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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一大早，李庄乡 100 余名党员干部化身“保洁

员”开展环境卫生清理整治。他们手持笤帚、铁锨等工具深

入该乡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等，清扫路面垃圾，清理墙面小

广告，清除沿路堆积杂物，整治现场热火朝天。整治后的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在明媚的秋日里如诗如画。

“村里每周都开展清洁行动，乡亲们一起动手，进行卫

生大扫除，我们都不好意思乱倒垃圾了。”李庄村村民蒋国

故满脸笑意地说，街道干净了，环境卫生好了，大家伙儿才

能生活得好！

今年以来，李庄乡按照“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

来”的整治标准，推行“五包一”网格化管理模式，分别在26

个村（居）开展“整治六乱、开展六清、评定六星”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通过发动党员、干部带头做表率，号召村民积极参

与，共同构建美丽乡村。截止目前，李庄乡共出动人员

15800余人次、各类作业车辆100余台、清理垃圾2800余车、

整修坑洼路面 50 处、清理整治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 1500

余处，成效明显。

借助人居环境整治的春风，李庄乡坚持因地制宜，“治”

出特色。该乡坚持从打造特色农村着手，对8个山区村开展

山石、砖瓦等材料的再利用，就地取材；对18个平原村开展

“一宅变四院”工作，拆除破宅陋院的同时建设一批菜园、休

闲小广场等，见缝插绿。

村里环境好了，也为村庄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简直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两年我们村变得可真美！村里新建

了凤鸣湖，湖两岸新种了月季花，咋看咋美！”近日，在上海做

生意的杨庄村村民石斌兵回家看望父亲，看到村里的变化，

石斌兵由衷地感叹。

如今的李庄乡，“美颜”模式全面开启，一堆堆陈年垃圾

被清理干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休闲广场、一处处乡村花

园，实实在在的环境整治擦亮了美丽乡村幸福“底色”。

“下一步，我乡将持续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行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李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冯宇航说。 （杨海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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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笔者走进石桥镇竹园村百亩辣椒田里，簇簇红

红的泡椒尽收眼底，成熟的辣椒色泽亮丽，50余名村民分工协

作，有序采摘装车，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据了解，该基地的泡椒采摘从9月初开始，可持续到10月

份。石桥镇历来就有种植辣椒的传统，土地肥沃，境内六大河

流穿境而过，水源充沛，是种植大户青睐的“宝地”。依托优越

的自然条件，该镇不断发展壮大特色农业，不定时组织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

“现在进入辣椒盛采期的品种，也就是这种泡椒。一株泡

椒上都有两种颜色，一种是橘红色，一种是重红色。它的经济

价值不一样，橘红色的用途比较广，一是可以做腌制、剁椒，也

可以切段、打酱。重红色只能做烘干用。这种辣椒是订单农

业，当天采摘当天就有车辆运往福建、贵州、湖南地区，经济价

值是比较好的。”技术员李军昌介绍道。

近年来，石桥镇依托自然资源，积极发展特色辣椒种植，形成了种植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格局，发展了以家庭农场、种植合作社为龙头，示范引领带动

农户种植，目前，该镇的辣椒种植达3000余亩，预计产值3000万元，增加农户

年均4000元收入。由于收益可观，周边的280余户群众已经加入到种植辣椒

的行列。

泡椒种植户李会芳种辣椒七八年了，从最开始种植的三四十亩，到现在的

二百亩，在她精心的管理下，今年收成非常好，亩产达到了三四千斤，一亩地收

入一万元左右。 （婉君 杨士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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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乡2.1万亩花生进入收获季 杨海楠 摄

（上接第一版）近年来，我县不断深入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狠抓防灾减灾，降低减产

风险，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粮食

安全保障能力。2019年以来，按照“田成方、林成

网、路相通、沟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要求，先

后投资2.16亿元，新建高标准农田11万亩，项目

区每年可增收粮食1050万公斤，惠及农户23596

户，增加农民收入2310万元。

这里的5000亩高标准农田项目核心区，水肥

一体化喷灌设施全覆盖，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广泛应用，实现了灌溉科技化、管理信息化、控制

智能化、水肥精准化，每年可节水40%以上，提升

化肥利用率30%以上，增产15%~20%。

“在项目核心区还可通过物联网控制系统对

气象、土壤、虫情、墒情等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实

现远程农情远程智能诊断信息数字化管理、网络

化传输、图像化分析。”我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文胜

伟介绍道，核心区同时还配备有测土配肥机、联

合收割机等现代农业设备，原来需要8天收割的

粮食，现在3天就可以收完。

良田配良种，才能装满“粮袋子”。提起今年

的夏粮生产，赵庄镇种粮大户丁天一满脸笑容，

“今年俺们种了130亩‘航宇19’，平均亩产805公

斤！”

据悉，我县培育的小麦新品种‘航宇19’，已

于去年通过国家审定。该品种因抗性好、产量

高、大田表现突出等优异特性广受好评。目前，

已在黄淮地区的100多个县（市）进行了推广示范

种植，平均亩产在 650 公斤以上，高产攻关田达

800公斤。

除了“航宇19”之外，我县还先后培育出“豫

麦2号”、玉米品种“大成168”两个国审品种和“宝

科8号”“宝玉168”“宝黑豆2号”3个省审品种。

2022年，我县在全县11个乡（镇、示范区）实

施玉米绿色高质高效行动，以建设攻关试验区、

核心示范区和辐射带动区为主要方式，其中试验

区100亩、示范区1万亩、辐射区11万亩。

眼下，我县 38.3 万亩秋作物已陆续收获，其

中大部分丰收在望。

特色引领让农业品牌“亮”起来

9月14日傍晚，我县欣荣种植专业合作社总

经理赵金亮收到这样一条短信：“你好，之前在网

上买过咱家的秋月梨，今年网上怎么没有卖的

了？我通过地图搜索，找到了你的手机号码，今

年梨还有卖吗？”

我县秋月梨为何如此受宠？记者在位于商

酒务镇韩庄村的欣荣种植专业合作社梨园里看

到，昔日贫瘠的虎狼爬岭上，如今被3000亩梨园

覆盖，到处散发着生机；昔日的煤老板，如今摇身

一变，给梨园当起了“保姆”，喂牛奶、拍“CT”，让

沉睡千年的荒岭变成了“金岭”。

说起今年秋月梨的产量，赵金

亮脸上堆满了掩饰不住的笑意：

“每棵树上都硕果累累，产量肯定

会创新高。”

我县欣荣种植专业合作社喝

牛奶的富硒秋月梨以酥脆多汁、甜

度高、口感好而赢得消费者的青

睐，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获得“绿色食品 A 级产品”、第

二十届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等诸多名头，并深受广州、北京等

地客户的欢迎，也让秋月梨还未采

摘便被预订一空，实现每亩利润近

万元。随着“秋月梨”品牌影响力

的不断扩大，韩庄村目前种植秋月梨的农户已达

326户，占常住农户总数的72.4%，实现年销售收

入2400多万元，已成为韩庄村的支柱产业。2022

年，韩庄村成功入选首批省级“一村一品”示范

村。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色。近年

来，我县持续加快优势特色农业发展，推动传统

农业转型升级，逐步形成符合县域实际的特色乡

村振兴新局面：

目前，全县已认证有效期内绿色食品企业9

家33个品种，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7

个，培育出“溢红”花椒、双低菜籽油、翟集米醋、

七彩花生等知名网销品牌65个；

全县羊肚菌、赤松茸种植面积已达2300亩，

多种规格的种植大棚 2000 座，带动 3000 余人就

业，年产值1.5亿元，实现了赤松茸亩产达万斤、

羊肚菌亩产超千斤的目标，种植技术和栽培成效

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珍稀菌产业前列，已逐步形成

完整的产、供、销产业链；

已初步形成了主导产业突出、特色产业鲜明

的乡镇5个，特色产业优势明显的村82个。

截至2021年年底，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1120

万元，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265个、5万元以上的

村210个、超100万元的村3个。

政策赋能让产业平台“强”起来

好的发展离不开好政策的扶持。“这几年，县

里先后为我们争取各种补贴资金 5000 多万元。

有政府撑腰，我们发展奶业的底气就更足了！”提

起现在的发展，平顶山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李宏生高兴得合不拢嘴。近日，该公司成功

入选2021年度河南省美丽牧场名单。

近年来，我县把奶牛产业作为乡村产业振兴

的主抓手，并将其纳入全县“十四五”发展规划，

实行乳品产业链链长制，培育壮大奶牛产业龙

头；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

发展订单式养殖，做好配套服务，辐射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建立“政府+养殖场+服务组织+种植

主体”四位一体综合服务体系，促进奶牛产业绿

色健康发展。

目前，我县奶牛存栏1.5万头，年产鲜奶10.44

万吨、乳制品加工6万吨。年产18万吨饲料加工

项目已建成投用，奶牛产业由规模化养殖逐步向

牛奶加工、饲料生产、冷链物流等产业延伸，全链

条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全产业链产值达8亿元

以上。我县先后荣获全国首批畜牧业绿色发展

示范县、全省奶牛大县称号。2022年，我县又被

确定为全国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县，获得

国家补助资金1958万元，为进一步提高该县奶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近年来，我县还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

领，聚焦良种繁育、农业结构调整、种粮补贴、培

育龙头企业等方面，大力推进各项农业扶持政

策，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

“扶大、扶优、扶强、扶特”的原则，设立农业结构

调整专项资金，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加速产

业培育，帮助群众增收致富。

截至目前，宝丰县2022年度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工作已累计发放补贴资金1272万元，落

实面积80余万亩。

我县已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两家、省级8家、市级21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集

群3个、联合体3家，带动农户8万余户，农业企业

实现年销售收入65亿元以上。

硕果飘秋香，正是逐梦时。“站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将

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全力推进乡村

振兴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代强说。

（王旭歌 王世超）

宝丰 奋力书写乡村振兴优异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