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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百名记者百名记者
走基层走基层

游客在西峡县爱情小镇游玩 本报记者 张峰 摄

本报记者 吕文杰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桐柏县优质油茶陆

续进入采摘期，林农们正忙着采摘、装运丰收的

果实。10月 11日，记者走进桐柏县程湾镇石头

庄村油茶基地，只见层层叠叠的油茶树布满山

头，金灿灿的油茶果压弯枝头。

正忙着采摘、搬运油茶果的林农秦中山喜

上眉梢。“桐柏县位于淮河源头，地处南北气候

过渡带，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合油茶生长，是油茶

适生北缘区。”秦中山向记者说道，2013年，在

南方打工多年的他决定返乡创业，一个偶然的

机会接触到油茶果，先后到湖南、江西参观学

习，又邀请县林业局技术人员到程湾镇实地考

察，发现家乡的生态很适合油茶生长。

说干就干，秦中山通过引苗试种、承包荒

山荒坡、完善基础设施、改良油茶品种、扩大种

植面积等，如今终于将这片油茶林打造成为远

近闻名的油茶示范基地。周边农户看到种植

油茶大有“钱途”，也纷纷参与到发展油茶产业

上来。

秦中山发挥“头雁”作用，手把手向村民传

授油茶种植技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优质高

产的油茶在全村大面积推广。目前，秦中山已

种植油茶 400 余亩，带领周边村民种植 350余
亩。

“为破解油茶抚育周期长、投入成本大、产

业效益低的难题，我在油茶林套种了五角枫，不

仅增加收入，还能形成小气候抵御风寒减少损

失。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等绿色种植方式，打

造有机茶园，提高附加值。”秦中山介绍，他的油

茶基地每亩可产鲜果六七百公斤，年产值 80余
万元。

“为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加农户收

入，我们通过宣传引导、项目带动、技术指导等

举措，进一步激发林农大力发展油茶的热情。”

桐柏县林业局局长高强说，依托龙头企业、示范

基地，持续扩大油茶种植面积，延伸产业链条，

做大做强油茶产业。同时，将油茶基地与文旅

融合发展，“山上种茶 山下迎客”，利用县城周

边小丘陵打造油茶文旅产业园，以多产融合促

进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③4

荒山坡上油茶林结出荒山坡上油茶林结出““致富果致富果””
本报记者 李辉 通讯员 陈从旗

山栀子丰收金灿灿山栀子丰收金灿灿
本报记者 陈琼 通讯员 岳建平

寒露节气过后，桐柏县的山栀子陆续迎来

收获的季节，山栀子果犹如小灯笼般挂满枝

头，种植农户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

10月 8日，在淮源镇山栀子种植基地，漫

山遍野的山栀子已从深绿转向浅绿、微黄、橙

红……村民麻利地穿梭在茂密的山栀子树丛

间，将新采摘的山栀子装袋、上秤，他们谈论着

今年山栀子的收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最后一袋山栀子装上货车，司机把车

门合上，这一车山栀子即将运往外地。收购

商王诗尧说，淮源镇的山栀子果型好、药性

好，他每年在来这里收购五六十吨。

这个山栀子种植基地是本地村民王西

林承包荒山种植的，这几天他一直守在山

上，和村民们一起忙着摘果售果。“山栀子也

叫黄栀子，是一种中药材，有清火、止血功

效。我们基地的山栀子主要销往湖北、河

北、安徽等省的中药材市场。”王西林说。

“基地共种植了 400 亩的山栀子，每年从

寒露之后就进入采摘期，共持续一个月。”王西

林勾着手指算了一笔经济账：平均亩产 200公
斤左右，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每公斤 7.3元，每

亩平均就是 1200元左右，发展栀子这个产业

还是很有奔头的。

山栀子的丰产丰收不仅扮靓了山坡，也带

动了当地村民增收。正在采摘山栀子的村民

杨君娥告诉记者，她常年在基地里干活，一天

挣百十来元，一月能挣到两三千元。“在这离家

近，都是乡里乡亲的，有说有笑可热闹了，务工

的同时还能看着家、照顾孙子，真是太方便

了。”

淮源镇位于桐柏山麓、淮河源头，地处南

北过渡带，气候水土条件得天独厚，是多种中

药材的地道产地。该镇党委书记王珂介绍，全

镇利用生态优势鼓励种植大户发展山栀子产

业，并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

周边农户一起种植，由合作社统一提供种苗、

技术指导、采收、销售，形成了一条龙服务，大

大提高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近年

来，桐柏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在政策扶持

下，桐柏县山栀子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不断

增强。截至目前，全县山栀子种植面积累计 5
万亩，不仅每年在花开时迎来众多游客观赏，

果子成熟时还能促进村民增收，为乡村振兴

增添了“美的底色”和发展新动能。③4

乡村好光景 美了生态 富了农家

马头墙，木栅栏，三层小楼，白墙黛瓦……

这是西峡县太平镇东坪村界岭山庄 6号农家宾

馆的新面貌，宾馆女主人王金茹正在择菜，为

入住的客人准备午餐。

“过去望天吃饭，一年忙到头也挣不了多

少钱，老担心儿子娶不上媳妇。”王金茹说，后

来县里创建特色产业专业村，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修通了老界岭通往山外的公路，她家在政

府的支持下办起了农家乐，目前有客房 22间，

小日子越过越红火，轿车都买了两辆，儿媳妇

也回到山里帮忙经营农家宾馆。

王金茹提到的创建特色产业专业村是西

峡县学习“千万工程”经验的一个缩影。从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

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今年，西

峡已累计建成特色产业专业村 266 个，乡村

规划完成村 270个，创建四美乡村 245个，蹚出

了一条乡村共富共美共治的山区“千万工程”

新路子。

好风景带来好光景。东坪村位于老界岭

脚下，海拔 2212.5米的中原第一峰犄角尖就在

东坪村境内，这里天高云淡，峰峦叠翠，山花烂

漫，林海苍莽。但是如此美丽的小山村，曾经

是一个远近有名的贫困村、老大难村，在特色

产业专业村改造中，东坪村发动全村村民植树

造林、治理河道、保护环境，安排专人看护好村

里河流溪水不受污染。小山村摇身一变，如今

已成为全国森林村庄、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全国美丽宜居村庄。

思路一变天地宽。东坪村党支部书记吕

振华表示，以前靠山吃山，越吃越穷；现在养山

护山，越护越富。目前全村 235户，已建成农家

宾馆 120多家，全年旅游收入 3000多万元，村

强民富的美丽图景正徐徐展开。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