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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笔者在肖旗乡丁岭村看到，翻耕、平整、搭

棚、铺肥、排薯、浇水、埋土、盖膜，一系列工序一气呵

成，群众们正在忙着进行红薯育苗。“过段时间，红薯苗

就可以移栽到大田，一亩地可培育红薯苗近 50 万株。”

该村红薯种植大户刘占领说。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追求吃得好、吃得健

康，“红薯秧、红薯果”又成了香饽饽。近年来，肖旗乡

结合全乡坡岭地多，适合红薯种植的特点，从引进优质

品种，鼓励群众种植等方面入手，不断完善产业链条，

唱好“小红薯、大产业”这台大戏，让小红薯真正成为群

众的“致富果”，富民的“大产业”。

种植一片红薯，发展一个产业，链接一批农户，富裕

一方百姓。肖旗乡把红薯规模种植及加工作为全乡主

导产业，依托丁岭村、贺岭村等9个村的红薯种植传统基

础，加大宣传发动力度，出台鼓励特色种植产业奖补意

见，提高了群众种植红薯的积极性，2020年，全乡共计推

广种植新品种红薯8000 亩，发放奖补资金20余万元，红

薯种植很快形成了规模。

为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肖旗乡还在粉条加工上大

做文章，利用优惠政策招商投资红薯深加工，依托投产

的万青农业公司实现了粉条加工不受季节影响，并注

册“常回家看看”粉条品牌，开拓了市场，提升了知名

度；为扩大全乡红薯产品的品质和市场影响力，该乡对

现有的 37 家传统手工纯红薯粉条加工作坊进行规范，

引导其改善生产条件，办理登记证，保证产品健康卫

生。今年，肖旗乡已新建红薯粉条加工厂 2 家，预计全

乡年加工、销售粉条 3000 吨，实现红薯种植及粉条加

工产值达到6000万元。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要特色。近年来，肖旗

乡农业不断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加快农业产业链延

伸，通过引进龙头公司、完善产销对接、改良种植技术、

延伸产业链条等方式把红薯价值最大化，形成了一条从

育苗、种植、收购、生产、销售以及废渣处理于一体的红

薯产业链，形成了红薯种植规模化、加工就地化，唱响了

红薯经济，实现农民持续增收。 （原晋洋 文/图）

小红薯种出富民“大产业”

4月8日上午，在观音堂林

站滴水崖村北的一处沟壑上，

科技特派员王国选正在给群

众进行野生酸枣树嫁接技术

现场培训。

王国选担任该村科技特派

员以来，结合当地实际，发展花

椒、连翘、蔬菜、蜜蜂等种植养

殖业，想方设法让群众的腰包

鼓起来。

这不，他又盯上了这里的

野生酸枣树。“每次看到房前

屋后、地头路边，满山遍野的

酸枣树，我就寻思着咋能把酸

枣树变成了宝贝，后来，就和

郑州的果树专家取得了联系，

在专家的指导下，今年引进了

4个大枣品种，计划在3年内把

全村的酸枣树嫁接成大枣。”

王国选说。

滴水崖村位于观音堂林站

西南部，辖3个自然村5个村民

组，这里山多地少，2019年实现

贫困村出列，2020年全面脱贫。

今年初，该村在科技特派

员和驻村工作队的全力支持配

合下，联系省农科院，购买了枣

树穗5000多个，组织村干部和

群众代表学习嫁接技术，把山上的野生酸枣树嫁

接成大枣，增加群众收入。

据了解，为巩固扶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该

村结合当地实际，利用荒山种植连翘200多亩，流

转土地建大棚，种植蔬菜10多亩，改良野生酸枣

树5000余棵，引进扎扫帚项目和帽子加工项目，

确保当地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

“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滴水崖村商标已注册成功，农特产品加工

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带领

全村群众早日过上幸福生活。”滴水崖村党支部

书记、村主任李向楠满怀信心地说。

（李洪昌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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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过后，气温逐渐回暖，正是生姜种植的最佳时

节。4月8日，闹店镇范营村生姜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

象，当地村民正分工协作种植生姜，打沟、施肥、栽姜、回

土、搭拱棚……

范营村有耕地2000亩，一直以来，群众以种植小麦、

玉米等传统作物为主，该村缺乏主导产业，群众增收渠

道狭窄。2020 年年初，为更好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该村党支部书记雷保平多次带着村干

部和种植大户到山东省昌邑县、鲁山县张良镇等地考

察，帮助大家转变观念、拓宽视野、学习技术。考察中，

大家发现种植生姜收益好、效益高，该村“两委”在经过

广泛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引进了生姜种植。

2020年，该村动员返乡创业青年雷鹏举试种了一亩

生姜，经过精心培育，试种的生姜喜获丰收，亩产达到了

1万斤左右，纯利润达到了1万余元。雷鹏举的成功增强

了村“两委”发展生姜种植，调整种植结构的信心。

今年，范营村把生姜种植规模扩大到了 60 亩，由村

“两委”干部带头入股，采取联耕联种、全权托管的方式，

由雷鹏举按照统一选购姜种、统一采购和使用农资、统

一采收产品、统一包装、统一销售“五个统一”的管理模

式发展生姜种植产业。

“村干部带头先行先试，目的在于打造可复制、可推

广的生姜标准化示范种植基地，通过示范种植带动村民

发展生姜种植产业。”雷保平介绍说，通过发展生姜种

植，既提高了土地的使用价值，也让村民从土地流转中

受了益，同时还带动该村4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

业，可谓是一举多得。

据了解，该村2021年种植的生姜姜种全部选用的是

鲁山县张良姜，预计 9 月以后可以采收，总产量可达 300

余吨，总产值达300余万元。 （王向丽）

生 姜 种 植 让 沃 野 生 金

（上接第一版）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

代主旋律，激励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开拓奋进、攻坚克难，立足本职岗位作贡献，把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为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通知》明确，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为2021年5月前，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全国两会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精

神，展示“十三五”时期发展的辉煌成就，宣传“十四五”时

期发展的美好前景。第二阶段为2021年5月至年底，六

七月间形成高潮。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党

中央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组织开展主题

突出、特色鲜明的群众性主题活动。

《通知》指出，要广泛开展各类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一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动。引导各

领域基层党组织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围绕完

成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中心任务，奋发进取、建功立

业。二是入党宣誓活动。利用革命旧址、革命纪念馆、

烈士陵园等红色资源，组织开展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

开展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三是讲党课和优秀党课

展播活动。广泛开展“党课开讲啦”活动，组织各级党

组织书记、党员领导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老党员等讲

党课。各级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党员教育平台开设专

题专栏，集中展播一批精品党课。四是学习体验活

动。聚焦建党百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等，精心设计推出一批学习体验线路和精品

红色旅游线路，引导干部群众就近就便开展实地考察、

国情调研。五是主题宣讲活动。广泛组织开展百姓宣

讲活动，邀请重要事件亲历者和见证者、理论工作者、

实际工作者，特别是时代楷模、最美人物等深入基层开

展巡回宣讲。六是青少年心向党教育活动。制作播出

“开学第一课”电视专题节目，组织全国大中小学开展

专题党团队活动等，引导广大青少年加强政治理论学

习，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学习，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

践者。七是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组织开展主题作品

征集和展示展播活动，开展微电影、微视频等融媒体宣

传活动，开展红色题材影视剧展播。巩固深化国庆新

民俗，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活动，深化“我们的节日”

活动，在城乡社区举办邻居节，推动形成良好风尚。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正确方向，注重

思想内涵，把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结合起来，营造“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浓厚社会氛

围。要紧密结合实际，创新方式方法，多用群众喜欢

听、听得进的语言，多建群众爱参与、能参与的平台，组

织开展各类特色鲜明的活动，增强宣传教育的实效性

和感染力。要精心组织安排，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取得

实效。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力

戒铺张浪费。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

《通知》还同时发布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宣传标语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