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 后”的夫妻李晓川、黄艳荣是大营镇

人，2013年他们辞去原有的工作回乡创业，开

始扎根乡村，发展“艾”情。

大营镇地处豫西伏牛山余脉外方山东麓

浅山丘陵区，这里土地贫瘠，传统的小麦、玉米

等作物因为缺水，产量非常低，但适合种植耐

旱的艾草。回到家乡，李晓川、黄艳荣一起四

处考察学习，引进了艾草种植和加工技术，并

在村里建起了占地2000平方米的农牧产业扶

贫基地，主要从事艾草种植、收购、仓储集散、

研发生产、销售。“前期，生产出来的艾系列产

品，大家都不太信任，产品销路不好。后来通

过开设公益课堂、免费体验等形式，大家慢慢

接受了，市场也慢慢打开了。”黄艳荣说。

随着市场不断打开，他们的艾产品供不应

求，吸引了周边县市村民投身艾草种植，目前，

艾草订单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每亩年产值

在2000元以上。疫情期间，夫妻俩捐赠了价

值10多万元的产品助力抗疫。

经过多年的探索努力，在当地政府的扶持

下，夫妻俩不断开拓创新，已研发出艾枕、艾

毯、艾茶等 70 多种艾草制品，并通过电商平

台、微信及直播等销售渠道，把产品销往省内

外，年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同时，带动了周

边县市100余名村民从事艾草种植、加工，其

中包含20个贫困户。他们的愿望就是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把艾草事业做大做强，让越来

越多的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就能在家门口赚钱，

尽早步入小康。 （何五昌 文/图）

小康路上演绎夫妻“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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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清晨，清风徐来，令

人惬意。9月9日，笔者漫步在

前营乡郭湾村，干净整洁的街

道旁，幽静雅致的庭院前，一排

排竹篱笆错落有致，凉丝丝的

秋风吹动着篱笆内的花草、蔬

菜，粉红色的花朵在青翠欲滴

的绿叶间摇曳不定，娇艳欲

滴。一幅“篱落疏疏一径深”的

田园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今年以来，前营乡结合我

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在

全乡持续开展街道绿化整洁、

无杂物堆放、美丽庭院等常态

化评优活动。通过表彰先进、

树立典型引领，各村互相影响、

比学赶超，打造了绿色美丽宜

居家园。

“以前，村里的闲置地块儿

缺乏管理，成了垃圾堆，有的居

民把菜种到了大街旁、大门口，

看着很乱。现在闲地清理出来

种菜种花，村里花钱给菜园花

园装上围栏，俺村‘颜值’一下

子提高了。”郭湾村村民郭昌海

介绍说。

该乡利用“人居环境红黑

旗”活动开展“清零”月攻坚行

动，25 个行政村对乱堆乱放、绿化带卫生、死角卫

生等进行全面自查、整改、提升，并加速建设小花

园、小菜园和篱笆栅栏，修补破损路面等形象提升

工程，打造“面上整洁、线上美丽、点上精彩”的人居

环境示范村。

小花园、小菜园的建设解决了黄土裸露等问

题，围上的栅栏篱笆也让它们有了‘家’。前营乡通

过人居环境‘家访’行动和党员网格化联户，动员居

民按照门前三包自觉清理门前的杂物，整饬了小花

园。现在，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居民们的满意度、幸

福感显著提升。“下一步，我们将在提升人居环境的

基础上，大力发展‘一村一品’，开发建设农家乐旅

游、休闲采摘等综合项目，在美化环境的同时，让老

百姓实实在在体会到腰包鼓起来的幸福滋味。”该

乡负责人表示。 （郭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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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在肖旗乡史渡洼村鑫亿种植农业合作

社连片花生种植基地，几辆大型花生收获机来回穿

梭，不远处，几名群众把已经凉晒过的花生秧送进脱

粒机中，一进一出，一粒粒花生堆得小山一样。

不过，最吸引眼球的

还是收获的“七彩花生”，

剥开花生壳，这些表皮黑

色、白色、粉紫相间的花

生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今年，‘七彩花生’

又丰收了！”史渡洼村党

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

何召伟兴奋地说，去年，

合作社试种了100亩“七

彩花生”，每斤卖到了 15

元，今年，“七彩花生”种

植面积达到380亩，高油

酸花生全村种了 1100 多

亩，预计收益400万元以

上，村集体增加收入在10

万元以上。

“这花生‘金贵’”“咱

得尝尝!”……大伙儿剥

开饱满的花生仔细端详，

然后才满怀期望地放入

口中咀嚼起来。

“这‘七彩花生’可真

是个‘宝’呀，合作社从种

子到销售一包到底，乡里

还给种植补助、上保险。

去年，俺种植了 160 亩高油酸花生，今年，俺扩大到

280亩，同时又种植了37亩‘七彩花生’，收入肯定错

不了。”该村种植大户王英杰兴奋地说。

“我们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充分

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7名党

员带动全村群众种植花生，目前，吸收了258户农户

加入了合作社，全村90%的土地都种植了花生。”何召

伟介绍，全村397户，1512名群众，有8户贫困户，他

们采取土地“托管”的形式，合作社为购买种子的群

众提供耕、种、管、收、销

等全环节服务，从而实

现花生品牌化、产业化，

同时借助电商平台进一

步拓宽销路，带动贫困

群众脱贫。

“今年合作社还与

山东泰安、青岛，福建莆

田 等 客 商 达 成 收 购 协

议，彻底解决种植群众

后顾之忧。”何召伟说，

“七彩花生”发展前景不

错，它一定能映出我们

村群众的“七彩生活”。

“ 今 年 ，我 自 己 种

了 20 亩花生，村两委干

部和群众一共种了 500

多亩。”肖旗乡潘庄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张 党 振 介

绍，明年，还要扩大种

植面积，打造花生种植

专业村。

肖旗乡党委书记王

振伟介绍，为推进全乡

农 业 种 植 产 业 结 构 调

整，加快实施“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战略布局，乡里还制订奖补政策，对

连片种植花生50亩以上的，由乡政府给予每亩30元

奖补或者购买农业保险，更是让广大群众吃了颗

“定心丸”。

（杨国栋/文 秦亚涛/图）

七彩花生映出群众“七彩生活”

种植户展示收获的七彩花生

何召伟与种植户查看花生长势情况

李晓川李晓川、、黄艳荣在展示夫妻黄艳荣在展示夫妻““艾艾””情情

黄艳荣在直播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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