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E-mail:baofengkuaibao3@163.com

2021-8-26 星期四

编辑 段淑贞 校对 王飞飞
3

夏末秋初，在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大石扒村，33

岁的朱舒康正在他的白玉木耳大棚中忙着吊袋，为下一茬木

耳用心准备着。

1988 年出生的朱舒康，毕业于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

学，原来在郑州的一家农业公司从事食用菌的研究生产工

作，收入颇丰，是典型的农村飞出去的“金凤凰”。2020 年

初，朱舒康却做出了一个让亲朋好友不能接受的决定，带着

所有积蓄来到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大石扒村成立方

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14个大棚，建立了白玉木耳

种植基地。

“观音堂地处偏远山区，有它独有的优势，特别适合白玉

木耳的生长。这里生长的白玉木耳胶质片状，质地晶莹剔透，

富含粗蛋白、脂肪、多糖、不饱和脂肪酸、可食性膳食纤维等多

种营养物质，这都得益于山区得天独厚的的自然环境。这里

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前景大，我相信通过技术的注入，会让这里

的群众有钱赚，群众富了，我也富了，不是双赢嘛！”朱舒康坚

定地说。

朱舒康的白玉木耳生产基地总投资 278 万元，占地总

面积 10000 余平方米，年产量达 55000 斤，年产值 200 余万

元。朱舒康告诉记者，平常有 40 多个人在大棚里工作，到

了采摘季，每天要 100 多人入棚采摘，让这些闲置劳动力在

家门口就有钱赚，还不耽误照顾老人和孩子。另外，朱舒

康把种植白玉木耳的专业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的

干部和群众，使大家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上开阔了眼界，认

清了方向，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之前没有固定收入，家里三个孩子上学，还有两个老

人，婆婆常年吃药，日子过的别提多难。自从来到基地，一个

月有3000多块钱的收入。现在我还跟着朱总免费学习白玉

木耳的种植技术，以后我想自己建个大棚，自己当老板。”大石

扒村村民王耀丽满怀信心地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该示范区

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依托地理优势，坚持特色发展，以项目

为支撑，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打造了花椒、白玉

木耳、迷迭香等一批有特色的农产品种植基地，以点带面促进

区域全面发展。

“你赚钱、我保护，你发展、我铺路，让能人志士愿意来、留

的下、干得好，他们为我们带来了知识和技术，是观音堂示范

区乡村振兴路上的指引灯，是群众致富的领路人。”观音堂林

业生态旅游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崔怀风说。 （冯逸蝶）

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技术“点亮”小山村
8 月 23 日，平顶山

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传

来消息，为积极参与我

市“万人助万企”活动，

该院将与我县消费帮

扶专馆深度合作，包装

打造“印象宝丰”系列

文创产品，传递宝丰味

道，助力乡村振兴。

该院副院长郑冬

冬说：“我院将积极发

挥自身专业优势服务

乡村振兴，通过与地方

进行乡村文创产品的

研发，助力地方经济发

展，发挥高校在支持地

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中的作用。另外，通过

师生共同参与乡村振

兴实际文创项目，强化

学院、专业与行业的有

效融合与对接，深化学

生的实践能力，为他们

有效打通就业、创业的

路径。”

据介绍，该院此次

将组建专业师生团队，

针对我县消费帮扶专馆

经营的当地特色扶贫农

产品——花椒、胎菊、

金银花、茵陈、翟集醋等进行文旅元素注

入，重新设计外包装并提档升级，综合考

量产品特色、地域文化、电商及伴手礼市

场需求等，打造“印象宝丰”系列文创产

品。我县消费帮扶专馆将对产品进行线

上线下全方位宣传销售，并为平顶山学

院学生创业提供特色农产品经营线上线

下销售平台及渠道。

“我县文旅资源丰富，但文创发展还

处于起步阶段。以创意升级传统产业文

化，激发乡村振兴的经济动力，把宝丰特

产推向全国，也是对宝丰的一种宣传。”

县文广旅局负责人说。

我县消费帮扶专馆是由县发改

委、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市场监

督管理局、商务局等单位组成的消费

扶贫专班，授权河南名汇公司试点开

设，统一打造“印象宝丰”系列特色产

品，搭建消费扶贫平台，助力宝丰乡

村振兴。 （南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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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拣、装袋、封口、装车……

8月21日，在商酒务镇泥河樊村

的广场上，两辆卡车早已等候

多时，农户们正忙着把刚刚掰

回来的鲜食五彩水果玉米装入

编织袋，即将装车发往信阳市

和湖北省销售。

“鲜食玉米市场需求很大，

价格也比较理想，普通玉米籽

按斤卖，但鲜食水果玉米可以

带穗卖，每斤8毛钱，直接在地

头装车，每亩收益是普通玉米

的一倍多。”河南乐之美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会杰说。

鲜食水果玉米具有甜、糯、嫩、

香等特点，亩产大概在 3000 斤

左右，均为订单销售，大部分销

往广东、广西、湖南、广州。

泥河樊村党支部书记吉追

飞介绍：“我们村有近40户农户

与该企业签订合同，把土地流转

给企业后由企业负责统一提供

种子和农药、提供技术指导并负

责销售，村里农户只用负责日常

农田管理，同时，参与务工还能

拿到工钱。”

据了解，鲜食水果玉米一年

能种两季，从播种到收获不到3

个月的时间。泥河樊村今年共

种植鲜食水果玉米400余亩，每

个农户亩均纯收益 1200 余元。

同时，吸纳村内季节性闲散人员

15人务工，不仅可以实现季节性

就业，村内种植结构也开始发生

改变。近年来，商酒务镇 25 个

行政村根据村情特点找准定位，

围绕主食化打造品牌，让“粗粮

细做”，做大项目壮大集体经济，

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李红果 郭文华）

商酒务镇泥河樊村：17吨带“穗”玉米畅销省内外

8月25日，在李庄乡程庄村许保安老

人家中，90后的第六村民小组长段晓培正

在悉心指导老人使用高龄津贴认证系

统。“我们小组内有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

他们子女不经常在身边，自己也不会操作

认证程序，我就上门给他们认证。”段晓培

笑着说。

程庄村现有 2000 多口人，共八个村

民小组，东临紫云山，北望汝水，南依落

凫山脉擂鼓台山，西傍运粮河，有着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个民风淳朴、人

才辈出的大村庄。近年来，该村不断提

升基础建设，提高群众生活满意度，安

装 健 身 器 材 30 余 个 、铺 设 水 泥 道 路

2300 米，清淤河道 3500 多米，实施引水

入村工程……

各村民小组长在该村乡村振兴中起

到了“桥梁”纽带作用，日常工作包括疫情

防控宣传、汛期抗洪走访、数据摸底上报、

项目建设涉及民事调解等工作。他们的

工资并不高，但凭借无私奉献的精神，竭

尽全力做好村庄建设的各项工作，在兼顾

家庭的同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基

础和后备力量。

方针政策的宣传员。由于去年新农

合医疗保险金额提高，很多群众不理

解 ，在 收 款 的 工 作 中 吃 了 不 少“ 闭 门

羹”。第四村民小组长王丰月每天利用

早晚群众在家的时间点逐户上门进行政

策宣传。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开

展工作，她自己先将新农合政策吃透，

然后从群众的角度出发，耐心解释新合

作医疗保险的意义，让群众从心底里接

受合作医疗保险并积极主动地缴纳。当

年，程庄村新农合收款率达到100%。

环境管护的保洁员。在农村实施环

境长效管护工作以来，第一村民小组长

苏香婷一边积极在村民中宣传搞好环境

卫生的重要性，一边帮助困难群众整理

户容户貌。每天天蒙蒙亮她就带着村保

洁队员开始打扫卫生、清理垃圾、清除

“牛皮癣”、打捞河道杂物。她总是笑嘻

嘻地说：“我是小组长，为群众做好服务

是我的本职工作。”

村民矛盾的调解员。为了维护村内

治安稳定，第三村民小组长程先照只要听

说群众之间有不和谐苗头，就会主动前去

化解。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虽然我是

最小的‘官’，但是，我为大家能做的事可

不小！”一年来，他解决邻居纠纷事件 12

起，村民贴心的叫他“知心大叔”。

平安建设的综治员。第五村民小组

长刘国朴是一名综治员，长期巡逻在村内

的大街小巷，由于他对工作尽职尽责，影

响和带动了村内整个综治巡逻工作有序

开展，村内治安案件、邪教组织、传销案件

发生率均为零。他以巡逻守护为己任，在

村民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给村民创造了

一个安全祥和的生活环境。

时时为民想，事事走在前。程庄村这

些“小组长”成了村民的“大管家”，也是村

民心目中的“大好人”。 （杨晓燕）

李庄乡程庄村：“小组长”变身乡村振兴“大管家”

鲜食水果玉米装车外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