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日，在卢氏县文峪乡窑子沟村金惠兰花种植园，花农在兰花棚中施肥、修剪
枯叶。该种植园总投资3000万元，占地21亩，已种植名特优新兰花品种300多个
1.2万余盆，采取“基地+农户+合作社”的模式，带动当地群众发展兰花种植和劳务就
业，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聂金锋 摄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炫
羽 通讯员李清霞 程明珠）眼下，正值

果蔬管护的关键期。7月4日，记者走

进民权县孙六镇伏土山村果蔬采摘

园，一串串绿油油的葡萄掩映在枝叶

下，长势旺盛。

该采摘园负责人黄在海一边整理

葡萄枝杈，一边与农技师交流葡萄管

理注意事项。“种葡萄确实费工夫，需

要抹芽、修枝、绑蔓、定穗，还要注意根

部的养护。夏季气温高，葡萄浆果处

于迅速膨大期，易出现裂果、病虫害

等，要保证产量，一定要重点做好修

剪、控温控水通风、病虫害防治等管理

工作，才能实现增产增收的目的。”该

镇农技师郭红说。

夏管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它直接关系到秋作物的产量和质

量。在这个关键时期，为做好农作物

管护指导，连日来，该镇抢抓农时，组

织 1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果蔬种植基

地、家庭农场，指导农户修剪枝条、施

肥、用药、灌溉等，为今年秋粮秋果提

质增效、丰产丰收打好基础，确保效益

最大化。同时，该镇还积极邀请农业

技术专家，围绕病虫害防治、种植栽培

等关键技术进行授课，及时解答农户

在实际种植中遇到的问题。

“农民要致富，产业是支柱。‘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们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通过精准施策、资源整

合，鼓励各村党支部立足自身优势，大

力培育杏、西瓜、葡萄等特色农业产

业，争创‘产业兴旺星’，初步形成村村

有特色的发展格局，推动乡村振兴与

群众致富。”该镇党委书记杨德志说。

□本报记者 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 王支援

近年来，虞城县根据主导产业和特

色产业的发展需要，统筹谋划生产布

局，依托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人才优

势、资源优势，在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

“三农”基础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中药

材、食用菌等优势特色产业，探索出一

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有效路径。

创新种植模式
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7月2日，记者从虞城县了解到，该

县依托毗邻安徽省知名药材产地亳州

市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发展中药材产业

为重心，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力度，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界沟镇位于虞城县南部，土壤肥

沃，水资源丰富，适宜中药材种植。界

沟镇高度重视中药材产业发展，在不放

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提出中药材进村

入林，着力发展药粮间作、药林间作、药

药间作、特色产业间作和药粮接茬等种

植模式，利用农村房前、屋后、路边、沟

沿的“四荒地”连片种植药材，让荒地变

药地，既改善了环境，又美化了村庄。

截至目前，该镇种植中药材 3万余亩，

发展优质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7个，培

育百亩种植户 32户，扶持河南积善堂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河南一鸣中药材有

限公司等中药材加工企业。积极建设

10公里包河中药材生态旅游观光长廊

和万亩花海基地，呈现布局区域化、生

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发展产业化、方

式绿色化的生产格局，成为豫东优质道

地中药材重点产区。界沟镇先后获得

“河南省中药材之乡”“河南省中药材产

业发展强（乡）镇”“河南省中药材十强

县示范基地”等称号。

虞城县从创新种植模式着手，建设

优质中药材产业集群，推动中药材产业

高质量发展，2020年 10月，被河南省

农业农村厅等单位授予“河南省中药材

产业发展十强县”称号。

推广速生菜种植
为乡村产业振兴带来新机遇

虞城县依据各乡镇菜农种植习惯

和发展趋势，大力推广速生菜种植，建

设荠菜、小青菜、香菜种植三大速生菜

基地。

荠菜种植经济效益高。虞城县利

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生产模式，

积极打造荠菜小镇，在利民镇、李老家

乡、古王集乡、田庙乡、乔集镇、刘集乡

等10个乡（镇）大力发展荠菜规模化种

植。2023年，虞城县荠菜种植面积达

12万亩，产量约 27万吨，全产业链产

值达44亿元。2020年 4月，虞城荠菜

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香菜种植成特色产业。虞城县在

李老家乡 310 国道沿线的朱庙、任王

楼、蒯庄、张关庙、刘庄、袁村寺等10多

个村开展规模化香菜种植，年种植面积

5000多亩，总产值达 1.2亿元。如今，

李老家乡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香菜种植

基地。

小青菜种植托起致富梦。虞城县

大力培养“一村一品”，整合种植资源，

不断引进高产、优质新品种，引导利民

镇乔庄村村民大力发展小青菜，年种植

面积2000多亩，产值 6000多万元，以

小青菜为乡村产业振兴带来新机遇。

发展食用菌产业
拓宽增收致富路

虞城县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牢

牢把握菌菇这个“生财之道”，在保证传

统的金针菇、平菇稳步发展的同时，双

孢菇、羊肚菌等品种种植面积快速增

长，种植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

河南懂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

创新“公司+订单+合作社+农户”的产

业发展机制，建立滕湾村食用菌标准化

示范基地、高楼村蘑菇种植基地等5个

生产基地。如今，河南懂菜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已发展成集农民土地流转与托

管、绿色蔬菜生产与加工、实体销售与

网络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企业。

河南金隆菇业有限公司专业从事

食用菌研究29年，采用温室大棚、套种

和立体种植的方式，种植灵芝、赤松茸、

羊肚菌、黄金菇等。为帮助更多农民增

收，河南金隆菇业有限公司为菇农提供

菌种、技术指导，向农户讲解大型灵芝

盆景活体嫁接技术、工艺灵芝盆景制作

技术等。除了食用菌的高质量培植，公

司结合虞城“木兰之乡”品牌优势，开发

花木兰灵芝盆景，获得市场认可。

虞城县沃德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

着力扩大羊肚菌菌种厂房，带动更多农

户种植羊肚菌，助力农户拓宽增收致富

路。目前，虞城县沃德食用菌科技有限

公司基地种植羊肚菌40亩，带动附近

村民种植 70 多亩，亩产羊肚菌 800~

1200斤，亩年产值4000元左右。

本报讯 7月 4日，走进内黄县二

安镇沙河庄村生姜种植基地，只见一

排排生姜秧苗整齐排列，根茎挺拔、

枝叶翠绿、长势旺盛。

“去年种了 4亩生姜，除去种地

开支净收入8万元。今年，在村党支

部的引领下，扩大到了 14亩，目前，

长势良好，丰收在望。”生姜种植户张

明广高兴地说。

生姜作为一种经济作物，用途广

泛，既是一种调味品，又是集食用、药

用于一体的蔬菜品种。当下，正是

生姜快速生长、形成产量的关键时

候。沙河庄村党支部书记、生姜种

植引领示范者李刘军正在姜田里指

导种植户搭盖防晒网、铺设水肥一

体化喷淋设施，给生姜防暑降温，保

障生姜生长周期的品质和产量。

“这两年生姜产值比较高，一亩

地产量在 1.3万斤以上，这两年市场

行情也比较好，每斤 3元多，一亩地

产值就是4万多元。”李刘军说，沙河

庄村以党建为引领，采用“党支部+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新模

式，带动周边20多户群众种植生姜，

生姜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300多亩，

效益上千万元。

近年来，二安镇以“五星”支部创

建为抓手，深入推进“党建+”模式，将

党建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持续把特色产业作为镇域发展的重要

抓手。在田间管理尖椒的铁炉胡村村

民胡玉存，近两年在村“两委”的引领

下，通过强筋小麦、尖椒、花生种植，家

里的12亩庄稼，全都是好收成。

“我种这 12 亩地，小麦套种尖

椒、花生，还种了一些玉米，这一年两

季，算下来，能收入三四万元。”胡玉

存笑着说。产业兴旺是推动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和“硬支

撑”，二安镇围绕小麦套种花生、尖椒

和生姜等特色种植产业，充分发挥党

员示范引领带动作用，逐步形成“一

村一品”的特色产业布局。

目前，全镇尖椒种植面积 8000

亩、花生种植面积 3万亩、玉米种植

面积 2.7万亩。产业的高效配置、均

衡发展，既发展了产业，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和附加值，也增加了群众收

入。 （王都君张伟民王迟）

7月3日，洛阳市孟津区送庄镇，洛阳溢乐园农业园区葡萄立体种植大棚内，工作人
员正在采摘小番茄。近年来，送庄镇依托紧邻城区实际，大力发展绿色无公害设施瓜果
蔬菜产业，形成了近万亩特色产业集群基地，不仅带动种植户增收致富，而且推动了乡
村振兴。 许金安郑占波 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

讯员桂榕岭滕佳洁）7月4日，走进潢

川县谈店乡湘豫种植农场，只见碧绿

的白玉丝瓜叶生机盎然，黄灿灿的丝

瓜花开得正艳，一根根鲜嫩的丝瓜悬

挂在枝叶中，散发着香甜诱人的气

息。

“今年初次尝试种植，竟迎来了

如此喜人的收益，销路完全不成问

题，我计划明年扩大种植规模……”

谈店乡万营村白玉丝瓜种植户李士

松满心欢喜地分享道。

白玉丝瓜，因其烹煮后色泽洁白

如玉而得名，眼下正是丝瓜收获上市

的季节，李士松经营的20余亩土地上，

每日产出约800斤白玉丝瓜。这些新

鲜采摘、精心打包的丝瓜随即被迅速

运往长沙、株洲及广东省等地售卖，无

须离开地头便被抢购一空，20余亩白

玉丝瓜今年预计能增收20多万元。

“目前，我们已带动谈店乡、隆古

乡、伞陂镇共50多户种植户，种植面

积 300余亩。”湘豫种植农场负责人

徐德见介绍说，他不仅作为收购商活

跃其中，还亲自担任种植户的技术顾

问。

据了解，白玉丝瓜以其低成本、短

生长周期、较少的病虫害及长结果期

等特点受到青睐，4月播种，6月即可

上市，甚至持续至10月仍有收成，平

均每亩产量可达8000斤，管理简便，

主要涉及修剪、除草、套袋和采收等工

作。

近年来，为促进农民增收并激活

乡村经济，谈店乡在鼓励农民积极参

与土地流转的同时，大力推广茶叶、

再生稻、油桃、各类蔬菜、小龙虾养殖

等多个特色农业项目。下一步，谈店

乡将继续扩大白玉丝瓜种植面积，让

农民既可获得土地租金，又能在发展

特色产业中获得收入，真正实现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梦想。
7月7日，孟州市槐树乡老区村雷山村双季槐产业基地的100多亩槐米进入

成熟期，村民正忙着采摘、晾晒。据了解，该村种植的以生产槐米为主的优良国槐
品种双季槐树，亩产200公斤，亩收入6000多元。 赵春营 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刘铠）7月1日，在鲁山县张

店乡白象店村的坡岭上，一棵棵果

树粗看像本地桃树，但结出的果实

仅有野生小毛桃大小，且呈扁扁的

椭圆形。

“没见过吧？这就是巴旦木树，

原产于新疆，后推广到山西。我这

批树苗是2022年从山西引种过来

的，今年开始少量挂果，算是引种成

功了。”今年59岁的果园主人李文壮

说。

李文壮是白象店村人，早年在

南方从事家纺行业，是个事业有成

的实业家。“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吧，

岁数大了之后，2021 年我决定回

老家发展规模农业。”李文壮说。

物以稀为贵，要干就要干些稀

缺的农业项目。李文壮到山西考

察时，发现那里从新疆引进的巴旦

木树苗结出丰硕的果实。经咨询

有关专家，李文壮发现家乡白象店

村的山坡和山西那边的土质差不

多，气候也相差不大，于是他流转

荒山荒坡600余亩，2022年引种了

已适应当地气候的山西巴旦木树

苗。

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管理，李文

壮引种的巴旦木树今年开始少量

挂果。“明年就会大量挂果，后年进

入盛果期。我一共引进了 2万多

棵，盛果期时按一棵树采摘 50斤

鲜果计算，按现在的市场行情，一

亩地毛收入可达 1万元左右。”李

文壮说。

李文壮的巴旦木果园日常浇

水、除草、施肥时使用大量人工。

“最多时我们村有一二十人在这干

活，每人每天80元，等明年开始大

量采摘，用工会更多。”白象店村党

支部书记爨永新说。

“近期我准备在园子里铺设滴

灌管，实现旱涝保收。将来准备把

园子扩大到 1000亩的规模，带动

更多乡亲就近打工增收。”李文壮

说。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杨哲洋 薛力）永城

市龙岗镇魏庄村种植能手陈长伟，

不仅是镇上的热心人，更是一位中

药材种植的“大拿”。7月2日，记者

来到陈长伟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时，

眼前一片绿意盎然，何首乌、白芷、

白术等中药材竞相生长。这些药

材在陈长伟的精心照料下，仿佛被

赋予了生命，生机勃勃、绿意盎然。

在与陈长伟的交谈中，记者了

解到他与中药材的缘分深厚。陈

长伟说，他从小就对中药材充满了

好奇和热爱，长大后更是下定决心

要在这片土地上种出自己的未来。

每当春季来临，陈长伟便忙碌

地穿梭在田间地头，细心挑选种

子，为它们提供最好的生长环境；

夏日炎炎，他汗流浃背地除草、施

肥，确保每一株药材都能茁壮成

长；到了秋季，当金风送爽时，他更

是忙得不亦乐乎，忙着采摘、晾晒

这些药材。

如今，陈长伟已经成了龙岗镇

的中药材种植明星。他的成功不

仅让自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更带

动了邻镇邻村的村民种植中药

材，一起发“药财”。邻居提起陈长

伟总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龙岗

镇的骄傲。

在龙岗镇，陈长伟不仅仅是

一个种植户的成功案例，更是一

个用心耕耘、收获幸福的传奇。

他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在中药

材种植这条道路上走出了属于自

己的精彩人生。

本报讯 瓜果飘香季，引来采摘

游。眼下在汤阴县韩庄镇，500余亩

水蜜桃、油桃、杏子压弯枝头、迎来丰

收采摘季，果农们利用水果成熟上市

时节，在自家果园里纷纷打起了“果园

自由采摘”旅游牌，不仅让市民体验到

了观光采摘带来的乐趣，而且助推了

果品销售，增加了经济收入，鼓起了自

个儿的“钱袋子”。

6月27日，在汤阴县4A级景区羑

里城南边的一片桃园里，绿树掩映的

桃树下，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三三两两，

边旅游边采摘粉嘟嘟、红彤彤的水蜜桃

和油桃，打卡体验采摘的乐趣。成簇

连串的桃子缀满了枝头，圆润饱满的

桃子和绿叶相映成景，棵棵桃树挂满

硕果，令人垂涎欲滴、“桃”醉其中。

“这里的桃子味道很纯正、很甜

美！每年这个季节我都要来这里旅游

采摘，一是带孩子来体验一下劳动乐

趣，感受乡村魅力，二是来采摘自己心

仪的果实。”从安阳市区来汤阴旅游的

游客张志红高兴地说。

据了解，这片桃园是由韩庄镇七

里铺村的几户村民栽植的，占地20余

亩，分别种有油桃、五月仙桃和水蜜桃

等多个品种。每年桃子成熟季节，果

农除了在果园路边摆摊销售桃子外，

还利用离羑里城景区近的区位优势，

扯上横幅，喷绘版面，装饰一新，主动

打起了“果园自由采摘”旅游牌，让游

客在游完羑里城景区后，再逛“世外”

桃园，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生态乐趣，

使游客在游玩中感悟劳动的快乐，体

验夏日的清凉。

“这几天俺桃园的桃子成熟了，来

旅游的市民逛完文王庙后便会来俺的

桃园摘桃子、买桃子。咱的桃园守着

文王庙，来旅游的人多，自然来咱这儿

买桃子的也多，生意不赖，一亩地除去

成本，纯收入有六七千元。”七里铺村

果农闫秀芳高兴地说。

据了解，韩庄镇进入丰产期的

500余亩桃园，每株可产果60~80斤，

目前鲜桃市场价2~3元每斤。种植户

充分利用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平

台“拍”段子、“晒”桃子，吸引不少游客

纷纷走进果园，感受田园生活，体验采

摘乐趣，为桃园增加收入。

“咱的桃子品种好，个大色艳，既

好吃、又脆甜，我平时爱拍抖音，发出

的桃子视频很受顾客喜爱，好多都是

看了抖音后来采摘的。咱进园采摘和

地头摊位一个价，游客们为了图新鲜，

都进到果园自由采摘，视频拍了，劳动

乐趣也体验到了，都说来得值。今年

年景好，桃子结果多，又是丰收年呀！”

七里铺村种植户武冯霞边整理桃子边

兴奋地说。

桃子丰收，只是韩庄镇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农业、壮大农村经济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韩庄镇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把特色果蔬种植作为农民

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之一，按照“一村

一品、一村一业”的产业发展思路，积

极引导村民发展特色设施农业。目

前，全镇发展蜜桃、仙桃、油桃等果蔬

产业 3000余亩，1000多户农户从中

受益，过上“甜蜜”生活，每户每年增收

在 2万元以上。与此同时，该镇结合

现代特色农业，大力拓展“一河两岸乡

村振兴示范带”农业休闲观光旅游，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

（王都君张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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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有特色振兴势头足

游客“桃”醉在果园 果农鼓起“钱袋子”

农技专家进基地“把脉”果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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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亩生姜效益上千万元

300余亩白玉丝瓜亩产八千斤

鲁山县白象店村李文壮返乡创业

坡岭上引种600亩巴旦木树苗

永城市魏庄村药材种植能手陈长伟

带村民一起发“药财”

中药材带富众乡亲中药材带富众乡亲蔬菜产业强村富民蔬菜产业强村富民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李
善喜 李征）最近一群“除草鹅”成了

方城县博望镇董庄村的“香饽饽”。7

月 7 日，走进董庄村黄金梨园，只见

成串的梨果即将成熟，翠绿的枝叶下

不时传出嘎嘎的鹅叫声。“往年这个

时候梨园里杂草又密又深，今年我在

梨园养了一群鹅，草长不起来了，还

能增加养殖收入，真是一举两得啊。”

张国芳看着“双丰收”的梨园充满了

自信。

博望镇是河南省“一村一品”示范

镇，种植黄金梨2.3万亩。其中，董庄

村种梨 400多亩，梨园实行无公害管

理，种出的黄金梨年年通过有机果品

评定。因此，在整个生育期严格落实

无公害、有机化管理措施，不能打化学

农药，更不能用除草剂除草，加上树枝

下垂，人工铲除费工费时。因此，梨园

除草成了大难题。

董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海宁介绍，

前几年，不少农户采取园内养鸡作试

验，但效果不佳。从 2022年起，科技

示范户张国芳、张广甫率先引进肉鹅

新品种，这种鹅对杂草情有独钟，而

且食量大，每亩梨园养鹅7~10只，既

能解决草荒问题，节省饲料投资，又

能增加额外收入。同时，鹅鸭消化后

产生的粪便与施入的牛羊粪混合是

上好的有机肥料。这样“除草+吃

虫+肥田”三效合一，既成了梨农的好

帮手，又开辟了一条质量型农业的新

路子。

当场，有人替张国芳算了一笔账，

除了梨园收入和节省化肥的投入外，

他养的46只白鹅出售鹅蛋收入6000

多元，下步出售肉鹅还能卖5000元以

上。“不但减轻了人工除草的劳动量，

还白白赚了一笔钱，明年我还要养。”

张国芳高兴地说。

梨园养鹅闯新路 树上树下双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