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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在前营乡岳坟沟村食用菌产业大棚里，破

袋而出的香菇，一簇簇，一笼笼，宛若撑起的一把把小

伞。“这就是我们种植的香菇，鲜嫩而又油亮，味道鲜美

可口。市场行情一直看好，在这里务工的贫困户一个个

相继摘掉了‘穷帽子’，这多亏了乡党委的大力支持！”该

村党支部书记张红杰，指着新出袋的香菇，感激之情溢

于言表。

近年来，前营乡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主攻方向，大力

实施富民强村工程，发展食用菌产业，着力打造产业扶贫

新高地。

2020年，在张红杰的带头引领下，岳坟沟在林下搭建

荫棚，开始种植平菇、香菇等木腐经济菌类，同时利用到

户增收项目，采取统一建棚、统一供菌棒、统一技术指导、

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带动该村农民

种植食用菌。

“这里有20多个食用菌种植大棚，俺在这里管理一个

大棚，省事哩很，而且没有啥风险，乡里的专家随时给俺

解答、解决生产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一年赚2万多块钱不

在话下，俺真是称心如意！”说起在林下种植食用菌，岳坟

沟村种植户兰帅伸出大拇指夸赞不已。

“现在，长期在这里打工的脱贫户有12名，一年四季

有活干，装菌袋、采摘食用菌、管护等等，一天挣个80多块

钱是正常的。离家又近，不比出外打工差，俺都十分满

意。”脱贫户张翠兰边采摘香菇，边和笔者搭话。

据介绍，该乡除了食用菌培训班授课、现场指导以

外，还在食用菌种植的各个时期，通过电话、视频、微信交

流，随时解决生产各环节存在的各种问题。目前岳坟沟

村食用菌种植，通过政府引导、项目推动、脱贫户参与，已

带动全乡210多户脱贫户稳定增收。

（郭诚克）

前营乡：“菇”香飘出岳坟沟

“大伯，今年就有集体经济收入了，加把劲，那边正等着我们运苗

过去。”“对，加油干，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日前商酒务镇古城村

村干部孙佳佳与村合作社社员在田间移栽辣椒苗时的对话。

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今年以来，古城村两委干部在

镇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先后去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周庄镇珍稀

菌产业基地、闹店镇等地考察，学习先进产业发展与集体经济相结合

的发展经验。学习论证后，根据本村实际以“合作社+农户”模式流转

20亩地，种植秋月梨，并在梨树行距间套种辣椒，发展特色产业，壮大

集体经济。

近年来，商酒务镇把“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作为全镇工

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积极引导有志之士回乡创业，以“合作社+集体+

农户”的模式发展特色农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壮大集体经济。先后

发展了虎狼爬岭千亩“秋月梨”、张庄村百亩优质生姜、孙官营村500

亩迷迭香等特色产业。

“下一步，由镇党委、政府作引导，鼓励村集体以土地入股、村干部入

股、农户参与的方式参与产业发展，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用地、用

电、科技人才、财政支持等优惠政策，鼓励规模化种植，并对种植规模

在100亩以上的合作社或农户，在农业基础设施如打井、架电等方面给

予支持。”商酒务镇负责人说。 （李岳林 叶士嘉）

商酒务镇：

壮大集体经济 带动村民致富

“考察学习促发展 乡村振兴谋新篇”，为进一步拓宽镇、村干部

的眼界和思路，学习先进理念，借鉴成功经验，5月14日－16日，周庄镇

政府班子成员、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相关企业负责人共40余人，赴

濮阳市清丰县、开封市、山东莘县围绕党史教育、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等，开展主题党日和观摩学习。

大家表示，回去后要积极开展项目谋划，将此次考察的成果融入

到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工作中，因地制宜探索镇村发展新途径，努

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奋力建设“四强县”，迈入

全国“一百强”贡献“周庄力量”。 练亚乐 摄影报道

近日，在张八桥镇西火山村花椒豌豆间作套

种基地，一群妇女正忙着给刚刚采摘的青豌豆称

重、装车……田里田外一派繁忙的景象。

“我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回乡创业算是选

对路了，光今年这季青豌豆角，我就挣了七八万

元，这可比我在矿上打工强多了。”该村返乡创

业人士张玉良兴奋地向笔者介绍回乡创业带来

的好处。

50岁的张玉良是西火山村二组人，自1999年

起，就一直在三门峡渑池县一家矿上当电工。

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收到该村发送的《致在

外创业务工人员的一封信》，对于家乡发生的巨

大变化，他感到既吃惊又自豪，回乡创业的想法

像一粒种子在他的心中慢慢萌发。

2019 年 10 月，张玉良果断辞掉了干了 20 年

的电工工作回到了家乡。“你不是早有种植花椒

的打算，到底中不中呀？不如我们再去看看，如

果可行，我们可以用村党支部的名义帮你流转一

部分土地，你干得好，让群众们都跟着你干!”听说

张玉良辞工回了乡，该村支部书记范东量第一时

间上门给张玉良提供服务。

“可中，我上班的地方整个村都在种花椒，收

益非常可观。”两人一拍即合。

接着，村党支部组织村两委主要干部和张玉

良多次到三门峡市渑池县考察，最终拍定了花椒

种植项目。后又在村两委干部的帮助下，成功流

转50亩土地种植品种花椒。由于花椒前两年属

于长树阶段，为了更好地有效利用土地空间，张

玉良在镇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在花椒地里套种了

花生、豌豆等经济作物。

“这种豌豆品名叫‘长寿仁’，豌豆角不仅长

还颗粒饱满，口感香甜，可受市场欢迎了，周边村

的群众看我收益好，好多人都跟着种呢！”张玉良

得意地说。

近年来，为了使各村集体经济能够驶上“快

车道”，该镇利用清明节、春节、五一节等外出人

员返乡的时机，号召各村组织召开乡贤恳谈会，

向外出人员宣传推介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动员

在外人士返乡创业。除此之外，镇党委、政府指

导各村有序成立了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让各村

集体经济走“股份经济合作社+基地+农户”发展

摸式，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销售，农户以资

金、土地、劳力入股等方式，进行规模化、商品化

生产，村集体、农户实现双赢。

据悉，去年以来，该镇依托“党建+乡贤返乡

创业”发展模式，出台完善了返乡创业相关政策，

吸引了24名乡贤、致富能手回乡创业或投资，先

后发展了山张村豆制品加工、东火山村鱼菜共

生、草庙陈村假发加工等项目，为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全镇产业发展呈现出多点

开花的喜人态势。

“为解决种植过程的技术难题，农技人员实

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群众

科学种植、科学管理。同时，充分发挥相关技术

部门的职能作用，定期举办培训班，提高群众的

种植水平。目前，以东、西火山村为主的豌豆种

植面积已达100余亩，实现经济产值30多万元。”

该镇农技站站长吕东旭介绍说。

“特色种植可以丰富群众的菜篮子，鼓起

群众的钱袋子。下一步，我镇将加大基础建设

投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更多的在外人

士返乡创业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完善产

业链，通过产业融合发展，为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打下坚实的基础。”张八桥镇负

责人说。 （刘珍珍）

张八桥镇：

返乡创业张玉良

豌豆种出新希望

“这路修好后

干净多了，给今后

致 富 奔 小 康 创 造

了良好的条件，感

谢 党 和 政 府 给 咱

修了路，咱平常洒

洒水，养护一下都

是应该的。”5 月 15

日上午，正在家门

口 为 新 修 道 路 洒

水 养 护 的 肖 旗 乡

袁 庄 村 村 民 李 福

生喜笑颜开。

据 袁 庄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陈 二 国

介绍，以前因村里

资金不足，袁庄行

政 村 小 李 庄 自 然

村 村 内 部 分 道 路

一直没有硬化，晴

天 车 辆 经 过 就 满

街“ 灰 尘 飞 舞 ”睁

不开眼，碰上下雨

天 路 更 是 泥 泞 难

走 。 路 况 不 佳 困

扰着村民的出行，

也 成 了 肖 旗 乡 政

府的一块“心病”。

自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开 展 以 来 ，肖

旗乡党委政府紧紧围绕群众“急难

愁 盼 ”问 题 ，以 扎 实 做 好 巡 察 整 改

“后半篇文章”为抓手，将硬化道路

这样的民生实事项目放在最主要位

置，成立了由乡纪委、人大代表、村

党支部书记、村组干部组成的工作

专班，全程跟进问题整改落实，通过

多方协调，积极向上级交通主管部

门申请，今年 4 月底，肖旗乡乔庄村

和 袁 庄 村 的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正 式 启

动。历时半月，4 米宽、500 米长的道

路硬化工程全面竣工。

“学党史，重在力行。我们以‘解

民忧、办实事’为出发点，真正做到‘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确保把

修路之事做好做实，让昔日的‘烦心

路’，真正成为服务居民‘最后一米’的

‘连心路’。”肖旗乡负责人表示，该乡

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理念融入到日

常工作的每一件小事中，真心实意的

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贡献

更多的力量。 （原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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