

摘、打包、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南杨围村从2018年开始发展大棚

种植产业，在保证基本粮食作物生产的

基础上，由原来单一的粮食种植发展到

更多如蔬菜、水果等高收入的经济作物

上来。2018年由村党支部书记胡长付

牵头，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

展模式，成立南杨围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示范引领、典型带动，大力发展以草

莓、羊角酥、辣椒种植为主的产业，村民

发挥劳务优势、土地优势积极参与。

2023年 6月，南杨围村经济合作社

在杨集乡的大力支持下，争取项目资金

扩建大棚，其中28座大棚用于种植羊角

酥瓜，年底合作社销售收入 100 余万

元，村集体经济增收 20 余万元，带动

12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收入1.5

万元。

规模扩大之后，该村在提升瓜果品

质上下功夫，一方面引进博洋9号、黄金

帅、绿宝等精品种苗；另一方面，联系技

术人员到村开展技术指导，有效提高了

羊角酥瓜的坐果率。羊角酥瓜成熟采

摘时，每座大棚产量在6000斤左右，日

采摘量达8400斤以上，带动40名村民

季节性务工增收。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规

模，丰富品种、提升品质，力争打响南杨

围村羊角酥瓜品牌，让特色种植成为强

村富民的支柱产业。”胡长付说。

一亩鱼池万元收益
凌岗村南鱼北养“水里淘金”

瓜果酥又甜瓜果酥又甜瓜果酥又甜瓜果酥又甜

种植专业化 黑药“红利”大

艾草深加工 做成大产业

规模种植 酥瓜日采摘八千多斤

冷链运输 5万斤李子一天抵京

66月月2020日日，，在汝阳县刘店镇枣园村艾草种植基地
在汝阳县刘店镇枣园村艾草种植基地，，河南三河南三

才艾业有限公司员工抱着丰收的艾草满脸喜悦
才艾业有限公司员工抱着丰收的艾草满脸喜悦。。 康红军康红军 摄摄

本报讯 6月 19日，走进汤阴县韩庄镇部落村和顺农业专

业合作社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日光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

绿意盎然，一串串色泽鲜亮，宛如一个个小灯笼的西红柿挂满

枝头，散发着“独特”清香；豆角大棚里，半米长的豆角密密匝

匝，长势旺盛……

“现在我们的大棚蔬菜已经陆续成熟，每天有10多名工人

采摘、搬运。芸豆和豇豆角一天能摘800多斤，西红柿一天能

摘1500多斤，青椒种得稍迟些，一天也能摘300多斤，差不多

每天能收入8000多元。蔬菜只要到了成熟季节，得集中人力

抓紧采摘！”和顺农业蔬菜种植基地生产部负责人邢红霞说。

为最大程度保障蔬菜的新鲜度，合作社实现了当天采摘、当天

送往相关超市和收购点。

“为了保证每个品种的供应量，我们根据每一个菜品的生

长周期，再根据市场的订单需求量安排种植。”邢红霞说，基地

采用不间断循环播种模式，采收完一批蔬菜，再推进下一个菜

品轮作种植，确保合作社全年蔬菜不断档。

“好多年了，我和姐妹们就一直在和顺农业这儿干活，平时

主要是育苗栽苗、浇水施肥、打杈吊蔓、采摘打包等，一年能挣

2万多元，离家近既可以照看小孩，还不耽误家里的农活。”李

家湾村村民邢改珍一边采摘蔬菜一边高兴地说。

部落村只是韩庄镇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实现乡村振兴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在推进设施果蔬产业发展中，韩庄镇抢抓政

策机遇，积极盘活土地资源，通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将

设施农业作为加快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的切入点，积极引

导农民种植温室大棚果蔬，让日光温室大棚成为村民们增收致

富的“聚宝棚”。目前，全镇温室大棚保有量达300余座，种植

有十几种瓜果蔬菜，通过规模化种植、科学化管理、精准化培育

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农产品附加值，推动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大棚经济“棚”勃发展。 （王都君 张百瑞）

▲ 6月21日，夏邑县北岭镇
曹庄村900亩优质葡萄高效园区
内，村民在为阳光玫瑰葡萄剪枝打
杈。当日是夏至，该园区的葡萄进
入关键管护期，当地商会组织农民
抢抓农时，进行整枝打杈等，田间
一派忙碌景象。苗育才 摄

6月19日，扶沟县政协委员在德利尔蔬菜基地调研特色产业发
展和蔬菜新品种的选育、推广、销售情况，并征求种植户对现代农业
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谷志方 摄

韩庄蔬菜全年不断档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邹晓峰 胡志刚）6月

21日，记者走进光山县白雀园镇赛一村大尖山生态茶叶有限

公司生态茶园看到，10多名技术人员手持剪刀正在为茶树进

行修剪。

“白雀园镇大尖山生态茶叶有限公司位于白雀园镇中南

部，北与凉亭乡接壤，东与老山村毗邻，西接赛山村，南连冯寨

村，有绿色食品认证茶园基地2000亩，产品通过互联网和实体

店，经营销售到全国各个城市。”白雀园镇赛一村大尖山生态茶

叶有限公司老总胡华稳介绍说。

据了解，白雀园镇大尖山生态茶叶有限公司自2015年成

立以来，生产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阳毛尖、信阳红茶、

白茶、黄金茶等多个品种，均获得世界级、国家级荣誉奖项。

2017年，在中央办公厅驻村帮扶党支部的支持下，该公司生产

的生态无公害茶叶成功销往中直机关，以其优良的品质受到社

会各界的认可，产品供不应求。茶园基地种植有白茶、黄金茶、

中茶108等高品质茶叶品种，年生产加工干茶4万斤，销售收

入1000余万元。

作为白雀园茶叶种植基地的龙头赛一村，茶叶种植辐射带

动了全镇33个村特色农业的迅猛发展，一片片茶园、桃园；一

座座温室大棚井然林立，呈现着茶果飘香的喜人景象，为当地

产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党建引领是白雀园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之策，也是

推动乡村振兴出成果、有特色、攒后劲的活力之源。为进一步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白雀园镇坚持党建引领，

真正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集聚在产业链上、村民致富

在产业链上，切实将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通过发挥茶产业党建的作用，全镇春

茶产业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今年全镇仅春茶叶生产产值就

达5800多万元，成了农民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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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雀园年产干茶4万斤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炫羽 通讯员马学贤）柘城

县将肉奶牛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按照连片布局、规

模发展、整体推进的思路，创新“大园区、小群体”的发展模式，

积极引导群众规模养殖，拓宽增收渠道。

6月 23日，记者来到柘城县申桥乡拓海现代农牧业养牛

场。养牛场负责人李占良介绍，牛场每年出栏育肥公牛2000

头，育肥周期在10~12个月，主要销往广东、福建、浙江一带。

据悉，柘城县成立了由多个部门参与的畜牧业发展服务专

班，在肉牛规模养殖选址用地、融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

鼓励社会资金、金融资本，加大对肉牛加工龙头企业、种牛场、

合作社、养殖大户的信贷投放，解决企业融资难题。目前，该县

拥有莲旺牧业、万犇牧业、柘牛农牧、韵德牧业等大型肉牛繁育

养殖基地10家、奶牛养殖基地1家、肉牛繁育合作社20家，存

栏50头以上养牛场73家。

2022年柘城肉牛被评为国家名特优新产品，柘城县被授予

河南省养牛大县培育县、河南省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称号，

并初步形成了从秸秆回收、饲料加工到种牛繁育、屠宰分割、牛

制品深加工的全产业链肉牛、奶牛产业发展新格局，带动全县近

万人从事饲料加工、物流运送、餐饮服务等关联工作，拓展了群

众的就业增收空间，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注入了旺盛动力。

柘城肉牛产业“畜”势勃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