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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王 延 娟 通 讯 员
吴泽萱）5 月 30 日，西峡县农业农村局工

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向跨区域农机手

宣讲农机安全、疫情防控常识等，并赠送

疫情防控爱心包。

西峡县联合收割机储备量 70 台，播

种机储备量 109 台，秸秆打捆机保有量 3
台，其他小型农机具约 4000台，不能满足

本县需求。该县农业农村局主动对接县

外非疫区农机合作社和农机手，邀请外地

农机手到西峡县跨区域作业，并会同县农

机中心协调县域内各农机供应网点和相

关农机经销商做好零配件供应和三包服

务准备工作。同时，开辟跨区作业绿色通

道，在部分高速路口和入县主要交通干道

设立 7 个“三夏”生产农机跨区作业农机

接待站，做好 24小时对接服务，为跨区作

业农机手发放疫情防控爱心包，实行“点

对点”接机服务，提升服务质量。

“我们还建立了农机信息服务群，为

跨区农机手、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和部分

农机大户等提供天气、麦收进度、作业区

域路线引导、农机调度信息、气象灾害预

警等信息服务，使农机手做到心中有数，

不走弯路。”西峡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说。③8

上门服务，开辟跨区作业绿色通道

采收现场

2022年第三届道地“南阳艾”采收节开幕——

道地“南阳艾”端午采收忙
本报记者 赵明禄 文/图

粽米飘香 ,艾叶芬芳。

5 月 30 日 ,2022 年第三届道地“南阳

艾”采收节在位于社旗县的南阳国医仲景

艾草产业集团万亩艾田开幕。

阳光照在希望的田野上，微风吹来，

艾草枝叶随风摇曳，成片的艾草形成一股

绿色的艾浪，随着收割机扫过，绿油油的

艾草随之倒下。田野里一片忙碌，丰收的

喜悦洋溢在当地农民和来自全国各地客

商们的脸上。南阳国医仲景艾草产业集

团的万亩艾草进入收割期，长势喜人的艾

草散发着淡淡的艾草香，村民们趁着晴好

的天气抓紧收割。

艾草是端午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有俗语 :“洗了端午澡，一年身上好”

“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艾灸这一中

医瑰宝的神奇疗效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广泛

认可，食艾、用艾已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市启动实施的“艾产业高质量发展

倍增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艾草全产

业链格局形成跨越纵深发展。目前，我市

艾草种植面积近 30 万亩，野生艾草年利

用 12 万吨；全市已注册艾草种植加工企

业 1551家，批发零售 3132家，年产值上亿

元企业 3 家，带动 30 余万农民从艾草种

植、采收、加工、销售中收益。艾草加工企

业已开发出药用、灸用、食用、日用工业品

等 6大系列、160多个品种艾制品，全国有

3000余家经营南阳艾产品的网络电商，艾

绒产品占据全国市场 70％以上，年销售

110 亿元，是全国最大的艾产业种植基

地、生产基地和销售基地。全市各级医疗

机构均能提供灸疗服务，社会化艾灸馆遍

布城乡。2019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标准

化灸疗服务“三进”活动，以规范化灸疗服

务为引领，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型企业发展

态势。

如今，道地药材“南阳艾”在我市已进

行规范化种植推广，定期组织种植技术培

训，开展艾草品质种质资源研究，为大力

发展艾草产业增添了信心。南阳国医仲

景艾草产业集团，以社旗县大冯营镇、桥

头镇为中心，辐射带动全县大力发展道地

艾草产业。目前，南阳国医仲景艾草产业

集团建成了 5个艾产品加工车间，生产的

艾绒制品、艾叶制品及家纺、洗化、灸具灸

器等远销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地，年产

值超亿元。③8

分拣、打包、装箱、快速发货……5月 30
日，晨光熹微，在淅川县荆紫关镇菩萨堂村，

孙照锋带着村民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一批

是村民们加工好的干洋槐花和腌制香椿，价

值两万元，今天晚上就能送到北京。”说这话

时，孙照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眼下，在菩萨堂村，大樱桃挂满枝头，野

菜长遍山野，羊肚菌大棚内处处洋溢着菇农

幸福采摘的气息……“我们村有今天的变化，

全靠孙照锋这娃儿，是他建立了土特产电子

商务公司，带富了这里的群众！”村支部书记

冯书均介绍。

1981 年出生的孙照锋，是土生土长的

本地娃儿。在他的印象中，菩萨堂村虽地

处深山，却到处都是宝：洋槐、香椿、樱桃、

野菌子……由于交通闭塞、信息滞后、物流

不通等原因，山货卖不出去，乡亲们抱着

“金饭碗”过着“穷日子”。

2003年孙照锋中专毕业回村，看到村里

搬迁的搬迁，外出打工的打工，剩下的是孤寡

老人和留守儿童，还有大片的耕地、荒山。他

首先想到现在的农村需要整合，需要改变，打

工只能顾一时的需求，而不会有长期的收

益。于是，他下定决心外出学习。2013年，

经过多年积累的他在镇政府支持下，成立了

菩萨堂林果农民合作社，以村民入股的形式

让全村人受益，合作社以种植林果为主，林下

养殖为辅，长效短效结合，通过务工让村民增

收。

然而，发展农业是看市场脸色吃饭，容易

造成滞销。他又把目光盯上了网络，成立了

土特产电子商务公司，“网店遍布全国，尤其

是土特产网上销售火爆，就有了搞电商的想

法。”孙照锋说，开始的时候村民不信任，缺少

劳动力，物流不畅、资金匮乏、不懂技术……

他一边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一边四处筹措资

金，还帮搬迁到镇上的年轻人办网店，鼓励在

外务工者持股加入。

经过不懈努力，在政府免费提供技术指

导，搭建菌菇大棚等政策支持下，孙照锋带领

村民发展大樱桃、艾叶、羊肚菌等产业 1000
余亩，同时鼓励村民利用农闲时间采摘加工

各种山货。一时间，羊肚菌、樱桃、山野菜、土

鸡蛋都成了网销“爆款”，深受北京、上海、天

津等地居民欢迎。

“去年孙照锋的电商销售额超过 200万
元，带动周边近 800名群众端上了‘金饭碗’，

人均年收入增加 1500元。”冯书均说。③8

返乡创业的孙照锋

青春建功 带富乡邻

特约通讯员 石雪帆 杨振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