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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常村镇栗林店村的艾田

里，村民杨书义拿着镰刀在割齐腰深的

艾草。放眼望去，镰刀过后的艾茬高低

不一……

“割 1 亩艾 100 元钱，远比机器收割

的成本高，但是，高低不一的艾茬对下茬

艾的茁壮生长特别有利，艾的品相好价

格高，完全能抵消人工小小的投入。再

说，收割艾也能提高村民收入。”该村党

支部副书记邓见成说。

记者听后才注意到，此处的艾苗不

但长得高，而且艾叶肥厚。

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

常村镇属山区乡镇，土地贫瘠，传统

种植小麦和玉米收成低，村民多靠外出

务工增收。该镇也曾属省重点扶贫开发

乡镇，为助农增收，结合该镇适合种中草

药的特点和传统，种植艾草。

“2018 年，我们村就先种植了近 200

亩的艾草。”邓见成回忆道。他坦诚地

说，说是集体经济，但是由于该村属非贫

困村，享受不到更多的扶贫政策，以他为

主的村干部带头示范种植，收益部分给

村集体。

万 事 开 头 难 ，起 步 就 遭 到 重 重 一

棍。当年，由于种植技术等方面的欠缺，

第一茬艾苗几乎全军覆没。

“光筹款就有 20 多万元，不能就这

么打水漂了！”邓见成说，他们咬咬牙，当

年冬季又重新补种了艾草。

看着艾草一天天生长，邓见成心里

算盘打起来：赔那么多钱，不能只靠种艾

草来还本钱，得想出更快赚钱的办法。

于是，他就在网上与艾草行业人士交流，

还跑周边市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 年，艾草获得

丰收。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艾草的价格大涨。由于栗林店村囤有艾

草，所以来收购的商家快踩破门槛了。

邓见成在扩大面积种植 500 多亩的同

时，又开始了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加工浴脚包，让收益翻番

村民李春丽今年春节特别幸福，因为

像她这样的家庭，一个春节竟然能挣 7000

多元钱。“真是想不到，我这个废人也能挣

钱。”她感慨地说。

李春丽今年 58 岁，因一场疾病双目失

明，丈夫因此也无法外出务工，家里还有学

生供养，日子一度很艰难。春节前，村里把

粉碎后的艾草送到她家，让他们夫妇装填

后再交到村部，每个包加工费 8 分钱，7000

多元钱就是他们的工钱。

“这是我们从事的艾草浴脚包制作，没

有技术含量，人人都会做，给年纪大出不了

门的人找个挣钱的办法。”邓见成说。

这就是邓见成新的艾草产业规划。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健康意识增强，艾

草足浴包在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大。所谓艾

草足浴包，就是把艾草粉碎后填充进包内，

很容易做的。他还了解到，市场上大多足

浴包是加工后的艾渣制作的，他们却将艾

草粉碎后填充，质量更加可靠，销路也更

好。

李春丽尽管眼睛看不见，但她摸索着

能将艾草填包。夫妻同心干，在家里挣得

了满满第一桶金。

捞得满满另一桶金的还有村集体，由

于质量好又有前期的宣传，该村足浴包市

场销售看好。

栗林店村成立了村集体性质的合作

社，足浴包以合作社平台销售，村集体从中

提成。邓见成还根据顾客需要，将足浴包

做成礼品盒包装，又增加了艾产品的附加

值。“仅此一项，在付完村民的工钱后，艾草

的纯收益又翻了一番。”他得意地说。

在该村，一家艾绒加工厂也运行顺利，

这是该村招引的一个项目。原来，去年，该

村干艾草产量就达到 300 吨，仅做足浴包

消化不完。该项目引进后，又提供了十几

个就业岗位，村集体在废弃荒地上建起车

间（争取项目资金 40 万元）返租给投资客，

每年纯租金 3 万多元，实现了村民和村集

体同步增收。邓见成还介绍，艾绒制成品

也由合作社统一包装销售，村集体又能获

得一笔收益。

从事艾条制作，让收益再翻番

当天，在村民蔡字恒的家里，周国丽等

几名村民在学加工艾条。“这是邓见成又引

进的艾加工产业。”李爱朴称赞道。

随着村集体艾产业的滚动发展，邓见

成的雄心更大了。瞅准艾产品的日益红

火，他们前不久引进了几台艾条加工设备，

将艾草制作成粗细不一的艾灸条。由于目

前还没有生产车间，他们就将设备分散到

村民的家里。

邓见成还让记者看了艾条的原料，全

部是艾草粉碎后直接做成的，里边还有相

当部分的艾绒。“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艾绒

含 量 越 高 越 好 ，他 们 的 原 料 没 有 提 取 艾

绒。”他说。

由于货真价实，尽管目前该项目刚刚

投产，就有客商前来洽谈业务。

艾条制作，又增加了十几个就业岗位。

“不但如此，艾的附加值比起足浴包，又翻了

一番。”邓见成说。

随着艾加工业的陆续兴起，该村去年以

来的艾草，全部囤积起来进行加工。越来越

多的村民把土地流转给村里种植艾草。该

村规划显示，今年秋季，他们将艾草田里密

集的艾草根移出一部分，种植在扩大的田地

里。

邓见成还给记者透露，他们将建一座晾

晒棚，来年专门晾晒艾叶。原来，晾晒出来

的艾草更优质，价格是普通的 4倍以上。

“其实，不是收割开始，而是从种植开

始，老邓就着手考虑如何增值了。”常村镇党

委组织委员李爱朴接过话头说。

原来，早在去年，邓见成就专门邀请农

科专家，了解如何种好艾草，他还与龙腾高

科等公司联系，使用微生物菌剂，专门消除

植物上除草剂的残留，打造绿色艾草种植。

“好艾草才能加工出更好的艾产品。”邓见成

说。

李爱朴感慨地总结道：用艾加工支撑艾

种植，再到实施科学种植、绿色种植，栗林店

村自觉摸索出了一条产业融合的发展道路，

实现了产业增效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多赢。

前不久，常村镇专门在该村树立起常村

镇创业孵化基地的牌子。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常村镇栗林店村集体经济发展纪实

小“艾”“深耕”出大产业

5 月 6 日，在位于叶县常村镇的河南

千村堂公司院内，村民李彩军等人正将

货物装上两辆货车。“装满后将拉到连云

港港口再运往韩国。”该公司董事长董必

甫说。

货物中有艾产品和苍术、白芍等中

药材，这些均是常村镇近年来随产业结

构调整而种植的“土特产”。常村镇属

叶县最为偏僻的山区乡镇之一，土地贫

瘠，传统种植作物收成低，村民多外出

务 工 增 收 ，也 曾 是 省 重 点 扶 贫 开 发 乡

镇。

常村镇的土地适宜中草药生长，艾

草满山遍野，吸引了南阳等地的中草药

商前来收购。到 2018 年，当地出现了 20

多家收购点。

依托这一特色优势，常村镇积极调

整产业结构，鼓励农民种植艾草，使种植

面积很快扩大到上万亩。随着艾草产量

不断增加，为避免“草贱伤农”，该镇千方

百计寻找延长艾草种植产业链条的办

法。

董必甫是常村镇瓦房庄人，1999 年外

出务工，从小就割山上的野艾草换钱。长

大后，他在天津等地药材企业打工，积累了

丰富经验，就自办企业收购加工药材，将产

品销往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该镇领导的动员和支持下，尤其是

看到家乡艾草产业的快速发展势头，怀着

反哺乡亲的朴素感情，2019 年，董必甫在

常村镇废弃的烟站院内注册成立河南千村

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村堂），

当年就收购艾草上百吨，如今每年收购量

在 300吨以上。

有了千村堂这一支撑，常村镇的艾草

面积到 2020 年就扩大到两万亩。常村镇

尹湾等村还种有木瓜树，早已经到了挂果

期，因没人收购，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木瓜烂

掉。自千村堂成立后，木瓜也在这里换成

了钱。当地山脚地头容易生长桑树丛，与

庄稼争养分，村民每年都要将其刨根斩断

后，或扔在沟里或当柴烧。桑树根剥皮后

就成了桑白皮，千村堂大量收购，使农户又

多了一个 增 收 项 目 。 此 外 ，当 地 到 处 生

长枳实，从前被村民当作杂草铲除，如今

千村堂将枳实的收购价提到了每公斤 50

多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为实现当地中草

药业的健康发展，千村堂流转村民 200 亩

土地示范种植苍术、白芍等中草药，并在

该公司院内辟出试验田，种植十几种中草

药，每种药材标明产量和亩收益等，向乡

亲们承诺提供种子及管理技术，并统一收

购。在示范带动下，当地的白芍、苍术等

中草药种植面积也逐步扩大，其中大毛庄

村村集体流转土地 200 亩种植白芍。该药

材 4 年成熟，每亩地保守收益在两万元以

上。

千村堂将收购的中药材进行分拣、切

片、粉碎、包装，然后按订单销往海外。尽

管岗位技术不高，但是每道程序都需要人

手。于是，一些村民就被招聘到了千村堂，

不 用 出 远 门 每 月 平 均 能 拿 到 2000 元 以

上。千村堂的出口产值逐年增大，2019 年

销售 600 多万元，2020 年尽管受疫情影响出

口销售额仍增至 1000 万元，今年一季度出

口销售额达到 300 多万元，同比增长 30%以

上。

随着产值的增加，千村堂提供的就业岗

位也在增加，目前就业人数已经从当初的

10 人增加到 40 多人，千村堂每月的工资支

出都在 8万元以上。

乡村振兴首先是产业振兴，常村镇制定

了发展中草药小镇的蓝图。为助推规划早

日实现，2020 年，董必甫又注册成立河南千

村堂食品有限公司，机器设备已经安装到

位，正在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该企业以经

营的中草药为原料生产系列营养食品，投产

后第一年的产值就能达到 300 万元，既能延

伸产业链条，又能增加 20 多人就业。“我就

是要通过在家乡的土地上深耕产业，助推中

草药产业做大做强，把千村堂培育成为乡亲

们致富的‘摇钱树’！”他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千村堂：反哺家乡的“摇钱树”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赵兰

霞）田庄乡 3 天拆迁腾出 15.6 亩土地，有

力保障了工程进度。

原来，这是田庄乡在许平南高速口

附近的拆迁成绩，他们配合的是全县的

高速口环境整治工作。

今 年 以 来 ，随 着 叶 县 路 域 环 境 整

治 和 城 市 提 升 工 作 的 不 断 深 化 ，高 速

口附近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到了议事日

程 。 然 而 ，高 速 口 附 近 人 车 流 量 大 人

气足，成为做生意的“黄金地带”，加之

一 些 违 章 建 筑 存 在 时 间 长 ，拆 迁 起 来

难度大。

田庄乡不等不靠，克服重重困难推

进这一工作。他们在加大宣传力度、形

成浓厚的舆论氛围后，自我加压，党委书

记张跃民、乡长王继贞靠前指挥，带领班

子成员，耐心与各拆迁户沟通，达成拆迁

意向。

他们还积极为部分有需求群众协调

临时场所，让群众有拆有所居，充分取得

了群众的理解；增派工作人员为拆迁群

众认真仔细核对清算附属物，争得群众

认可，以扎实的工作作风赢得群众信任，

做到不缺一样东西、不少一件物品，确保

群众应得利益。同时加派人手，为群众

提供搬迁服务。

一系列得力举措取得了被拆迁户的

充分理解。该乡趁热打铁，组织钩机 6

台、铲车 4 台、自卸车 15 辆，很快将拆迁

范围内所有违章建筑拆除。

有力配合叶县高速口
环境整治

田庄乡 3天
拆迁腾地 15.6亩

“1936 年 7 月，南下征战的红

军从四川甘孜出发再次穿越草地

北上……”4 月 29 日，记者一走进

龚店镇，便远远地听见大喇叭里

传来党史故事。

史堂村 74 岁的老党员张留

成正在地里干活，提起此事也情

不自禁地打开了话匣子：“咱们这

个大喇叭好啊！每天都放党史故

事，我年龄大了，手机也不会玩，

这喇叭上一放，我边干活儿边听，

记住了不少呢，回去还能给小外

孙讲。”

近日，龚店镇各村的大喇叭每

天都会播放经典党史故事，使更多

的党员和群众可以随时随地听党

史。党的故事走进千家万户，传遍

乡村每个角落，迅速掀起了全镇党

员群众学习党史的热潮。

“因为农村党员较为分散，学

习时间不固定，考虑到部分同志

年龄较大，学习不方便。我们便

利用村里‘大喇叭’覆盖面广、传

播高效的特点，录制群众听得懂

的党史故事和知识，让党史学习在千

家万户落地生根。”该镇党委宣统委

员李书华表示。

为使党史故事接地气，让群众听

得进、记得住，龚店镇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精心制作系列音频，

第一期“党史故事”专栏已经在全镇

推广播放，号召更多的群众从党史中

汲取力量，提振精气神，打通了党史

学习的“最后一米”。

“通过重温百年党史，更体会到

了我们党历经艰难万险取得胜利的

不易。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一定要发

挥余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姜庄

村党员姜奇云说。

“学党史”系列音频的普及播放

只是龚店镇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缩

影。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心

走实，龚店镇多渠道、多途径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丰富载体深化学

习，传播党的声音，确保党史学习教

育覆盖每一名党员，用百年党史鼓舞

斗志，奋勇向前。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郑潇）

龚店镇：

让党的故事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赵贝贝）4 月 29 日，在邓李乡马

湾村的南北主街道上，几名工人

正在进行下水道开挖前的放线工

作；东西大街上，一台挖掘机正在

拆除道路两侧的违建。

“乡亲们都盼着下水道工程

早日开工，我们上周开始清除主

干道两侧的违建，管道、路沿石、

彩砖已经分批运到村里，工期赶

得很紧。”该村党支部书记马中年

说。

马湾村位于沙河南岸，土地

肥沃、自然环境优美，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是远近闻名的模范村，香

甜可口的“马湾白桃”销往全国各

地，韧性十足的白蜡条编成各样

产品畅销厂矿企业，曾被誉为“金

马湾”。近些年，原本基础条件较

好的马湾村因为种种原因发展步

伐缓慢，明显落后于周边村。

为了改变家乡面貌，去年 8

月，马湾村在外创业成功人士马

中年回村竞选村党支部书记。当

选后，他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捐资助学、筹措资金

垫修生产路、重建党群综合服务

站、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各项工

作有条不紊。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马

中年从乡里领回学习书籍，不但自己

学还带着全村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一起学。“我们现在是一开会先学习，

学完还要谈感悟，最后在办实事儿上

检验学习效果。”马中年说。

“一定要解决群众最急难愁盼的

事儿。”马中年决定再啃一个“硬骨

头”——为村里修建下水道。由于马

湾村地势低，村里没有下水道，一下

雨容易形成道路积水，村民苦不堪

言。说干就干，马中年一边筹措资金

购买硬件材料，一边安排村里清理主

干道违建。

拆违建无疑要触及部分群众利

益，有些村干部担心阻力会不小。马

中年坚持召集党员干部学党史，又带

领大家先后到郏县王家庄社区，叶县

龙泉乡、田庄乡等地学习先进工作经

验。“大家的思想境界提升了、视野开

阔了，信心一下子提振起来，说别人

能干成的事儿我们也能干。”

党员干部带头干，一把尺子量到

底。4 月 10 日，500 余米的南北街违

建 开 始 拆 除 ，不 到 3 天 全 部 清 理 完

毕，没有任何阻力。

“随后道路两边还要铺设彩砖，

人行道至房屋区间要全面绿化。我

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为群众解决难题，

竭尽全力把事实办好、好事办实。”马

中年说。

马湾村党支部：

党员干部带头干
为民服务办实事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姜路坦）“谢谢你，穆律师！俺

村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让你给解决

了。”4 月 25 日，龚店镇余王村村

干部王延儒激动地握住本村法律

顾问穆光辉的手说。

2020 年 5 月，余王村有几处

清代民居被评定为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前不久，村委会对周边道

路进行整修时涉及到两户村民之

前在清代民居门前搭建的一些违

章建筑，他们拒绝拆除。经穆光

辉多次从法律角度耐心地沟通教

育，两户村民最终意识到自己行

为的错误，积极配合拆除工作。

2017 年以来，叶县司法局在

全县 554 个行政村配齐村（社区）

法律顾问，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室，在村（社区）党群综合服务站显

要位置悬挂包括法律顾问姓名、联

系电话等信息的公示牌，方便群众咨

询；建立县级“法律顾问工作指导群”，

人员包括县司法局主管村居法律顾问

领导、各乡（镇）司法所长及全县 99名

村居法律顾问，旨在听取法律顾问意

见建议，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相互

交流、相互学习，对法律顾问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具体指导监督。

为更加高效地服务群众，县级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和 554 个建制村建

立互联网可视电话，使群众在家门口

通过视频形式享受优质的法律服务。

2020 年，叶县村（社区）法律顾

问为全县培养了 1662 名“法律明白

人”，为群众提供专业法律意见 823

条，代群众起草法律文书 105 件，开

展法制讲座 85 场，参与调解矛盾纠

纷 487 件，参与诉讼活动书 29 次，提

供现场法律服务 213 次，为村居重大

事项提供法律意见 85条。

起草法律文书 参与调解纠纷

村法律顾问成了
村里“说事人”

5 月 6 日，矗立在保安镇田间的风力发电装置在正常运转。借助于国家发展新能源的机遇，金风新时代科技公司的风电项目落

户保安镇。该镇将全镇 30 个村的集体资金整合入股风电项目，每年获得丰厚稳定的收益，极大地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乘风发展

4 月 26 日，叶县 300 多名学生在位于辛店镇桐树庄村的红九军纪念

碑前聆听英烈的悲壮故事。该活动由叶县老促会、叶县关工委及平顶山

止戈实业有限公司联合组织，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

王军旺 摄

接受红色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