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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叶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兰世

庆在叶县政务群里发布信息：我县成功创

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叶县县委书记徐延杰、县长文晓凡分别祝

贺并点赞。

“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对全面推进叶县农业标准化生产，保

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消费安全，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等有着重要意义，将开创

叶县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叶县蔬菜

产业发展中心纪检员张俊杰说。

张俊杰是创建工作的部门负责人，见

证了创建的全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一路走来，尝尽了酸甜苦辣。

背景：创建势在必行

12 月 21 日 ，冬 至 ，意 味 着 隆 冬 的 到

来。常村、保安、辛店等山区乡镇的田野

里，钻井机在欢快地工作着。“这是我们为

高标准农田配套的机井，每眼深度都在

120 米以上。”叶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红

亚说。

叶县是农业大县、粮食生产大县，全

县粮食年产量稳定在 60 多万吨，居全市第

一位，其中小麦播种面积在 90 万亩以上。

“我们要牢牢扛稳粮食重任。”徐延杰在多

个场合强调道。

近年来，叶县围绕粮食重任，大力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仅 2020年和 2021年就建

设高标准农田 20 万亩，更是打造出了 3 万

亩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种植高强筋小麦、

富硒小麦等优质品种，亩产逐年提升。

粮 食 深 加 工 产 业 也 被 带 动 起 来 ，创

大、豫昊等面粉、挂面深加工企业相继入

驻，并借助叶县充足的粮源快速壮大。

“随着竞争日益激烈，我们也遇到了

头疼事儿。”河南创大面业公司总经理赵

胜利坦言，他头疼的是无法加工生产更多

的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市场竞争力更强。想生产

绿色食品，必须有绿色面粉。绿色面粉必

须由绿色小麦加工而成，可叶县并没有绿

色小麦，创大面业不得不从外地购买绿色

小麦请企业加工成绿色面粉，或者直接从

外地购买绿色面粉。“即便这样，常常也会

买不到。”他说。

“所以，我们去年就提出创建全国绿

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兰世庆说。

兰世庆介绍说，叶县自我加压，提高

创建标准，将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面积扩大到 68 万亩，占全县“两区（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划定面积的近 80%，认证产品为小麦、玉

米、大豆、花生，认证面积之大、产品数量

之多均在全省名列前茅。

过程：确保指标“变绿”

前不久，叶县花重金设计出两个县域

公共品牌，其中“叶里藏珍”属县域农产品

区域公共品牌。“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是叶县绿色农产品的重要支撑。”参加

相关新闻发布会的张俊杰回忆道。

叶县选择田庄、叶邑、龙泉、辛店等 14

个乡（镇）450 个建制村的耕地作为全国绿

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单元。“检

测指标包含空气、水和土壤共计 80 批次。

要想创建成功，单元格内的耕地及作物所

有指标都得一一‘变绿’。”张俊杰说。

2020 年 5 月，申报工作启动后，叶县成

立了以时任县长徐延杰为组长的领导小

组，农业农村部门抽调 10 名精干人员专职

抓创建工作，乡、村明确专人负责，建立了

县、乡、村三级农业技术推广网络。

为实现空气、水和土壤同步达标，叶

县设立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保

护区域，清走了基地周围 5 平方公里和上

风向 20 公里范围内有污染源的工矿企业，

防止工业“三废”污染基地，还将基地内的

畜禽养殖场粪水进行无害化处理，施用农

家肥高温发酵，确保无害。

在城区昆阳大道与玄武大道交叉口

东北角的农资商店门头，“全国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投入品专供点”的招

牌十分显眼。“这样的专供点全县有 19 家，

他们销售的农药、化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

使用准则，农业综合执法人员会定期或不

定期抽查。”张俊杰说。

牵涉土壤的创建指标多达几十种，化

肥和农药等农资均能决定土壤指标能否

“变绿”。68万亩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里，既有村集体、种植大户、专业合作

社的田地，更有千家万户的小块责任田。

“我们在农资商店门口挂绿标，从源

头上杜绝影响创建指标的农资产品。”张

俊杰说。该县通过政策激励确保绿色农

资价格实惠，从而吸引农户购买使用，同

时严格执法，堵住非绿色农资销售渠道。

如今，叶县正在起草追肥施药治虫害

的方案。有了绿色认证的化肥农药只是

第一步，投放量的多少也影响着土壤指标

是否“保绿”。为此，该县推广实施统一优

良品种、统一生产操作规程、统一投入品

供应、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收获的“五统

一”方案。比如在治虫害方面，叶县大面

积推广飞防，各级农业技术人员分赴各地

统一指导。

位于任店镇高营村的叶县瑞鑫种植

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3000 多亩、托管土地

6000 多亩后，还面向托管户大量收购小麦

和玉米，每斤小麦平均比市场价高出 1 角

钱。因为该合作社流转、托管的土地均在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区域内，农

作物品质高、市场销售前景好。

好产品自然不愁销路。目前，包括叶

县瑞鑫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内的 7 家绿色企

业与种植户对接销售，7 家企业的收购量

占到了叶县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总产量的 20.5%，超过了国家 15%对接

率的创建指标。

现状：下游企业纷纷“跑马
圈地”

叶县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数字显示，今

年 叶 县 种 植 了 16 万 亩 泛 麦 8 号 弱 筋 小

麦。“全是贵州茅台酒厂的订单小麦。”张

俊杰说。

当然，高强筋小麦更是下游深加工客

户抢购的对象。早在麦播之前，下游企业

就纷纷来叶县“跑马圈地”，形成了麦子没

种就被订的喜人现象。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种出

了‘绿粮’，我们本地企业更不能错过。”赵

胜利说，他经营了一家制作、销售挂面的

企业，时刻关注着叶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旁的粮仓建设进度，他想租用粮仓收贮粮

食，二期挂面生产线正在建设中，“二期投

产后，产能将从目前的日产 110 吨提高到

300吨。”

赵胜利坦言，扩大企业规模的底气就

是绿色食品。以前，他只能从外地购买绿

色小麦或面粉，由于货源少，他生产的绿

色挂面只有 6 种。今后，他要租用粮仓收

贮 6500 吨本地绿色粮食，再认证 8 个绿色

食品，生产更多品种的绿色挂面，提高竞

争力。

春江水暖鸭先知。丰富的粮源催生

出众多粮食加工企业，就在叶县创建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过程中，

精明的经营者也积极布局，在改善企业生

产环境、申请建立绿色加工企业的同时，

扩大规模“吞”下更多绿色粮食。

平顶山豫皓面业公司是一家面粉加

工企业，近年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已经

成为平顶山同行中的翘楚，如今正在投建

二期，建成后生产规模将扩大一倍以上；

叶县峰通粮粉有限公司是一家面粉生产

企业，二期生产线已投产，生产能力也实

现了倍扩……

就在众多企业摩拳擦掌搞发展的同

时，叶县农业综合执法、质检、植保等部门

的工作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地巡查农资产

品、加大病虫害防控。

“我们通过不断擦亮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这一金字招牌，把绿色

导向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在净化农业产

地环境、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培育了一

批带动性强的农业龙头企业，打造了一批

有影响力的叶县农业知名品牌，加快推进

农业转型升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兰世

庆说。

叶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新目标已确定：到 2022 年基地保有面

积 达 到 136 万 亩 ，绿 色 食 品 认 证 达 到 15

个，培育名特优新农产品 6 个，培育省、县

级龙头企业 6家……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叶县成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背后

开创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2 月 21

日是冬至，廉村镇后崔村村民崔留

德坐在自家新建的房子里，一家人

热热闹闹地吃饺子。“我们家盖新

房政府补了 3.1 万元，十分感谢。”

他说。

崔留德拿到的 3.1 万元是危房

改造资金。为落实“危房不住人、

住人无危房”的工作宗旨，该县构

建县、乡、村三级网络，对全县农村

居民住房实施动态监测。各村安

排专人每周一巡视，汇总后上报乡

里和县住建局，县住建局邀请第三

方机构鉴定后及时入库，将符合条

件的纳入危房改造范围。

据叶县住建局局长滕跃峰介

绍，纳入危房改造范围后，该局将

上 报 上 级 ，列 入 年 度 危 房 改 造 计

划，督促房主及地方对危房进行新

建或者加固改造。

2021 年 ，叶 县 计 划 改 造 危 房

132 户。年初，该县将改造任务细

分到乡村，并定期开展进度督查，

经验收危房因素消除后，给予若干

危房改造资金。今年，叶县危房改

造资金数额提升到 1 万元以下（加

固房屋）和 4万元以下（新建房屋）。

截至上个月，叶县 132 户危房

改造任务全部完成，247.72 万元危

房改造资金也全部发放完毕。在巩

固脱贫成果后评估中，该县危房改

造工作赢得双百分，实现零问题。

发放改造资金247.72万元

叶县完成危房改造 132户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这饺

子吃着格外香！”12 月 21 日，在常

村镇常村一座院子里，94 岁的孟献

铭老人边吃饺子边说。

与孟献铭老人一起吃饺子的

是该村 58 名高龄老人。当天是冬

至，村“两委”干部将这些老人请到

一 起 拉 家 常 ，聊 聊 村 里 的 发 展 变

化。村干部及志愿者为老人包饺

子，煮好后一碗碗端到老人面前。

老人们边吃边聊，不时露出笑容。

“看着他们吃得那么香，我心

里也高兴，觉得再累也值。”该村党

支部书记宋大强说，为了让老人们

过个暖心冬至，村干部提前一天做

准备，买来猪肉、牛肉、鸡蛋、韭菜、

萝 卜 ，志 愿 者 第 二 天 一 大 早 就 赶

来，大家齐动手，剁馅、包饺子，生

火、下饺子……

这样温情的画面也出现在了

该镇府君庙村。该村 30 多位老人

被请到村室，村“两委”干部和志愿

者为他们送上了一碗碗热腾腾的

饺子。

“让老人们吃上冬至饺子的不

止一个村庄。”叶县副县长、常村镇

党委书记王清政说，近年来，常村

镇以中草药为主发展村集体经济，

村村有了可观的年收入。为传承

孝道文化，冬至当天，多个村庄都

行动起来，开展为老年人包饺子、

煮饺子活动。

当 天 ，王 清 政 来 到 该 镇 敬 老

院，为老人包饺子、煮饺子，和老人

一起吃饺子，当地慈善协会还为每

位老人送来了棉被、棉袄。

冬至饺子香 老人喜洋洋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王梦

琪）12月 20日，在叶邑镇段庄村村集体经

济标准化厂房内，50 多名村民按照各自

分工忙着制作假发。一缕缕长发经过他

们的精心梳理、分支、缠绕，被固定在一

支支钢钎上，在护理液里浸泡后被送到

定型车间。“在家门口干着每月 2000 多元

工资的活儿，还不影响回家给孩子做饭，

我们都很满意。”村民王艳霞一边忙碌一

边说。

像 这 样 的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标 准 化 厂

房，叶县共有 91处。

稳定就业是确保农民增收的重要途

径。叶县克服重重困难狠补短板，在修

道路、建广场、实施城乡一体化保洁和

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同时，还在落实产业

项目、提升农民增收上做文章，整合多方

资金 8000 多万元，采取“政府+村级集体

经济+帮扶企业+农户（脱贫户）”模式，集

中联建或逐村建设村级集体经济标准化

厂房，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方便因

种种原因无法外出打工的富余劳动力在

家门口就业。目前，全县共有 1947 名农

村富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有了稳定

收入。

截至去年底，叶县各村村集体均实

现了年均 5 万元以上的收入，这背后村集

体经济标准化厂房功不可没。原来，这

些厂房投用后交由村集体管理，村集体

每 年 都 能 从 中 获 得 一 笔 稳 定 的 租 金 收

入。有了这笔收入，村集体在基础设施

建设尤其在村集体经济项目发展上，就

有了一笔可供支配的发展资金，促进村

集体经济滚雪球式发展壮大。

当天，在常村镇月台村的村集体经

济标准化厂房内，村民或加工艾绒，或卷

艾条。发展艾草加工的叶县瀚博艾草有

限公司落户于此后，除吸纳 207 名农村劳

动力就业外，每年消化该镇艾草 2500 吨

左右，促进了当地艾草产业发展。目前，

全镇种植艾草等中草药 2 万余亩，已形成

艾草加工产业链，中草药也成为当地的

特色产业。

两年多前，河南俏福匠整体家具公

司落户水寨乡太康村村集体经济标准化

厂房。如今，依托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

房 和 该 企 业 ，当 地 已 经 建 成 一 座 占 地

6700 平方米的叶县太康家居工业园区。

田庄乡武楼、半坡常、千兵营、道庄、岗马

5 个村的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发展成

为平顶山市望三江实业有限公司的生产

基地，带动附近村庄发展了以木材加工、

高低压电气设备与电子元器件加工等一

体化的大型电器包装产品和包装辅材产

业，形成了一个个产业孵化园，走出了村

企共建、村民与企业共同发展的乡村振

兴道路。

叶县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成乡村振兴“黄金屋”

集体村民同增收 加快形成产业带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2 月 20

日上午，在九龙街道孟奉店北村，

红装志愿者或清扫路面垃圾，或在

钩机的配合下清除建筑垃圾……

“今天，我们街道党员干部及 11 个

村的党支部书记带头大扫除，共有

300 多人参加。”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要杰说。

孟奉店北村有 2600 多口人，也

是该街道最大的村庄，存在路面堆

积垃圾多、村民在路两侧种菜等现

象。当天，该街道党员干部带头，

组织包括孟奉店北村干部群众在

内的 300 多人及 4 台铲车，在该村

开展全面大扫除。

为确保成效，该街道划分责任

区，各村及街道办事处党员干部分

包责任区，清扫垃圾，清理砖块碎

石，拆除违建，还用大喇叭向村民

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意义。

针对建筑垃圾堆积占道的情

况，该街道专门开辟一块区域，供

村民有序放置建筑材料。“疏堵结

合更有效。”王要杰说。

当天，不少村民深受感染，自

觉清理门前垃圾。村民王根成清

理了家门前种的蔬菜。“大家来给

俺村干活儿是为了让俺村更干净，

俺更得先把自家门前弄好。”他说。

为有效防止脏乱差反弹，该街

道成立领导小组，实施划片网格管

理 ，各 村 划 为 若 干 个 网 格 ，村“ 两

委”干部兼任网格长，实施日常监

督，组织网格内有劳动能力的村民

每 周 开 展 一 次 人 居 环 境 集 中 整

治。“只有让村民都参与进来，才能

真正实现共建共享，才能实现人居

环境整治常态化。”王要杰说。

九龙街道在孟奉店北村开展大扫除

划片分包定职责 疏堵结合治顽疾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2 月 21 日，在

金沟河常村镇柳树王村段的河堤上，一辆

拉着农资的小货车快速驶向村里。“多亏有

了这条路，如果还是先前的泥路，车只能绕

几个村才能进村。”该村党支部书记陈新志

说。

这条路是去年由距此不远的叶县元发

建材厂修建的。该厂由叶县发投公司所属

的叶县金叶农商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是一家专门从事河道治理的企业。

常村镇地处山区，境内河道多。因为

一度存在偷采滥挖现象，河床损坏严重，再

加上长久疏于治理，致使河床堵塞。拿金

沟河来说，治理之时已经形成了相当长一

段流动河床，一旦洪水到来，损毁两岸农田

不说，还会威胁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基于上述情况，叶县发投公司去年组

建 叶 县 元 发 建 材 厂 后 ，集 中 力 量 疏 浚 河

道。该厂在有序清挖的同时，还对河两岸

进行绿化美化，在河堤上修建了公路。治

理后的金沟河段长 1.5 公里、深两米多，河

堤 得 到 了 硬 化 ，两 岸 建 成 了 立 体 绿 化 景

观。今年 9 月 25 日，叶县遭遇罕见暴雨，孤

石滩水库及金沟河上游的金龙嘴水库放

水，金沟河沿岸村民安然度汛。

大毛庄村是金沟河沿岸的另一个村

子。当天，村干部正在一块新复耕出的土

地上筹划来年春季种植的作物。常村镇荒

山荒坡荒沟多，这块土地复耕前是一处荒

沟，复耕的土正是由元发建材厂一车车拉

来的。原来，河床中存在一定量的泥土，都

是从山上冲刷下来的，土壤肥沃。该厂将

分离出的泥土免费送往当地指定的荒坡荒

沟内造田，目前已经造田近百亩。三间房

村就有这样的复耕地 20 亩，去年种小麦和

花生获得了好收成。

“我们在治理河道的同时，把美丽乡

村、富裕乡村的使命扛在肩上，勇担社会责

任，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该厂厂长卫梦

征说。

治理河道 复耕土地

叶县元发建材厂
勇 担 社 会 责 任

12 月 21 日，洪庄杨镇张集村村民在采

摘大棚草莓。

为助农增收，该镇近年来大力发展特

色种植养殖业。张集村草莓近日迎来丰收

季，每斤可卖到 35元。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发展特色种植

12 月 20 日，叶县纪委监委工

作人员在昆阳街道一家酒店检查

外来人员入住登记表。

为进一步做好“外防输入”，叶

县纪委监委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

监督，做到“每日一检查、每日一整

改、两日一通报、一周一问责”。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加强疫情防控监督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2 月 15

日早上 8 点多，保安镇冯庵村就热

闹起来。身穿红马甲的 20 多名志

愿者携带扫帚和铁锨，短暂集聚在

志愿者红旗下后，就分散到沟旁、

屋后等处清扫垃圾。该村党支部

书记吕俊英协调来一台挖掘机，清

理枯树、疏通河道……当天，该镇

30 个村均行动起来，净化家园，提

高人居环境质量。

保安镇地处山区，紧邻燕山水

库，境内还有多座小型水库，沟长、

河道多。近年来，在叶县持续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的背景下，全镇各村

都建了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亮

起了路灯，有了大大小小的游园。

克服重重困难最先在全县实施城

乡一体化保洁后，该镇各村面貌都

得到了很大提升。然而，由于种种

原因，卫生脏乱差现象时常反弹。

乡村旅游是保安镇大力发展

的新兴产业。为加快美丽乡村建

设步伐，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当

天，全镇统一组织清理卫生死角，

党员干部、公益岗位人员和志愿者

共 400 余人参加，清理房前屋后等

处的卫生死角 2000 多处，清运垃圾

200多吨。

该镇党委书记贺利民表示，清

理卫生死角是深化人居环境整治

的序幕，下一步，该镇将落实常态

化管理举措，在确保脏乱差现象不

反弹的同时，实施村庄、庭院环境

卫生观摩评比。

提升乡村“颜值”发展乡村旅游

保安镇组织清理卫生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