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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采风

特约记者 康 帆 杨振辉

通 讯 员 刘长君

初冬的淅川县毛堂乡，依然绿

意盎然。因为集山区、林区于一体，

全乡森林覆盖率率达90%以上，透
过通透的空气，可以清晰地看到一

片片灰白民居、一条条蜿蜒公路掩

映在青山绿树之中……

生态，是毛堂最大的优势；区

位，却制约着经济发展。由于交通

闭塞、土地贫瘠等原因，该乡贫困发

生率较高，目前，全乡3万余人仍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1046户2692人。

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红

利？

“我们发挥好山好水优势，按照

短、中、长三线产业项目相结合，扩

大产业带贫覆盖面，形成‘乡有主

导、村有特色、点面结合、整体推进’

的立体增收格局。”毛堂乡党委书

记王志斌介绍。

毛堂乡银杏树沟村贫困户肖新

显的妻子有慢性病，常年吃药；随

着大儿子考上大学、小儿子升上高

中，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

霜，肖新显只好到河北一家砖厂打

工。

2017年8月，国务院研究室王
涛任该村第一书记。一年来，他引

进中科盛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等5
家企业，在村里办起劳务服务公司

和生态农业公司，组成扶贫产业联

盟，带动附近像肖新显这样的 131
个贫困劳动力就业，人均月收入

3000元；集中流转6000余亩土地，
统一发展薄壳核桃、玫瑰、油用牡丹

等生态产业，带动南山区 9个村
6000余名群众稳定脱贫。

银杏树沟村，只是毛堂乡脱贫

攻坚的缩影。

该乡建立“定人员、定任务、定

责任、定目标、定时限”的“五定”责

任机制，县、乡、村三级300余名帮
扶干部在脱贫战线上凝心聚力、合

力攻坚。

“我们开展‘最美毛堂人’、‘最

美扶贫干部’、‘最美致富带头人’等

评选活动，大张旗鼓表彰和宣传脱

贫先进典型，带动贫困户提高思想

素质。”毛堂乡党委副书记张建军

说，贫困群众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被激发出来，村容户貌得到改变，脱

贫攻坚整体水平得到提升。

10月29日，在毛堂乡南泥湖
村，贫困户谢铁军家的墙上挂满了

蜂箱，谢铁军正小心翼翼地查看蜜

蜂长势。“乡里分了两箱，我又用

到户增收的 5000元买了 14箱蜜
蜂，一年能收几十斤蜂蜜呢！”谢

铁军说。

毛堂山好水好，四季野花盛开

不断。毛堂乡乡长王群尹介绍，该

乡顺势利导，成立了贾营村养蜂专

业合作社，利用到户增收资金，从外

地引进蜂蜜 400余箱，配套蜂箱
1000个，分发给贾营、南泥湖的贫困
群众，这些无污染的土蜂蜜，“100元
一斤，一上市就供不应求”。

为帮助贫困户通过特色种养脱

贫致富，该乡聘请县林业局、农业

局、畜牧局、人社局等部门，定期

对养殖意愿的农户进行技能培训，

今年已组织7批次500余人参加观
摩学习或技能培训。

除了蜜蜂养殖这个短线产业，

毛堂乡还大力发展小龙虾、黄粉虫、

土元等特色养殖，巩固香菇、丹参等

短平快种植业，引进佳美伞业等 5
个扶贫车间，确保每个贫困户都有

至少两个产业项目的叠加收入。

中长线产业项目协同发展，产

业后劲才能有力。

该乡大力发展薄皮核桃、大樱

桃、黄金梨等林果业近 1.5万亩，
发展茶园4000亩，带动全乡800多
户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

红、务工收入等方式稳定增收。

同时，该乡利用濒临县城的区

位优势，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目前，

龙泉村农旅示范园、源科生物黄金

梨采摘园，已成为周边县市居民休

闲观光的好去处，带动20余户贫困
户户均增收6000元。
“我们把产业发展、劳动力就业

转移作为推进脱贫攻坚的核心来

抓，确保如期完成脱贫任务。”王志

斌信心满满地说。累累累11

毛堂生态优势成发展优势

壮大生态产业 盘活绿色经济
本报讯 （记者张提）初冬时

节，一串串火红的山茱萸扮靓了西

峡县寨根乡的大小村落。10月31
日，记者走进桑树村贫困户张佰印

家时，看到的是同样红火的劳作场

景：张佰印在捏枣机旁给山茱萸去

核，母亲姚秀梅在烘干房里给山茱

萸烘干，看到人手不够，邻居张佰

旺也过来帮忙……“眼下是山茱萸

收获的旺季，采摘、收购、加工、烘

干，白天干不完晚上还得加班。”张

佰印越忙越开心。

干劲十足的张佰印，却是个腿

脚不便的残疾人，还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一家三口日子过得紧巴巴。

随着脱贫攻坚政策的落实，寨根乡

把山茱萸种植加工确定为脱贫主

导产业，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与贫困户签订了技术服务和订

单收购协议，免费提供种苗、农药

和化肥，无偿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并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山茱萸，这

让张佰印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

望。在西峡县县委办的帮扶下，张

佰印买了两台捏枣机，一家人做起

了山茱萸加工的生意。

“现在家里种了3亩山茱萸，
每年可产茱萸干皮1000公斤，再
加上收购加工，这一项就能挣两万

多元。过一段时间香菇也出来了，

这些收入加起来，稳定脱贫没问

题。”张佰印扳着指头，算得一手明

白账，“卖力干上几年，多赚点钱给

儿子娶媳妇！”

如今，寨根乡已经有274户像
张佰印一样的贫困户加入了山茱

萸产业大军，种植规模达5000余
亩，全乡有树龄30年以上的盛果
期山茱萸近30万株，年平均产量
150吨，年产值450余万元，全乡
仅山茱萸一项就实现户均增收

2000元。累累累11

西峡县寨根乡山茱萸产业势头旺

种好“摇钱树”开辟增收路

本报讯（记者张松 特约记者

王冬安 乔彬）“在家门口中草药合

作社干个力所能及的活，既增加了

家庭收入，也让儿子在这里上班，

为我家解决了大问题。”这是新野

县施庵镇董庄村村民董平慧的心

里话。

董平慧今年 68岁，是施庵镇
董庄村三组贫困户。他和老伴岁

数大了，常年有病，儿子智力有问

题，干不了重活，自从他跟儿子在

中草药合作社就业，家里的日子一

天天有了好转。

为增加农民收入，施庵镇经过

多方学习，一致认为中药材种植是

一项易种植、价值高、效益好、适宜

大面积推广的特色种植产业。

经省农科院专家检测，该镇的

土壤条件适宜种植中药材。目前，

全镇共推广中药材种植 2000余
亩，主要种植白术、丹参等12个中
药材品种，建成加工车间及仓库

1000余平方米，年生产加工中药材
4500余吨，综合产值4000余万元。

同时，该镇通过大力发展中草

药特色产业，依托红渠中草药基地

等5家龙头企业，帮助贫困人口发
展产业脱贫致富。采取“合作社+
产业基地+加工车间+电商+村党支
部+贫困户”的帮扶方式，对将全镇
826户贫困户(脱贫户)全部纳入产
业帮扶，通过提供种植培训、技术

指导和购销服务，确保每个贫困户

亩均增收600元以上，人均年增收
7200元，实现了对所有贫困群众产
业扶贫的全覆盖。累累累11

新野县施庵镇

中药材种植激活脱贫动力

本报讯 （通讯员周桃龙）“我

们基地的石榴，颜色非常红，像红

宝石一样，籽大、水多、甜度高，供

不应求，远销北京、天津等多个城

市，亩产8000元以上……”11月5
日，淅川县丹亚湖软籽石榴基地负

责人梅发德高兴地说。

淅川县按照“一县一品”的工

作思路，利用独特的区位和山水

优势，将石榴产业发展与脱贫攻

坚、生态旅游、乡镇振兴相结合，充

分利用贫困户房前屋后、田埂地

头等，每户栽植软籽石榴 30株，
助推了全县石榴产业的快速发

展。目前，全县贫困户已发展软

籽石榴10万株，盛果期后，带动全
县5000户农户收益，每户年增收
5000多元。

为加快产业发展，淅川县采用

“公司+基地+农户”形式，先后引进
河南仁和康源、河南丹圣源、豫淅

红、丹亚湖、果然出色等公司，在全

县建千亩以上石榴基地8个，促进
了农民增收和林业增效，带动了

8000人脱贫致富。
为打造淅川石榴品牌，淅川县

成立了石榴产业协会，注册了淅川

红石榴地理标志，举办“石榴赏花

旅游节”，引导企业进行有机产品

认证，先后注册“渠首石榴庄园”、

“丹圣源”、“榴博士”、“丹亚湖”、

“豫淅红”石榴商标6个。
另外，淅川县与京东、阿里巴

巴等电商企业联手，构建县、乡、村

网络服务平台。先后在北京、杭州

举行产品推介，在网络平台推介淅

川软籽石榴，经淘宝直播后，视频

传遍了朋友圈，提高淅川石榴的知

名度，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发商通过

“互联网+种植基地”的方式订购淅
川县软籽石榴，正式进入北京高端

市场。累累累11

发展石榴产业 造福一方百姓

□吴长恒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
既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又是经历

者和受益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乘着

改革的东风，家乡的路所发生的巨

大变化。

我的老家在西峡县城东北部

山区，偏远贫穷，交通不便。小时

候，每次去外公家，都得大人背着

我，40公里的土路，要走将近一天，
还要带着干粮。上小学时，家里买

了一辆二手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

由于个太小，够不着座，只能骑在

车梁上。到了初中，我到离家7里
地的乡里上学，每周就骑着自行车

回家。后来村里另一个家庭条件好

的同学家有了摩托车，每当他父亲

骑着摩托车从我身旁飞驰而过时，

我年轻的心里总会有种说不出的

羡慕。

1998年左右，村里的交通再一
次发生变化，路面修宽了。农用三

轮成了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去集市上买东西，走亲戚，甚至娶

亲，都用三轮车。寒冷的冬天坐在

三轮车上被凛冽的寒风刮着的滋

味，现在想想还觉得冷。

步入二十一世纪，我考上了大

学。那时候没有高速，也不通火车，

从家到学校得坐7个小时的汽车。
2004年，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宁西
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从此，家乡的

人们可以坐着火车，去认识天南海

北的世界和风景。2012年，沪陕高
速正式开通运行，大大缩短了西峡

到全国各地的距离，也结束了西峡

不通高速的历史……一条条，一列

列，道路横贯东西，纵穿南北，改革

之风遍吹家乡小城。

毕业后，我回到西峡就业。这

时，农村家庭拥有小汽车逐步成为

时尚，我也经过比对，选购了一辆合

资轿车。第一次坐上自家的轿车，感

觉座位异常舒适宽敞，怎么也抑制

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幸福……

今年，老家成了美丽乡村。家

乡的道路全部重新硬化，路边还有

景观树和绿化带。回老家时，总能

看到许多家庭门外停放着的小轿

车、货车和摩托车……邻居们下地

劳作以骑摩托车为主，也有骑电动

车、三轮摩托的。

个人家庭命运和国家发展变

迁紧密相连。40年来，家庭出行工
具由自行车、摩托车，逐步变成小

汽车；人们出远门，由乘长途汽车

变成坐绿皮火车、新型空调列车、

动车、高铁、飞机。我们这个小家，

也经历了交通工具从无到有，从自

行车到小轿车的变化……

我家的“交通工具变奏曲”不

过是改革开放40年宏大乐章中的
一个小小音符罢了。这一切，要感

谢党、感谢改革开放，没有党和政

府的引领，就没有农村生活的巨大

变迁！

4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沧海
一粟，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却

足以从贫瘠走向富强。这不平凡的

40年，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初心；
变的是道路，不变的是奋斗。迈入

新时代，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乘风破浪、继

往开来，以铿锵的步伐、坚定的信

心、充实的作为，乘着改革的东风

砥砺前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作为一名普通职工，

我要把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化为

努力干好工作的强劲动力，立足岗

位加油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累累累11
（作者单位：西峡县农业局）

改革风吹家乡路

□李国军

小时候，家里很穷。人们大多

吃的是红薯面，喝的是红薯稀饭，

能吃上一顿玉米黄金馍也很少

有。只有到春节时才能吃上花卷

馍和少有的白馍，能吃上一顿饺子

那就是美味佳肴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
春风吹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家家户户都在承包地

辛勤耕耘，粮食连年丰收。

每到收获季节，人们见面的

问候语已不再是“你吃了吗”，而

是“你家打了多少粮食”。人们脸

上总是挂着难以掩饰的喜悦。夏

日的晒场，麦垛如山，到处是一

派繁忙的景象，生产小组农户互

相帮助，从碾场、晒场到打麦、

扬麦，个个都大显身手。谁是使

牲口的好手，谁是扬场的行家，

人们都在议论着谈论着。麦场上

挥汗如雨，金灿灿的麦垛映着

人们的笑脸，丰收的喜悦在人们

的心中荡漾，人们对生活充满了

希望。

每年交完公粮任务，多数人家

都能吃上白馍。农民家里可以养

鸡养鸭，纺线织布，做个小生意。

孩子们都能穿上新衣服，平时也能

吃上饺子。农民手中的余钱多了，

再也不会为柴米油盐发愁了，生活

水平明显提高，尝到了改革带来的

甜头。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粮食产量

不断攀升。农村中一部分人趁着

改革的东风，大胆尝试，有的贷款

跑运输，有的办起了企业，有的做

起了生意，率先富起来了。

从最早挤在一起看 7英寸黑
白小电视，再到家家户户都能买得

起20英寸以上的彩色大电视，人
们的精神生活不再单调，吃过晚饭

后挤在一起看《八仙过海》、《射雕

英雄传》等连续剧。老年人可以在

家里观看喜爱的戏剧节目。每年

春节前后，有人组织锣鼓队、秧歌

队，人们的文化生活在不知不觉中

丰富起来，活跃起来。

进入新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

进一步提高，正在朝着小康生活

迈进。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人们

开始向特色种养业发展，从苗木

花卉、大棚蔬菜到特色林果、中

药材种植，到金鱼养殖、畜禽养

殖，以及其他特色种植养殖，职

业农民开始出现。他们有的从第

二、三产业的成功经营中逐步转

向经营土地，在规模种植上另辟

蹊径，探索发展各种特色种养

业。虽然有的在不断尝试中吃了

苦头，但他们从中获得了宝贵的

经验，不断成长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成为现代农业的开拓者，

职业农民在摸爬滚打中逐渐成熟

起来，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发

展的种植养殖实践经验。

如今，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

加快。在前些年中成长起来的职

业农民和新加入进来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开始在规模经营中求

效益。他们把目标定位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上来，从单纯的种

养业，逐步向二三产业发展，观

光农业、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等

新业态不断出现，吸引了周边居

民近郊游玩。观光采摘，娱乐餐饮

业也乘风而起，农民在自家的门口

打工就业。

很多外出打工小有成就的农

民纷纷返乡创业，涌现了中原荷花

博览园、李寨生态园、紫海香田大

地农庄、老庄万亩樱桃园等一批现

代农业园区，给农村的新生活增添

了靓丽的色彩。

改革给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

给农业引入了新的发展，给农民带

来的新的希望。累累累11
（作者单位：镇平县农业局）

美丽乡村有新韵

方城县王氏新叶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

在清河镇承包土地280多亩，培育名贵花木和其他经
济林，使当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致富。图为出圃的林

木在装车外运 累累累11 本报记者 董天来 摄

苗木种植
助民增收

内乡县大桥

乡大力推 进 蜜

橘产业与休闲

旅 游 相 融 合 ，

重点打造杨沟

村万亩生态蜜

橘园等集田园

风光、 文化体

验、 休闲度假

于一体的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

游项目， 一批

农 家乐风生水

起，促进了农民

创业增收 累累累11

本 报 记 者

张戈 摄

农旅融合

振兴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丁国法）每月

30日是傲雪面业公司发工资的日
子。这天，郭庄女工常发敏领到了

1734.8元的工资，她高兴地说：“我
们就近务工，不仅照顾了家庭，每

年还能有两万元的工资收入。”据

悉，唐河县苍台镇像这样的巧手媳

妇在扶贫车间、扶贫基地挣大钱已

有200余人。
苍台镇是一个集工业、农业、

商贸服务业于一体齐头并进的乡

镇。随着农业机械的增加，农村劳

动力需求越来越少，许多农民想趁

农闲外出打工挣钱，却因路途遥

远、往返不便，不能照顾家庭而放

弃了这一想法。

为了帮助农民增收，解决农

民打工外出的问题，苍台镇党

委、政府想农民之所想，充分利

用镇扶贫车间、扶贫基地的优

势，与镇内各厂、企业、私营业

主联系，吸纳农村劳动力就近务

工，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实行

自主报名、岗前培训、择优录取

的方式，先后培训出了一批加

工、机械维修、家政服务等行业

工人，使一批贫困户找到了脱贫

致富的好门路。累累累11

唐河县苍台镇

200贫困户进入扶贫车间

村镇短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