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走访内乡县岞岖镇水沟村
郦邑贡菊种植基地———

菊花香飘富民路
□本报记者 高嵩 通讯员 周莹 曹卉 白丹 文 / 图

初 冬 时
节，记者走访内乡
县岞岖镇水沟村郦邑
贡菊种植基地，满山菊花凌
寒吐蕊， 为起起伏伏的山坡披
上一道道蜿蜒的金黄缎带， 美不
胜收。

“老乡，一天能采几筐菊花啊？ ”
“一天采七八筐， 能挣好几十块钱！

干这个， 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还不耽误其
他农活儿！ ”村民们一边手脚麻利地采菊，一
边兴高采烈地向记者介绍。

近年来， 内乡县大力发展以菊文化为主题，
以菊产业和当地特色产业为载体， 以旅游和旅游
产品销售为核心的景观农业、 生态农业、 科技农
业，持续完善提升吃、住、玩、游、购、娱、研等“全要
素”，精心打造菊花特色小镇，推动菊花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使得内乡县“郦邑贡菊”越来越“香”。

记者采访时， 几位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的工
作人员来到基地巡检电路，确保基地供电安全、高
效。 据了解，为助力菊产业发展，每到菊花生产旺
季， 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就专门成立供电服务小
分队，“点对点”为基地提供 24 小时服务，并主动
上门开展志愿服务，对基地供电线路和设备进行
全面检查，重点对烘干房内的电线、开关、插座
等关键部位进行检查，确保供电线路和设备安
全运行，切实满足菊花生产的电力需求。

“从种植到加工，菊花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都离不开电力支持。 现在正是菊花生产的
关键节点， 每一朵菊花都需要在烘干机
里经过三天的低温慢烘，才能成为优质
药菊。 如果电压不稳，可能出现‘焖
炉’现象，菊花的品质就会大打折
扣。 有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上
门服务， 我们心里踏实多
了。 ”基地负责人苗俊
亚告诉记者。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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