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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份以来，

我们积极引导农民调

整种植产业，科学种植

花生，全乡种了大约

4500 亩花生。今年雨

水充沛，后期管护的也非常到位，单产

和总产将再创新高，小花生已经变成

前营乡农民致富的‘黄金果’”。10月7

日，在前营乡郜湾村，乡长吕跃红正带

领党员志愿服务队帮助村民抢收花

生。为加快秋收进度，深化“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近段时间，该乡组织25

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奔赴全乡各村生

产一线，帮助农民抢收花生。

前营乡有种植花生的传统，全乡

25个行政村中的槐树岭、翟庄、郜湾

等7个村属于半丘陵地区，土地硒含量丰富，种出的花

生皮薄粒大、脆嫩清香，并且含油量大，深受市场青睐。

近年来，前营乡因地制宜，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

突破口，在大力实施“花椒之乡”建设的同时，因地制宜

开展“花生之乡”建设，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农

业发展新路子。全乡以“村集体经济＋公司＋合作

社＋农户+贫困户”模

式带动 410 户农户发

展 花 生 种 植 2300 多

亩，以“奖补”模式带

动 300 户贫困户发展

花生种植 1100 多亩，努力实现土地

叠加利用、农作物叠加产出、农民叠

加增收的良好效果。

“以前这块石旮旯的 2 亩土地，

一年到头只能种点玉米，现在流转

给种植大户种植花生，每亩年收益

1500 元到 2500 元，还能长期在家门

口打工挣钱。”正在刨花生的村民李

留志高兴地说。

“去年农民种植富硒花生尝到

了甜头，在花生收购时就提前留足

了种子，不少农户种植面积都比去年有所增加。”该乡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孙春阳介绍说，根据目前花生的长

势和管理情况来看，该乡花生平均亩产将达到350公斤

以上，总产量将超过150万公斤。按去年每斤4元的收

购价格计算，每亩花生收入2800元左右，全乡花生总产

值将超千万元。 （陈丽 史军伟）

前营乡——

小花生成为致富“黄金果”“李书记，这箱香油你们再不

收，我就坐这儿不走了！”10 月 7 日

一早，在县特色商业区管理服务中

心门口，前营乡马庄村党支部书记

乔国珉拗劲上来了。

“乔书记，区里到村上开展结对

共建活动，出力、上心都是应该的，

哪儿有要香油的道理？我这里凳子

多，可不怕你坐啊......”该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李远哲打趣道。

马庄村曾是贫困村，脱贫后，村

党支部书记乔国珉一直提着心劲儿

要发展村集体经济。因附近盛产花

生、油菜、芝麻等油料作物，瞅准了

榨油商机的乔国珉在当地政府的支

持下，筹集资金带领村民购置了先

进的大型榨油设备，办起了榨油厂。

自今年 6 月开机榨油以来，购

买成品油的顾客络绎不绝，厂里却

陷入守着快机器出慢活的“窘境”。

“时间全耽误在上料这儿了，光

厂房、设备弄下来花了将近 100 万

元，哪儿还有钱买上料机？”榨油要

靠人工把菜籽等油料一袋袋往里倒，耗时耗力，还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这成了制约榨油厂发展的瓶颈。

不久，事情便迎来转机。7月初，李远哲带领特色

商业区工作人员到该村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得知情况

后，立马联系农机专家到该村指导，又争取了8000元

专项资金，为油厂“量身”打造了上料自吸装置，解决了

上料难题。

如今，榨油厂发展得红红火火，预计年利润达50

万元。此外，特色商业区又牵线搭桥，协调豫宝公司投

入帮扶资金13000元，帮助村上发展起了林下经济。

送油感谢被拒，乔国珉心里十分“憋屈”。“就是想表

达一下村民们的感谢，为啥这么难？行，我这就走！”

“等等，这是刚给咱们村做出来的支部建设和

经济发展方案，咱们好好探讨一下！”一见乔国珉要

走，李远哲反倒拉住了他，两人又谈起村里的发展

规划……

临近中午，乔国珉无奈地拎起香油辞别，香

油味弥漫在空气中，他狠狠吸了一口，这是幸福

的味道。 （刘淑改 叶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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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谷子比传统农作物收益好，下

一步，俺要鼓励农户种植，还要想法打

开销路，让乡亲们尝到种谷子的甜头。”

10月9日，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

区罗顶村党支部书记张转青站在谷

子种植实验基地对收割的群众说。

2020年，罗顶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

子，然而新的压力摆在村“两委”干部面

前，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成了张转青思考的问题。罗

顶村历来有种植谷子的传统，但很零星，

不成规模。根据该村实际情况，村“两

委”干部一致决定成立谷子种植实验基

地，作为罗顶村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罗顶村是我县海拔最高的行政

村，昼夜温差大，利于多种营养物质积

累，出产的谷米瓷实，香味浓郁，耐熬

煮、含钙高、粘度大，很适宜老年人及

幼童食用。相传周朝最后一位天子周

赧王逃难于罗顶村附近，食用后对此

处生产的谷米大为赞赏。此后，称这

里的谷米为“贡米”。

“通过基地实验，给全村群众起到了良好示范作

用，村干部对村产业发展树立了信心。”张转青说，下

一步，该村计划扩大种植规模，精心谋划，拓宽谷子销

路，让罗顶村的谷子真正成为罗顶村产业品牌，带动

村民走上致富路。 （李付恒 宋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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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我 这 烟

叶 ，个 个 都 有 两 尺

长，颜色纯正，质量

肯定没的说。”10月8

日，在肖旗乡烟站，

正在交售烟叶的烟农杨学涛高

兴地和烟叶质检员交流。

杨学涛是肖旗乡岭湾村烟

农，按照约定，当天是他交售烟

叶的日子，这也是他今年的第

四次交售。验级、过磅、入库、

出单……不到1个小时，杨学涛

便拿着厚厚的一沓票据从烟站

走了出来。

“不错不错，今天卖了一万

六千多元，家里剩的两炕烟叶，过两天拉过来也能卖个好

价钱。”杨学涛仔细查看着票据上面的金额，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几个月的辛劳疲惫一扫而空。

“今年我种了89亩烟叶，估计能挣十几万元，这个收入

我很满意。明年准备扩大种植面积到100亩，地也提前预

留出来了。”有着12年种烟经验的杨学涛告诉记者。

眼下正值烟叶收

购的关键时期，为了

让烟农安心、放心、舒

心卖好烟，肖旗乡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提前组织15名专业分

拣员，分4组到各村指导农户进行

分级预检，在确保烟叶质量的同

时，通过提高烟叶可用性增加烟

农收入。据肖旗乡烟站站长陈更

强介绍，今年肖旗乡烟叶种植面

积1200亩，虽然由于天气原因，烤

烟产量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是各

级烟叶的收购价格比往年提高了

约5%，完成16万公斤的收购任务

不成问题。

近年来，肖旗乡将烟叶种植作为推动农业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该乡通过组织烟农观摩

学习、全程派驻技术员进行指导、发放种植奖补等措

施，在推进烤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有力助推了乡村产业振兴。（原晋洋 唐泉锦）

肖旗乡——

烤烟交售忙 烟农笑开颜

10月9日，走进石桥镇绿何园家庭农场加工车间，

满满的油香味扑面而来，花生油如汩汩泉水正从压榨机

里缓缓流出。

“咱这里选用的品种是高油酸花生，生产的花生油

100%是用新鲜花生压榨而成，纯绿色、无污染，不加任

何食品添加剂，花生油的产量主要根据客户需求量来决

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保证花生油的新鲜。”工作人

员一边忙碌一边对笔者说到。

近年来，石桥镇以绿何园家庭农场为“头雁”引领，

不断增强农业转型动力，促进花生产业链融合发展。该

农场投资180万元引进了高端花生油、特色植物油、豆

腐加工流水线，成为石桥镇农作物深度加工转型升级的

示范样板。该农场实行订单生产，对自产的水稻、大豆、

花生进行加工，结合本地石磨传统工艺，打造口感佳、无

污染的石磨面、石磨豆腐、石磨食用油等绿色食品，广泛

投放市场，得到群众认可，深受当地消费者喜爱。

据了解，绿何园家庭农场每天可加工食用油500公

斤以上，带动附近1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也增强了农民

种植花生的积极性，实现了农产品的提质增效，有力促

进了当地农户的增收致富，深入拓展并完善了农产品

“产、加、销”一条龙服务。

“下一步，我镇将以围绕打造“绿色食品城”为目标，

以绿何园家庭农场为龙头，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

续壮大发展特色产业，激活农业发展新动力，蹚出农民

致富新路子，助力乡村振兴。”该镇相关负责人说。

（李万鹏 窦传阳）

石桥镇——

打 造 产 业 新 链 条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路

（上接第一版）宝丰酒被评为河南名酒。1989年，在第五届

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宝丰酒成为17大中国名酒之一。2008

年，宝丰酒酿造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宝丰酒文化遗存众多，民间酒文化故事流传丰富，为

名副其实的酒文化大县。宝丰县专门成立了“仪狄酒文化

研究会”，致力于仪狄文化研究，自2012年起，我县已成功

组织十届“仪狄文化节”，仪狄酒文化早已深入人心。

此次，我县被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河南省

仪狄酒文化之乡”称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争创

“中国仪狄酒文化之乡”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县将进一

步根据自身特色和实际情况，充分彰显仪狄酒文化特

色，加强文旅结合，以实现宝丰酒文化品牌影响力和旅

游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争取早日创建成为“中国仪狄

酒文化之乡”。 （王兆夕）

● 新 闻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