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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亩烟叶田产出干烟叶 400斤左右，实现产值

6000元左右，将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烟叶税收。”10
月 23日，邓州市裴营乡幸福村党支部书记魏亚丽

喜悦地说。

今年以来，裴营乡以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

升为契机，聚焦壮大集体经济这一核心议题，积极拓

宽产业发展思路，探索“1+N”综合发展模式，即强化

第一产业基石作用，促进多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多元

化发展的崭新格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裴营乡将“提升土地价值，增强村集体经济实

力”作为关键突破点，经过深入调研与论证，决定将

烤烟产业作为产业发展的主导引擎，通过构建“土

地联结村集体、合作社带动农户”的紧密合作机制，

与专业合作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力推动烤烟产

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成功开辟出一条“特色+优
质”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据统计，2024年，裴

营乡烟叶种植面积已拓展至 1800余亩，其中幸福

村、军杨村等示范村种植面积均突破 300 亩。当

前，烟叶烘烤工作已圆满收官，预计全年烤烟产值

将突破 900万元大关。

与此同时，裴营乡大耿营村、大曾村等村依托

生态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的强大支撑，流转连片土

地超过 500亩，专注于红薯产业的精细化种植。依

托现代科技力量，这些区域精选脱毒红薯良种，广

泛应用起垄覆膜、节水滴灌等高效技术，有效降低

了生产成本与劳动强度，实现了水资源节约约

40%，推动了农业生产的集约高效与绿色循环。此

外，通过引入起垄机、喷药机、红薯采收机等现代化

农机装备，不仅显著减少了人力投入，还确保了种

植管理的标准化与高效化，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综合

效益。合作社还建立了 80万斤级的大型储藏库，

构建了涵盖种植、储藏、销售的红薯产业体系，成为

引领全乡红薯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

“1+N”产业发展模式，不仅促使裴营乡的烟叶

与红薯产业初具规模，更使得红薯产业跃升为该乡

农业领域的主导力量，实现了农民向“产业工人”的

转变。合作社长期吸纳并稳定雇用村民超过 200
名，人均年收入 2万元以上，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

渠道。

在保障粮食安全与提升种植效益的双重目标

下，2024年，裴营乡播种小麦 12.3万亩，并规划了

麦收后接续种植超过 12万亩的秋玉米与花生等作

物。同时，该乡还积极谋划建设红薯淀粉及粉品加

工厂，启动种苗脱毒繁育项目，打造一个覆盖种苗

繁育、种植、储藏、加工、销售全环节的现代农业产

业链条，持续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奋力实现产业升级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宏伟

蓝图，裴营乡还将坚定不移地深化产业融合发展，以

大耿营、大曾村红薯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样板，引领全

乡农业向更加集约化、高效化的方向迈进。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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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玲 通讯员 刘力扬 贺
卫）“谢谢叔叔阿姨们，为我们送来了新课桌椅！”

“这些图书都是我喜欢看的。”……10月 22日，新野

县歪子镇镇北中心小学的校园里洋溢着温暖与喜

悦，新野县邮政分公司爱心助学活动在这里展开。

该公司捐赠了一批桌椅和图书等爱心物资，为

孩子们营造一个舒适、整洁、干净的读书环境。“桌

椅、图书虽小，承载着新野邮政对孩子们的关心和

关爱，也承载着社会对孩子的关注和关怀。希望孩

子们不负韶华、不负梦想、不负众望、不负未来，以

优异的成绩成为家之骄子、国之栋梁、民族之希

望。”在捐赠仪式上，新野县邮政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对孩子们说。

情系校园，助力逐梦之路。近年来，新野县邮

政分公司利用传统节日，多次开展爱心捐赠等系列

活动，在送关爱送温暖的同时，还为孩子们送上了

学习用品、桌椅和图书等，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

国花朵的拳拳爱意。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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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市裴营乡：

“1+N”发展模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张飞 通讯员 赵光选

通讯员 王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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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

趁墒抢种抢农时
种足种好冬小麦

眼下，正值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时期，

方城县“抢”字当头，把冬小麦播种工作

作为当前农业生产的突出任务来抓，动

员组织广大群众抢时抢墒，掀起冬小麦

抢种热潮。

10月 24日，在方城县券桥镇闻老庄

村，村民们正在田间趁墒抢种冬小麦。

只见一台台新式种肥一体播种机来回穿

梭，开沟、施肥、播种、覆土等工序一气呵

成，一粒粒饱满的麦种被均匀快速播撒

到松软的土壤里。来自赵河镇方田农机

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杜海介绍，这几天，

正是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期，他每天辗转

于各个乡镇，机械不停，抢墒播种。

连日来，闻老庄村“两委”班子紧抓

当前墒情较好的有利时机，积极协调机

械，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组织群众趁墒抢种，种足种好冬小

麦。闻老庄村党支部书记蒋承旺对笔者

说：“闻老庄村现有耕地 3660亩，今年计

划播种冬小麦 3400 亩，当前已经播种

1500亩，预计两天内能全部播种完毕。”

今年，为了种好冬小麦，券桥镇党委

政府着重抓好整地播种，积极争取秋季

土地深耕项目，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统筹调度机械人力，为全镇 12个行政村

的高标准农田提供土地深耕服务。真正

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

为 2025 年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

础。券桥镇副镇长景喆介绍说：“今年，

券桥镇计划落实小麦播种面积 7.1万亩，

截至目前已播种 3.2万亩。为了提高耕

地耐旱、耐涝、保墒的能力，今年我们券

桥镇争取了农业社会服务化服务项目，

免费对全镇 12个行政村的 2.2万亩耕地

进行了深耕，为明年小麦丰产增收打下

了基础。”

方城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该县

狠抓麦播面积、种植技术指导、农机技能

培训，动员引导广大农户抓住气温、墒情

适宜的有利条件，应播尽播、能播尽播。

全县预计麦播面积 125万亩，目前，已整地

102万亩，已播种冬小麦 65万亩。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