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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在闹店镇肖营村的一处烟田里，41岁的叶广利

正在忙碌着，满脸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如图）。

肖营村位于县城东14公里处，有耕地1700余亩。近年

来，闹店镇以农民增收为目的，鼓励烟叶规模化生产。在镇

党委、政府大力引导和扶持下，一大批“能人”加入到烟叶种

植的行列中来，叶广利就是其中之一。

叶广利是一个有着十几年烟叶种植经验的老烟农。除

烟叶外，叶广利还种植辣椒、黄豆等农作物，300多亩的种植

面积让他成为肖营村当之无愧的种植大户。

自从种植烟叶后，叶广利就没有了空闲时间。每年从整

地开始，栽烟苗、打药、除草、摘叶、烤烟，直至最后分级卖烟，

工作一项赶着一项，从春天一直忙到入冬。“种植烟叶虽然费

时费力，但烟叶经济价值高，亩产值近8000元。”叶广利说。

他不仅是村里的种植大户，还是种植技术示范户，一有

空就把种植经验和新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村民。

为了支持脱贫攻坚工作，叶广利积极动员附近的贫困户

到他的烟田务工。

“俺从今年春天就在广利的烟田干活，不出村每月还能

挣1500多元。”李云是肖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提起目前的工

作，她感到很满意。

“我是共产党员，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是我义不容

辞 的 责 任 。”叶

广利说，他种植

的 其 他 作 物 只

在 农 忙 时 节 需

要人手，而烟田

每 天 都 需 要 十

几个人忙活，采

摘 期 用 工 在 60

人以上，每年付

给 村 民 的 工 资

就有十几万元。

（王腾飞）

种下黄金叶种下黄金叶 奔向小康路奔向小康路

8月31日，在张八桥镇姚洼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五颜六色的拖把被工人们捆扎的整整齐齐摆放在仓

库。加工车间里，几十个女工戴着口罩在截布条、称

重、捆扎、装杆、打捆（如图）……一派忙碌景象。“我

们这儿主要制作各种拖把，项目投资小，要求技术水

平低，熟工每天能做400多把，日工资可拿到120元

左右。”该村支部书记兼合作社负责人

陈彩霞顺手拿起一把刚做好的拖

把介绍道。

在张八桥镇南部，姚洼村

及其他邻近村普遍水资源匮

乏，想搞大规模养殖、种植

都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乡

村振兴首先得产业兴旺，村里

没有产业支柱，咱群众啥时候

也富不了。”陈彩霞作为该村支部

书记，这句话她大会提小会讲，可考察

来考察去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产业。

今年7月，在与一名商人的偶然谈话中，陈彩

霞无意中捕捉到了做拖把的商机。“姚洼村剩余劳

动力较多，适合手工加工的活儿，‘天时、地利、人

和’都具备，我感觉这个产业可以。”陈彩霞暗暗下

定了决心。

“认定的事儿，咱不拖泥带水，说干咱就干，入

股的事儿我挑大头儿，你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愿入

股。”陈彩霞在该村大会上率先提出入股，其它村干

部、群众看到她这股拼劲儿都纷纷响应。8 月 12

日，该村拖把制作正式开工。

8月16日，首个订购商来到该村拖把加工点，

实地察看对比后下了第一笔订单。“短短六天，我们

村里就卖出了第一批货，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

陈彩霞高兴地说。

“陈书记，别看你们村这产业小，但只要用心，

小作坊也能成就大产业，你们一定要加油，干出

点名堂。”8 月 20 日，我县举行产业乡

村振兴观摩会，观摩团成员第一

站去的就是姚洼村，观摩结束

后，县领导握着陈彩霞的手

语重心长地说。

有了上级领导的认可，

陈彩霞信心倍增，连续两天

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

会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愿意

到厂里来干活的，贫困群众优先，

嫌干活不自由的，厂里的拖把可以免

费赊给你们出去卖，卖完再给钱，卖不完还是厂

里货。”陈彩霞这话一出，瞬间调动了村民们的积极

性，有到厂里干活的，有出去卖拖把的。

“没想到我70多岁了还能挣工资，我老伴也在

这里打工，活不复杂也不累，我俩都能干，今后的日

子是越过越有盼头了。”在此务工的姚洼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毛章喜高兴地说。

如今，该村合作社已面向群众提供长期务工岗

位20多个，帮扶贫困群众1户2人，辐射带动周边

村剩余劳动力就业22人，首批1万把拖把已全部被

预定，利润可达2万余元。 （孙凯亮 杨艳旭）

张八桥镇姚洼村：

找准产业 小拖把承载大梦想

“辛苦农家颗粒归仓，爱惜粮食吾辈应

当，光盘行动从小做起，勤俭节约追求时尚

……”8月27日，在张八桥镇西火山村赵亚

丽家，几名戏曲爱好者聚集一起，在家里唱

起了自编自导的戏曲《节约就是新时尚》。

近期，张八桥镇通过摸排“村宝”，挖掘

乡土文艺人才，融合当前重点工作进行文

艺创作，讴歌新时代乡村新面貌。该镇草庙

陈村利用人居环境改善契机，以旧宅打造乡

村书画馆，邀请市书协成员，到书画馆为村

里小朋友讲解书法知识，进行书法创作。村

上书法绘画爱好者也到书画馆进行学习创

作交流。白塔营村韩要峰夫妇，利用废弃油

漆桶自制吉他弹奏，在家里唱出乡村新歌

声，并利用直播平台，把自己的快乐带给更

多的人，传递乡土新风。

“以前只想着打牌，身体都快不行了。现在闲了我们就

聚在一起，在家里编些词，拉拉唱唱，心情好了，身体也好

了。”今年57岁的西火山村村民杨全英感慨地说。

张八桥镇围绕“四强县”建设，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紧扣文旅强县要求，深挖乡土文化，依托草庙陈村花棍舞、西火

山村戏曲实践所、白塔营村文化直播等乡村特色，挖掘各村“村

宝”，提升文化软实力。开展了“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村晚、送

书法下乡、“文化惠民 流动宣传”进乡村、送戏曲送电影下乡

等系列文化活动，也带动了更多的文化爱好者参与文化活动，

形成了以镇文化活动为主导，村文化活动为载体，家庭文化活

动参与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该镇18个行政村共摸排出涉及戏曲、小品、歌曲、

唢呐、山东快书、书法、绘画等各方面的“村宝”168名。（李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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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墙、酒缸、酒坛、酒体验馆……走进石桥镇邢

庄村，完全沉浸在酒的世界。

该村依托白酒产业，挖掘酒文化故事，营造酒

文化氛围，结合本村历史悠久的酒文化，延伸产业

链条，推动酒旅融合发展，全力打造清香型白酒生

产和酒旅融合特色小镇，助力乡村振兴。

邢庄村，“一岭、两洼、一面坡”，

地处我县城东12公里，主要经济

来源以种植、养殖、交通运输

和传统酿酒业为主。该村

酿酒始于明代永乐年间，至

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原

酒作坊的地址在村东头宅

基地南边，至今仍留存有一

棵老槐树，已有600年的树龄，

树的旁边还有一口老井，共同见

证着邢庄村源远的酿酒历史。

如今，该村有酒业公司2家、酒

作坊11家，其中“忠信堂酒坊”被评

为河南老字号，邢家酒依然遵循着老清香工艺传统

酿酒手法进行酿造。

该村的手工传统酿酒业已初具规模，但尚未形

成覆盖农民稳定收入的主导产业。下一步，该村将

依托白酒产业，成立邢庄酒业集团，并且依靠白酒

技术的进步，把酒业产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推动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通过项目带动，扩大基地规

模，实现增产增收。

目前，村内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2家，酿酒小

作坊 9 家。邢庄酒业集团成立后，总生产能力将

达到年产 500 千升，年产值 2350 万元，带动就业

1568人。

近年来，该村对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进行了综

合治理改造，在旧址处，新建约3300平方米的游园

一处，清理修复旧寨壕300余米，利用废弃的砂

砾石改造游园水池一处；利用闲置的

农房宅基地改造约1200平方米的

乡村大舞台，建造约 400 平方

米的趣味迷宫一个；在空闲

宅基地之上打造了约400平

方米的邢家酒坊景观一处

和李白的“把酒问月”汉白玉

石像一樽；修复了古现代结合

邢家酒馆一处。通过改造，旧址

造新景、旧貌换新颜，邢庄村整体

风貌大大改善，实现了大街小巷路路

通、户户通、景景通。

结合该村历史悠久的酒文化，

邢庄村将建设酿酒体验馆、酒文化博物馆、酒文化

主题餐厅、酒文化民宿等配套产业，推动“酒旅融

合发展”。

“在生产酿造白酒之外，镇里正在打造集旅

游、观光、采摘、休闲度假、餐饮为一体的‘酒旅融

合’特色小镇。在延伸产业链条发展规划的同时，

还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为群众带来经济效

益并实现走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望。”石桥镇相关

负责人说。 （张毅力 智泓）

石桥镇邢庄村：

酒旅融合 打造“醉”美乡村

产 业 兴 乡 村 兴

邢庄的酒文化展示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