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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在李

庄乡马庄村的生

态廊道里，10 余名

村民正忙着翻地、

浇水、放底肥、置

菌包、压地膜……

大家分工合作，忙

碌有序。

“羊肚菌种植

周期是一年一季，冬

种春收，市场价格

高，且供不应求。今

年我们一期林下试

种 5 亩羊肚菌，目

的是让村民学习种

植技术，带动他们

发展林下食用菌种

植产业。”李庄乡副

乡长谢宝锋说。

得益于丰富的

林下资源，李庄乡

通过多方考察，将

周期短、投资小、效

益好的食用菌种植

引进马庄村，采取

“ 企 业 ＋ 种 植 基

地 ＋ 合 作 社 ＋ 农

户”的模式，由县裕

丰源农业产业园统

一提供菌种、技术、

后期销售等一条龙

服务，着力走出一

条稳健的食用菌产业发展之路。

“食用菌十分珍贵，我们公司有着丰

富的种植经验和成熟的技术，具备食用

菌的初加工能力，整体效益非常好。”县

裕丰源农业产业园负责人曼永峰说。

“冬闲时节，地里没啥活，俺来这儿

种植羊肚菌，每天能赚60块钱工资。”马

庄村村民杨锐开心地说。

“我们将于2023年2月份进行二期

食用菌种植，主要以熊掌菇为主，预计种

植面积30余亩，现已与裕丰源农业产业

园签订合作协议，通过示范引领带动村

民掌握种植技术，为全面推广林下食用

菌种植打下基础，力争使林下食用菌产

业成为全乡的特色产业、致富产业。”李

庄乡乡长冯宇航说。 （杨海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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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在张八桥

镇斋公庄村的林下经

济产业园里，几十名工

人正忙着种植羊肚菌、

摆放营养袋，一派忙碌

景象。

“村上发展集体经

济，也给俺这些闲在家

的妇女们找到了活干，

工资日结，一天能拿到

60元，很开心。”56岁的

村民陈秀玲高兴地说。

据张八桥镇镇长

杨璞介绍，宝大路张八

桥镇段两侧共有精品

生态廊道 400 多亩，林

道宽，树叶茂密，林下

资源丰富。为有效利

用林下土地资源和林

荫空间优势，去年全镇

已试验种植 30 亩羊肚

菌，规划了10亩的养殖

区，收益比较可观。今

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又

种植了40亩，规划了20

亩的养殖区，预计今年

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40万元。

“在林下搞种养殖，

不仅可以节省林地整理

垃圾荒草的人工费用，

还可以把废弃的菌种直

接还田，以菌养林，巩固绿化成果。在林下

散养的鸡鸭鹅，吃的主要是草叶和虫子，偶

尔搭配少许杂粮，所以肉质优良，禽蛋营养

丰富，深受顾客的喜爱。”斋公庄村党支部书

记李太广说。

为确保该镇林下经济平稳有序发展，张

八桥镇多次邀请县相关部门的农业指导员来

指导种植、养殖技术，鼓励群众学好技术，充

分利用现有林下种植面积，搞好实验田建设，

以点带面扩大食用菌种植规模。目前该镇

采用村党支部主导、与大公司联合、大户抱

团等方式发展林下经济，已形成以姚店铺、

斋公庄、西火山、东火山为主的种、养殖经济

带，大力发展食用菌、小杂粮种植，猪、牛、羊

养殖，有效增加了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时

也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杨艳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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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在闹店镇范营村的黄

心菜基地，成片的黄心菜郁郁葱葱，

村民们正忙着收割、清理菜叶、装袋、

过秤、搬运装车，田间地头呈现一派

繁忙景象。

眼下正值黄心菜采收时期，闹店

镇范营村种植的黄心菜喜获丰收。

连日来，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

采收。正在地头忙着指挥装车的基

地负责人付丰山介绍:“今年我种的

黄心菜收成不错，病虫害少，个头较

大、菜型正、品质好，预计亩产可达

5000斤左右，收购价格在每斤1.2元

左右，30 多亩地预计收入不低于 15

万元。”“今年主要销售到广州，收购

商直接来地里装车。村民帮忙收菜

每人每天能收入 50—80 元，每天有

30多名群众来采收。”付丰山说。

“我年纪大了也干不了啥重活，

这菜地就在我们家门口，搬个小凳子

摘一天菜能挣五六十块钱，活也不

重，这日子越来越好啦。”在地里采收

的范营村村民笑着说。

近年来，闹店镇大力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坚持长短结合，“一村一品”，

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优势，积极引导和

鼓励村民发展蔬菜产业，实现了闹店

镇蔬菜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规

模发展。在范营村建成了占地 300

亩的生姜种植产业园，在周营村建设

了占地 500 亩的食用菌种植基地。

以周营村、范营村、火神庙、李官营村

等村为重点，发展辣椒种植近 4000

亩。在闹店村、刘集村、西牛村、范营

村、洼李村等村建成蔬菜大棚25个，

带动 100 余农户发展蔬菜产业。目

前闹店镇蔬菜种植面积达5907.3亩，

年产量 1479.67 余吨，种植品种涵盖

羊肚菌、生姜、辣椒、萝卜、白菜、芹

菜、莲藕等30多个。（魏嵘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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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推动“小群体、大规

模”产业发展，结合我乡优然牧

业牛粪资源再利用的优势，1月

8 日上午，前营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黄琼瑶带领班子成员、部

分村党支部书记到汝州市考察

蚯蚓养殖技术。

蚯蚓具有很高的药用价

值、营养价值，它体内含有18种

氨基酸、多种矿物质以及维生

素，被誉为最好的蛋白质饲料；

养殖蚯蚓还有处理垃圾、净化

环境、制造有机肥等功效，市场

前景广阔。

参观学习人员实地考察了

汝州小屯镇时屯村养殖合作

社。在参观过程中，合作社负

责人认真讲解了用牛粪养殖蚯

蚓的市场前景，详细讲解了养

殖经营理念、运营模式、产业延伸等。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考察学习开阔了眼界，

学到了经验，对蚯蚓养殖产业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

认识，为前营乡养殖产业发展将起到助推作用。

参观考察结束后，黄琼瑶要求，各村要以此次参

观学习为契机，结合本村实际，认真谋划，合理利用

本村现有资源，切实把蚯蚓养殖产业发展好，让群众

致富增收，推动乡村振兴。 （肖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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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地发挥图

书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1月9日下午，县委统

战部、县文广旅局志愿者来到肖旗乡韩店村开

展“书香促民风 文化助振兴”活动，为韩店村

的父老乡亲送上一份温暖的冬日“礼物”。

“感谢统战部、文广局送来这么多书，让我

们阅览室的书籍更丰富了，村民可选读的书更

多了，对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提高村民素质将

发挥更大作用。”韩店村党支部书记王伟表示。

本次活动共为韩店村图书馆送去图书

1000 余册，涉及科普、历史、农业、养殖、连环

画等，内容广、种类多，贴近基层群众生活，实

用性强。通过送书下乡活动，让更多的人养

成读书学习的好习惯，掌握致富技能，拓宽群

众的致富之路。 （原晋洋 文/图）

书香促民风 文化助振兴

县委统战部县文广旅局开展送书下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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