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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上午，

笔者走进前营乡袁庄

村蔬菜基地，看到村

民们正在大棚内忙着

采摘刚成熟的彩虹吊

瓜，一个个浑圆饱满

的西瓜掩映在藤叶之

中，长势甚是喜人。

采购现场，村民

们喜笑颜开，忙着摘

瓜、运瓜、装车，现场

氛围其乐融融。依

托得天独厚的自然

气候、地理环境和勤

劳的人们，袁庄村特

色西瓜均匀饱满，甜

度高、口感好，深受

各地市场青睐。

据介绍，袁庄村

种植彩虹吊瓜8个大

棚 ，按 照 每 棚 产 量

4500公斤、均价6元/

斤计算，预计增收40多万元。

“西瓜基地就在我家门口，我没事

做的时候就会过来务工，不仅可以增

加一份收入，也不耽误家里的事。”该

村村民郭爱琴一边采摘着西瓜一边高

兴地说道。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近

年来，前营乡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一

村一品”为产业发展着力点，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模

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党建引领和产

业富民深度融合、同步发展，为新时代

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内生动力。

下一步，前营乡党委、政府将依托

该村大棚特色种植，以党建促发展、产

业带增收，大力发展周边村特色农产

品种植，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以农民增

收推动全乡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肖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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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这是论米算哩，种一米三毛五，我一天能挣一百五十

元。”5月10日，杨庄镇薛潭村北的麦田里，村民程秋风边种植辣

椒边介绍。

“程秋风栽辣椒苗的这块地原先是村民的耕地，经薛潭村经

济合作社流转后，以每亩 1000 元的价格租赁给种植大户曹栋

栋，通过整合，实现了‘低效’转‘高产’，就此项村集体年可获取

收益2万元。同时还解决了村内50余名闲散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薛潭村党支部书记胡建伟介绍道。

举目望去，在这片百余亩的麦田里，大约有30多人正在争

先恐后地栽辣椒苗，共同绘就了一幅“红红的日子”图。

据了解，薛潭村地处新城区、鲁山、宝丰三地交界处，人口不

足千人，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和观念的影响，年轻人及有能力的中

年人多在外地务工，村集体经济发展困难重重，村内日常工作难

以维持，村干部受到质疑。

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2022 年 7 月，调整后的村“三

委”及驻村工作队在镇党委、政府正确领导下，针对薛潭村产业

经济发展薄弱、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匮乏等难题，多次召开座谈

会，广泛征求意见，认真分析村情，确定了切合本村实际的发展

思路：依托薛潭村辣椒种植专业户的技术服务，在村内流转100

亩土地建立薛潭村辣椒种植产业园，鼓励种植蔬菜、花生等高附

加值经济作物，提高村民收入，增加集体经济来源渠道。

胡建伟表示，下一步，该村将继续按照镇党委、政府“一村一

品”工作思路，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做大做强麦田套种，盘

活路河坑渠三角地等低效资产，科学发展垂钓、水上乐园，把绕

薛潭村的这条“麻绳带（应河）”变成“金丝带”，美化环境，兴旺产

业，使村民更富、经济更好、支部更强。 （李秋凤 典灵爱）

杨庄镇薛潭村——

整出产业田 “辣”出好日子

5月12日，在闹店镇火神庙村头的烟田里，三三两两的烟农正忙着

挖穴、移栽、浇水、覆膜，分工合作、忙而有序。条条烟垄泾渭分明，一株

株刚移栽的烟苗整齐排列，绿意盎然。

“去年我种植烟叶 105 亩，收入将近 30 万元，比在外头打工挣得

多。这几天栽烟比较忙，这不，我请了30多人跟我一起栽烟。”该村种

烟大户董永利说，他从2012年开始种烟，至今已经有11个年头了，从一

开始的46亩已扩大到如今的105亩，“种烟对我们在家务农的人来说，

还是非常适合的。”

据了解，烟叶种植无论是前期育苗、翻耕土地、起垄、移栽，还是后

续的管护采收都需要大量人工，能带动周边农户务工增加收入。“家里

有小孩，不能外出打工。村里发展了烟叶产业，我在这里移栽烟苗一天

的工资是60元，移栽10天就可以挣600元。”该村村民张艳红一边栽种

着烟苗一边高兴地说。

烟叶生产是闹店镇的传统产业，为提高烟农收益和种植积极性，烟

叶部门、镇农业服务中心和烟叶育苗基地共同为烟农提供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指导、物资供应及烟叶收购服务，烟叶生产面积和管理水平得

到提高，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魏嵘凯）

闹店镇——

种好烟叶富乡邻

5月14日，在肖旗乡绿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红薯种

植基地，乡亲们正忙着起垄、覆膜、栽苗、封土、浇水，红

薯苗移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如图）。

“今年公司又发展了将近100亩的红薯，总种植面积

达到了180亩，我们采用滴灌覆膜栽培技术，能进一步挖

掘红薯增产潜力，提升品质效益。”绿土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贺岭村的种粮大户朱战义介绍说。

作为远近闻名的“粉条村”，肖旗乡贺岭村共有粉条

加工厂（作坊）8家，年产粉条16万斤，红薯供不应求时还

要从外地购进。为此，贺岭村两委会鼓励种植大户引进

优良品种，推广新技术，扩大种植规模，发展红薯深加

工，切实把红薯产业做成“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

据了解，成立于2019年的绿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

由村民朱战义原来的粉条加工作坊发展起来的，经过与

村合作社的合作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集红薯种植、精

品红薯储存销售、粉条加工销售等与一体的产业链。产

业的发展壮大也让越来越多的群众以土地流转、就近务

工和参与种植三种形式，实现占比分红、务工酬劳、经营

收入等多渠道增收。在农忙和加工销售旺季，该公司

能吸纳将近4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

“孩子们都去上学了，我在家也没事，在家门口田

间地头干点活，一天收入80元，真不错！”正在栽种红

薯苗的村民李素娥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近两年来，肖旗乡充分

利用当地的自然气候和土壤资源优势，以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为根本，加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采用“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依托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方

式和种植技术挖掘红薯产业发展潜力，形成了一条红

薯脱毒育苗、种植、粉条加工、销售、利润反馈农民的产

业循环链，切实增加群众经济收入，加快推进乡村振

兴，让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唐泉锦 文/图）

肖旗乡——

发展红薯产业 致富“薯”光无限

“黄书记，我来给咱村集体交

收益金啦，真是感谢党的好政策，

上年我们用财政专项衔接资金购

置的艾草加工设备，极大地提升

了我们的工作效率。”5月15日上

午，县康乐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黄艳荣激动地对大营镇

南街村党支部书记黄金友说。

据了解，黄艳荣是大营镇南街

村人，一直从事艾草种植及生产销

售艾草制品相关产业。同时，身为

党员，心系家乡的她也是县乡村振

兴协会会员，致力于将艾草事业

做强做大，带领更多的村民创业

致富，让越来越多的村民不用外

出打工就能在家门口赚钱。

近年来，县乡村振兴局持续

增加财政专项衔接资金支持黄艳

荣发展壮大艾草产业。2022年共

拨付 74 万元用于购置艾草深加

工设备，2023年，已批复130万元

用于艾草深加工厂房扩建。待厂

房建成投入使用后，每年可增加

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

乡村产业我先行，争当新时

代新农人。黄艳荣和丈夫李晓川

最初在大营镇南街村建占地2000

平方米的康乐农牧产业扶贫基

地，引进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种

植艾草，由他们负责收购、仓储集

散、研发生产、销售等，经过数年

的探索，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夫

妻俩不断开拓创新，目前已研发

艾草产品70多种，涉及艾灸材料、

艾枕、艾毯、艾茶等，并通过电商

平台、微信及直播等销售渠道，把

产品销往省内外，年销售额达

1000多万元。

艾草小产业，增收大文章。

黄艳荣的艾草事业带动了周边农

户种植艾草3000余亩，现有季节性员工200余名、固

定员工30余名，让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以‘输血’促‘造血’，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

一步，我局将以县乡村振兴协会为抓手，继续用好用

活衔接资金，不断拓宽工作职能，支持更多像黄艳荣

一样反哺乡村的有志创业者，带动培育特色产业，做

大做强产业规模，充分释放项目红利，促进村集体和

群众‘双增收’，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

乡村全面振兴。”县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牛广

军说。 （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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