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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游小
勇 李红超）3月24日，记者在位于鲁山县
马楼乡大赵楼村的宏丰种业有限公司苗
木基地看到，一排排红叶石楠生机盎然，
长势喜人；不远处，一座座现代化的温棚
排列有序，颇为壮观，工人们有的在修剪
苗木，有的在移栽幼苗，一派繁忙景象。

据介绍，宏丰种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股
份制民营企业，园区面积1200亩，主要种
植美国红火箭、红火球品种紫薇花、红叶
石楠、美国红枫、中华金丝柳等树种。公
司实行“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目前已
带动200多户农户发家致富。

近年来，鲁山县立足资源优势，因地
制宜，实施纵抓产业、横抓区域、龙头带
动、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全县现有
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200余个，固定资产
19000万元，年销售收入49900万元，市场
交易额 21000 万元，从业人数 7300 人，带

动农户8万余户。
加强组织领导，实施龙头带动。鲁山

县成立了农业产业化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农业产业化发展联席办公会议制度，对涉
及全县农业产业化工作的重大问题及时
进行综合协调。出台了《鲁山县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
展的意见》，通过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加强
信贷服务、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完善用地
政策等加大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扶持力
度，重点对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及专业大户在项目上给予大力支持，每年
用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项目资金都稳定
在300万元以上。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龙头带动作用，实施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和“农村合作经济
组织+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
式，全县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已达 31 个，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160

个，其中国家级示范社4家，省级示范社2
家，市级示范社 21 家。发展家庭农场 10
家，其中市级家庭农场3家。

规范土地流转，抓好基地建设。该县
本着“相对集中、规模开发、专业生产、高
产高效”的原则，规范引导龙头企业、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大户及广大农户
进行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目前，全
县土地流转面积已达 12.1 万亩。围绕龙
头企业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了一批
规模较大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使龙头、基
地、农户密切联为一体，并实行了统一规
划、合理布局、相对集中、连片开发。如以
军昊农业为龙头，连片发展了金花葵种植
基地 3000 余亩、红洋梨种植基地 1200 余
亩；以林丰庄园、景舒农业为龙头，集中连
片发展了中华寿桃等名优水果基地10000
余亩；以宏丰种业、绿邦苗木为龙头集中
连片发展红叶石楠、美国红枫、紫薇等名

贵花卉苗木基地3600亩；以辛集张庄葡萄
专业合作社为龙头，集中连片发展了近
6000亩的葡萄种植基地等等。目前，全县
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已达
150余个。

注重品牌培育，发展“名、优、特、
新”。注重农产品品牌培育，引导龙头企
业及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大商标注
册力度，全县现已注册了“尧山玫瑰红”

“豫鲁恒源”“靖达升”“银可”“景舒凤凰”
“林丰”“张良”“千禧美”等农产品商标10
余个。全县通过无公害产地认定的农产
品基地已达20个，通过无公害认证的农产
品达 18 个。同时，着重引导发展了“名、
优、特、新”农产品，如银杏制品、中华寿
桃、金太阳杏、红茶、红梨、玫瑰等，这些

“名、优、特、新”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实
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农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实施龙头带动 抓好基地建设 注重品牌培育

鲁山县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
游小勇 黄学森）3月24日，记者从
鲁山县水利局了解到，鲁山县2014
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已全部竣
工。据该县水利部门统计，工程累
计完成投资4036万元，解决6.28万
名群众和 2.97 万名农村师生的饮
水问题，受益人口9.25万人。

鲁山县委、县政府将解决农村
安全饮水问题列入2014年公开承
诺的十大实事，编制农村饮水安全
项目实施方案，积极申请上报项目
投资计划，争取中央饮水安全专项
资金。加大协调力度，进行跟踪服
务，加强监督管理，制订工程具体
时间节点计划，倒排工期，确保工
程顺利推进。

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项
目建设管理办法，认真落实项目法
人负责制、招投标制和合同管理
制。严格按照法定招标程序，公开
招标，择优选择资质级别高、工作

业绩好的专业施工单位承担工程
建设。同时，强化施工管理，县水
利部门全程监督工程建设，确保工
程质量。

为保证群众吃上安全水、放心
水，该县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搞好
水源调查，确保工程水源符合标
准。工程建设中，严格按照要求配
备消毒设施，确保水质合格率达到
100%。工程完工后，依法划定乡
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范围、设
置保护标示。同时，明确相关乡镇
的责任，加强水源及水厂周边的保
护，定期检测水质。在制定水价
时，按照“补偿成本、公平负担”的
原则，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
水利部门在不收取水资源费、污水
处理费和水源水质检测费的基础
上对水价进行测算，提出定价申
请，县物价部门按照法定程序定
价，在公示栏公开，让群众交明白
钱、吃放心水。

2014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部竣工

鲁山县又有9.25万人吃上放心水

本报讯 3月24日，笔者在鲁山县马
楼乡董庄村草帽岭组的山坡上看到，新
整修的梯田均配套垒砌了排水边沟，一
座座水窖散落其间。“若是没有土地整理
项目落户俺这儿，这大面积的山坡仍是
不毛之地。”该村一名村干部指着附近的
一大片油菜地说。

鲁山县的土地整理项目在平原实施得

较多，使大面积中低产田得到改造。为让
山区居民受益此类项目，改变山区农业发
展的落后面貌，鲁山县相继在张店、瓦屋、
马楼、张良等乡镇的丘陵区实施土地整理
项目，使数万亩坡岭区土地变成了良田。

马楼乡的这一项目主要在石门村、董
庄村、碾盘庄村3个村实施，受益人口近万
人。据该项目负责人马楼乡副乡长樊国

清介绍，项目总投资2100万元，目前已将
5100亩荒坡改造成梯田，修排水沟近6000
米，修水泥路15公里，建水窖220座。

站在草帽岭上四下观望，只见路网
四通八达，梯田纵横相连，水窖错落有
致。该乡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在这
些梯田大面积种植中药材、油菜等作物，
努力打造生态观光农业区。（王永安）

数 万 亩 荒 坡 岭 地 变 良 田

鲁山县积极开展山区土地整理项目

本报讯 近日，鲁山县委组织部宣布，
今年上半年该县将启动建设28个村级组
织活动场所，这批新村室将于7月底前投
用，届时全县555个行政村有512个村拥有
功能齐全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有望全面
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据了解，28个村此前没有村部或村室不
达标，规划建设的这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在
选址、建设标准、施工监理、资金管理等方面
要求都格外严格。在选址上，要求新址权属
清楚，周边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位置适当，出
路宽阔，方便群众办事活动。在建设标准
上，新建村级活动场所要求以平房为主，由
县住建部门统一设计建筑图纸，地基设计必
须为2层以上，原则上建设5间平房，面积不
少于130平方米。县住建部门负责对新建村
级活动场所的施工监理，并分步分项验收。
项目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建成验收
后，每个村奖励资金10万元。（王永安）

鲁山县启动建设28个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师红军）3
月24日，在鲁山县辛集乡张庄村，葡萄种植
大户赵国良正在种植改良后的葡萄品种。
他说，今年引进的品种果大、味美、产量高。

近年来，辛集乡把发展葡萄生产作为
调整农业结构、促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积极
实施“万亩林果”计划，因地制宜抓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突出林果业发展特色，走出了
一条让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

该乡先后建成4个100亩以上的林果
示范园区，通过以点带面、以面促片，调动
农户发展林果生产的积极性。张庄村以张
平洋百亩葡萄示范基地为依托，成立了葡
萄种植协会和葡萄种植专业农民合作社，
发展会员533户，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发展
葡萄种植6000多亩。该合作社注册的“华
豫仙缘葡萄”成为知名品牌，张庄村被农业
部命名为全国第三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傅岭村注重对葡萄种植的引领，葡萄种植
面积突破300亩。

目前，辛集乡林果种植面积超过1万亩，
1200余户农民依靠林果业走上了致富路。

辛集乡万亩林果助民富

本报讯 昨日，笔者从鲁山县有关部门
获悉，该县段店花瓷作品被埃塞俄比亚驻华
大使馆公使级参赞阿弗沃克·雷格斯收藏。

鲁山花瓷，在瓷器界被称为钧之源、汝之
母。阿弗沃克·雷格斯是在应邀来平观摩马
街书会期间了解到鲁山花瓷的。在看到花
瓷作品后，阿弗沃克称赞鲁山花瓷工艺神
奇，表示非常钟爱这种原生态的作品，并将
一作品予以收藏。 （一山）

鲁山花瓷作品被埃塞俄比亚
驻华大使馆参赞收藏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游小
勇 任延伟）3 月 24 日，在团城乡文化广
场，在该乡老年互助协会的组织下，老人
们有的在表演扇子舞，有的在拉二胡唱
戏，有的在写毛笔字……大家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据了解，团城乡老年互助协会成立
于2014年6月，协会成员以退休干部、退
休教师为主，目前已发展分会6个，会员
180余名。为便于群众活动及协会办公，
该乡依托社区党员群众综合服务中心，
为老年互助协会配备了办公用房、餐厅、
厨房，设置了图书室、阅览室、多功能活

动室等。还投资 3 万余元，购置了电视
机、影碟机、鼓、锣、镲、跳舞服装等物品。

老年互助协会经常举办广场舞、戏
曲文艺汇演、乒乓球、象棋等活动。除每
月农历初九、十九、二十九的集中文艺活
动，协会还深入到村民组、敬老院开展文
体活动，关爱留守老人、扶贫助残、调解
纠纷，促进和谐。

每逢春节、重阳节前夕，老年互助协
会都会为全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特困和
残疾人员送大米、食用油、棉被等生活用
品。

去年9月，该乡辣菜沟村村民连某因

建房与鸡冢村村民杨某发生纠纷，两家
互不相让，矛盾升级即将发生冲突。老
年互助协会常务会长范钦宪得知后，分
头做两家工作，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化
解了两家的怨气。

老年互助协会还成立了关心下一代
教育志愿者队伍，筹集资金，在春节、六
一儿童节等节日期间，对失去依靠的儿
童进行看望，发现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
及时对其实施帮助。

据统计，老年互助协会成立以来，共
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43 起、关爱儿童 13
名、帮助有不良行为的少年9名。

团城乡老年互助协会发挥余热促和谐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游小勇）
3月24 日，记者在鲁山县沙河城区段看，
河面上出现成群的野生水鸟，它们或上
下翻飞、或自由嬉戏；几年前因采砂遗留
下的砂堆已被摊平，茂密的水草布满河
床两岸……随着鲁山县保护沙河专项行
动的深入推进，沙河流域河道生态环境
逐步得到改善，该县保护沙河专项行动
已初见成效。

沙河在鲁山县境内长达108公里，自
西向东贯穿12个乡镇，流入白龟湖。为保
护沙河水源地的生态环境，2012 年底，鲁

山县成立了保护沙河专项行动工作领导
小组，出台了《关于保护沙河专项行动工
作的意见》，启动了保护沙河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中，县政府对昭平台水库以
上旅游沿线的下汤、赵村、四棵树、尧山
等四个乡镇的河道规划为禁采区，将每
年的5月15日至8月31日划定为禁采期，
在禁采区、禁采期内严格禁止一切采砂
生产经营活动。对昭平台水库以下河道
可采区规划为十个标段，进一步规范河
道采砂管理。

组织开展了集中整治违法违规采砂、

破坏河道生态环境行动。动用大型机械
设备 30 余台次，租用切割设备 6 套，依法
拆除、切割非法采砂船6条、扣押非法生产
经营设备30余件（套）、取缔非法采砂场8
家。依法拆除非法建筑9处，面积1100余
平方米，依法拆除非法采（洗）船只12条，
对31起涉河非法建筑物下发了停止水事
违法行为通知书、整改通知书。严厉打击
了乱采滥挖非法盗采砂资源、破坏河道生
态环境的行为。积极开展河道内废弃砂
石料的治理。疏浚河道、河床56公里，共
摊平或外运河道堆积物近10万立方米，清

理河道垃圾近千立方米，有效地保护了河
道生态环境。

加大对沙河水质污染源的整治，强化流
域生态保护。对流域内存在破坏生态环境、
违法违规的铁选厂、洗砂场依法采取断电措
施，对非法“十五小”企业依法进行查处和取
缔。依法将澎河、冷水河河道内的洗砂设备
全部关停并撤出河道。全线实行了禁止从
事采砂、洗砂活动，共依法拆除大小采砂、洗
砂场（点）10余处。对向河道内排泄不达标
污水的个体企业，责令其限期整改，在源头
上杜绝了沙河水质污染。

疏浚河道、河床56公里，摊平或外运河道堆积物近10万立方米，清
理河道垃圾近千立方米

保护沙河专项行动深入推进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鲁山县
张良镇看到，工商执法人员在对农
资市场进行检查。该县工商局局
长王小七说：“两个多月来，我县对
辖区内的农资市场进行了全面检
查，目前已查处违法经营农资案件
3起，涉案物资6吨。”

鲁山县把加强农资市场监管，
维护农村市场秩序作为实现稳粮
增收、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有效途
径，加大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切实保护
农民消费者权益。此次专项整治
活动采取重点监管和随机抽查相
结合的办法开展。

在行动中，查处马楼乡李某在
销售的“农友福”牌复合肥（产地太

康县中西三高微肥厂）中掺杂、掺
假，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李某被
吊销营业执照，没收非法所得，并责
令其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

谢某、尚某在经营屯玉808玉
米种、豫丰3358玉米种的过程中，
利用外包装，篡改品种生产期，将屯
玉808品种的穗位高104-117厘米
篡改为穗位适中，将穗行数12-16
行篡改为16行；将豫丰3358玉米种
夏播生育期102天篡改为96天等。
工商人员认为，谢某、尚某在种子的
外包装上擅自扩大品种种植范围，
对种子产量表现的描述与审定公告
不一致，误导消费者，责令其停止违
法行为，消除影响，并按规定进行了
罚款。 （师红军 王旭辉）

查处违法经营物资 6吨

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专项整治行动展开

3月21日，鲁山县张良镇刘庄
村村民朱大发在给大棚种植的西
红柿吊架。

近日，该镇村民抓住有利时
机，及时种植西红柿、包菜等蔬
菜。 尹红岩 摄

3月21日，一位小朋友在鲁山
县林丰庄园内用手机拍摄盛开的
桃花。

桃花闻春而绽，游客闻香而
来。近日，该园桃花竞相盛开，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赏花。 尹红岩 摄

3月 21 日，鲁山县成林植保合作
社的机械手操作自动喷雾机,为张官
营镇种粮大户进行“ 一喷三防”作

业。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小麦进入旺长

期。鲁山县广大农民及时做好拔草除杂

和“一喷三防”管理，综合防治病虫草害，
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尹红岩 摄

本报讯 3月9日下午，笔者在
鲁山县下汤镇龙潭村山坡上的柴
鸡养殖基地看到，一座座“别墅式”
鸡舍散落在浅黄色的山茱萸花丛
中，成群的鸡在林下自由觅食。

这个柴鸡养殖基地是鲁山县
农民企业家王福群于近年倾力创
办的，占地约3600亩，拥有一个年
孵化能力在 50 万只以上的孵化
场，建有一座500立方米的大型沼
气池和“别墅式”鸡舍400多个，现
存栏青年鸡 10 万多只，已发展成
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同类型纯柴鸡
散养基地。

在门口进行消毒后，笔者跟着一
名管理人员在基地里参观，只见这里
粮仓、育雏室、防疫室、中草药喂养
室、青年鸡室等分开设置，餐厅、办公

室、会议室及水电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这鸡子上树叨虫、下树吃草，渴
了喝山泉，饿了再补喂五谷杂粮。
无论是鸡肉还是鸡蛋，销路都很
好。”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基地已
注册了“昭平湖无公害食品”品牌，光
鸡蛋的小品种就有近10个之多，捡鸡
蛋等固定用工达100多人。

“我们在山间种了3000多棵核
桃树及杜仲等药树，准备在峡谷兴
建一座小水库，扩建一个孵化场，
增加立体循环生态种养模式的综合
效益。”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柴
鸡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3.8亿元，完
成投资1.79亿元。今年，他们已从
德国订购了一套深加工设备，能将
蛋黄加工为蛋粉、把蛋清加工为化
妆品。 （王永安）

十万“树鸡”栖龙潭 绿色蛋品创品牌

下汤镇建成全省最大
纯柴鸡“别墅式”散养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