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7日，走进李庄乡艾思源农业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一股股浓郁的艾草香气扑鼻而来，

沁人心脾，工人们忙着打制艾绒、封装艾条……

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如图）。公司负

责人赵占果自豪地介绍道：“别看这小小的野生

艾草，它可是我们的致富法宝！”

从田间地头的一株株艾草到各式各样的艾

产品，它们是如何“变身”的呢？

今年42岁的赵占果是土生土长的李庄乡

龙池村人，之前一直靠外出打工为生。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找了一份帮艾制品企业收购原料

的工作，联想到自己家乡漫山遍野的野生艾草

却不能为老百姓增收致富，这让他有了敏锐的

商业嗅觉。“随着现代人保健意识的增强，艾草

产品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赵占果说，学到技

术后，他毅然返乡创业。

2021年，在李庄乡党委政府及有关部

门的帮扶下，他多方筹措资金，在程寨沟居

委会建起了占地 1350 平方米的艾思源农

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员当地村民采摘

野生艾草，带动周边村（居）人员参与其中，

主要从事艾草收购、研发生产和销售工作。

“自正月初九上班以来，订单较去年大

幅增加。其中 70%的收益来源于线上销

售，好的时候一天能销售近 400 单呢！”赵

占果乐呵呵地说道。经过不断开拓创新，

该公司已研发出了艾条、艾枕、艾柱、艾膏、

足浴包等多种艾草制品，并通过“线上+线

下”的销售形式，把产品销往省内外，年产

值达1000万元，吸纳了当地30余名农村妇女实

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我们不像年轻人，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

外出打工挣钱也不现实。自从村里办了艾草加

工厂，真是赚钱顾家两不误，干的活简单易学，

计件工资制，平均每天能挣一百多块钱哩！”龙

池村村民贺国琴高兴地说。

由小到大、从无序到有序、由单产品到全产

业链。一株株小小的艾草，托起了农民的致富

梦。

“下一步，我打算扩大公司规模，继续开发

系列产品，对接电商企业和实体销售企业，拓宽

销售渠道，争取把艾草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

村民走上创新发展的致富路。”谈起公司未来的

发展，赵占果信心满满。 （杨海楠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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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开的新春茶话会，

让俺公司全体上下感觉信心倍

增，党委政府的惠企助企政策越

来越好，咱的豆芽根本就不愁没

有市场……”2月28日，在石桥镇

石桥村，平顶山新惠众农副产品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胡艳丽对笔

者说道。

服务小微企业，助力乡村发

展。平顶山新惠众农副产品有

限公司只是石桥镇小微企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据介绍，目前该

镇共有服装厂、电子厂等13家加

工企业，29 家健康食品企业。

2022 年，投资 160 万元的邢庄村

农副产品加工项目和投资 40 万

元的师庄村服装厂加工项目正

式投产，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

壮大。以河南伊利乳业有限公

司为龙头，2022 年新增运输户 5

家，奶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能

力进一步显现。以渔具电商为

抓手，与逆流公司、豆芽直播等

企业精诚合作，共计带动 700 余

名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就业增收。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以园区为支撑，

牢树‘项目为王’发展理念，围绕

‘小微企业铺天盖地’的发展思

路，整合周边资源，促进群众增

收致富，助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开启乡村振兴新路径。”石桥

镇党委书记马中奎说。（窦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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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宝宝，大家上午好，这是一款春季新款百

搭鞋，配裙子、裤子穿都好看，关键是我们自产自销，

质优价廉保修期长，需要的宝宝可打开小黄车自行

购买。”

“中午饭已给大家备好，大家加油干，这批订单

如果提前交付，我给大家发奖金。”

2 月 26 日，张八桥镇电商产业园内一片忙碌。

前边销售展示大厅里，时装男女鞋、马丁靴、休闲鞋

摆满了货架，女主播正在直播销售；加工车间里，机

器在女工们的熟练操作下飞速运转，一批批鞋面经

流水线生产出来，在最后一个女工面前摆成了小山。

“俺是张八桥村的，孩子在电商产业园对面上小

学，平时也出不了远门，去年镇里办了产业园，我就

在这里干活。如果订单足，一个月我们都能拿到

5000元以上，关键是不耽误接送孩子，感觉很满足。”

车间工人铁亚晓说。

张八桥镇电商产业园位于镇商业街中心，总投

资600万元，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该园采用“前店

后厂”建设模式，内设产品展厅1个、时尚女鞋和渔

具配件加工车间各1个、直播间8个，多功能电商孵

化培训教室1个……整个产业园可实现产品设计创

意、实体生产等多种功能。

去年因疫情等原因，单个企业的订单不足以满

足工人的加工需求，为避免熟练工人流失，该镇多方

招商，引进本地乡贤回乡创业，在电商产业园里建起

了自己的鞋子加工厂，同时招聘大批本地网红销售厂里生产的鞋品。

“年前年后，我们通过本地网红直播，累计在网上销售鞋子6000多

双。现在厂里的女工技术逐渐熟练，生产能力较原来有了大幅度提

高。最近，我们还要招更多的工人，大批量生产鞋子，采用‘线上＋线

下’‘批发＋零售’相结合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的父老乡亲一起

增收致富。”百诚鞋业负责人李二铅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下一步，我镇会继续争取上级扶持，在原有

电商产业园的基础上有序扩大规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入驻企业服

务，同时，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们不断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条，带动更多

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张八桥镇党委书记吕跃红说。 （李泽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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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的硬化路面干净整洁，多彩

的墙绘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修

葺一新的农家小院掩映在红花绿树

间……2月28日，笔者行走在观音堂

示范区石板河村的田野乡间，处处皆

怡心美景，富美乡村如诗画，吸引着

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共赴一场田园

韵味十足的“乡约之旅”。

“原来这里是一片杂草丛生，现

在家门口都成了风景区，不仅环境整

洁了，村里还在小广场上安装了健身

器材，住起来很舒服，许多外出打工

的村民都想回来了。”看着家乡的变化，石板河村村民王建

丑十分高兴。

石板河村四面环山，依托自然资源打造了观水景观一

处，景色优美，走在村内小路，远离城市喧嚣，绿水青山的理

念深入人心，四季常青三季有花，美丽乡村建设显露了石板

河的美，在焕然一新的环境里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游客。

“我们每天五点钟就起来打扫街道卫生，逐户收集垃

圾，送到指定地点。”环卫工人常大爷说。

“我们还以喊泉、玻璃栈道等景点，打造了几处休闲娱

乐场地，吸引了众多游客。”石板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周现说。

在建设美丽乡村的道路上，不仅要创造美丽，还要经

营美丽。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观音堂示范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引领作用，努力构建“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共

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热潮。

截至目前，全区18个行政村对“路、河、房、田、厕、街”

环境卫生情况全面排查，聚焦短板和弱项，全面摸清辖区

内卫生死角和薄弱环节，发动党员群众、公益岗、志愿者

150余人次、出动机械车辆20余台次，开展全方位、全覆盖

清理整治，确保环境卫生整治无死角、无盲区。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内涵美”，示

范区抓住美丽乡村建设政策优势、区位优势，开始发展乡

村旅游，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落在实处，

打造农家乐餐饮项目，让美丽景色向美丽经济转变，让村

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如今，观音堂示范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村庄整洁有

序，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一幅“景在村中，村融景中”的

美丽乡村画卷渐渐呈现。 （牛祎蓓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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