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宝丰县闹店
镇 小 张 庄 村 立 足 本 地 实

际，积极发展猕猴桃特色种
植 。 始 建 于 2014 年 11 月 的

猕猴桃种植基地占地面积 213
亩 ，种 植 猕 猴 桃 150 亩 ，亩 产
2000 余公斤，总产值近 300 万
元，吸纳众多当地村民就业。
图为村民赵长明在基地里务

工，每月工资 1800 元。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9 月 18 日 ，鲁 山 县
张良镇姚吴程村贫困户刘转
在桃园里采摘中华寿桃。她
家 种 有 ３ 亩 寿 桃 ，今 年 首 次 挂
果，预计收入１万余元。

市残联是姚吴程村的对口
帮扶单位。近年来，市残联驻村
工作队积极引导村民调整产业
结构，大力种植中华寿桃、蟠
桃、黄桃等名优林果，发展特
色产业，带动村民脱贫增收。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摄

一村 一品 一品 一村

脱贫攻坚，产业是根本。

近年来，我市各贫困村紧扣“一村一品”

发展主线，积极培育贫困群众参与度大、受益

面广的特色项目，探索出了一条生产标准化、

特征标识化、营销扁平化的产业扶贫新路子。

立足一村兴一品，实施精准扶贫。各贫

困村立足本地传统、既有资源，通盘考虑交通

区位、产业基础、市场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

引导贫困群众发展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

业、流通服务业等特色产业，依托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农民合作社

等乡村经济实体，形成以村企合作共建、群众

共享共赢为基础，以做强特色主导产业为引

领的精准扶贫新模式。

立足一品富一村，确保持续增收。各贫

困村在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扶贫力量的帮

助、支持下，积极探索构建长期带贫、持续增

收的产业扶贫长效机制。他们专注产业培

育，整合帮扶资金、优惠政策赋能龙头产业，

夯实特色产业基础；积极招才引智，培养、充

实紧缺专业人才队伍，蓄足持续发展后劲；深

挖产品内涵，通过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保护、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等，增强竞争优势；运用科技手段，借力

电子商务、展会等营销新模式，拓展多元销售

渠道。

脱贫攻坚春风劲，幸福之花处处开。“一

村一品”不仅帮助贫困户甩掉了“穷帽子”，而

且为我市广大农村发展特色经济、实施乡村

振兴奠定了产业基础。

（本报记者 王尧）

9月 18日，村民在艾尚园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工艾绒被。

石龙区龙兴街道军营村地处浅山区，土地虽贫瘠，但适合艾草

生长。近年来，该村在大力发展艾草种植的同时，成立艾尚园农民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生产的艾条、保健养生枕、专用颈椎枕、艾绒

被、足浴包、儿童洗浴包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目前，艾尚园农民专

业合作社自建艾草种植基地 200 亩，为 20 名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

位，带动村民种植艾草 100余亩。 本报记者 闫增旗 摄

9 月 20 日，在石龙区龙兴街道北郎店村琉璃不对儿展厅，该村

党支部书记王小社（左）在向游客介绍琉璃不对儿。

北郎店村的琉璃不对儿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据文字记载

已有 300 多年历史。近年来，该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琉

璃不对儿产业，目前已建成生产作坊 46 家，带动 120 余人从事琉璃

生产销售，并通过“互联网+”模式销往全国各地，去年人均增收 1.5

万余元。 本报记者 闫增旗 摄

鲁山县熊背乡宝山村地处山区，有林地面积 1.7 万亩。依托得

天独厚的条件，该村种植板栗 4000 余亩，年产量 50 余万公斤，配套

建有近 400 平方米的板栗冷库和加工车间，并成立宝山农业有限公

司，与全村农户建立起完整的供销体系，带动全村 60 余户贫困户通

过种植板栗脱贫。图为鲁山县熊背乡宝山村村民在加工车间加工

板栗。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摄

9月 18日，叶县邓李乡张高村村民在收获花生。

该村有种植花生的传统，近年来村集体流转土地种植花生，不仅带动了村民增

收，而且这也成了村里的主导产业，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9 月 10 日，在汝州市焦村镇蚕桑扶贫基地，蚕农张

军超正在给刚刚醒眠的五龄蚕喂食新鲜桑叶。张军超

是汝州市城区人，2018 年到焦村镇流转土地 20 亩开始

种桑养蚕。

为助力脱贫攻坚，该镇 2018 年起大力发展蚕桑产

业，目前种植桑树 4000 余亩，带动 107 户居民种桑养

蚕，建成标准化养蚕大棚 168 座、鲜蚕茧烘干服务站 1

个、桑枝菌棒加工厂 1 个、桑枝食用菌大棚 48 座。2019

年第一年试养，全镇养蚕 12000 张，生产鲜蚕茧 150 吨，

蚕农收入 2800 万元，带动转移就业 6900 人，带贫 336 户

1344 人，人均增收 3000 余元。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鲁山县四棵树乡黄沟村地处深山，自然环境优美。2018 年以

来，市教体局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紧紧抓住乡村旅游发展契

机，以发展特色民宿为牵引，探索出了一条依托旅游带动乡村全

面发展的路子。该村贫困户或把自家的农家院以租赁或入股等

形式每年享受分红，或通过参与特色民宿的服务管理、卫生保洁、

花草蔬菜种植等增收。图为贫困户贾国卿在农家自助小院整理

床铺，她在这里务工月收入 2300 元。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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