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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上午 10 点多，洪庄杨镇小

庄村村外的 8座温室大棚里，温度计显

示已超过 40摄氏度。

放眼望去，棚内一片碧绿，春节前

种植的羊角蜜瓜藤已经超过了 1米，穿

着短袖的村民们正将瓜藤头部小心地

挂在绳子上。“长势很好，五一就能上

市。”来自甘肃的管理人员王景涛高兴

地说。

外面，另有 8座温室大棚正在加紧

建设。据该镇党委组织委员时伟东介

绍，8座温室大棚预计一个多月后就能

建成投用，随后将再建 23座温室大棚，

打造洪庄杨镇瓜菜种植园区。

看着棚内的绿意盎然，听着大棚的

施工进度，又一次来查看大棚建设进度

的该镇党委书记王小红的脸上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温室大棚全部投用后，全

镇设施农业算是稳稳扎根了，可谓是踏

平坎坷成大道。”她说。

选定集体经济发展方向

洪庄杨镇位于叶县东北部，与许

昌、漯河两市相邻，几乎没有工业产业，

村民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也有种西瓜

和蔬菜的传统，尤其是王庄村，几乎户

户都是瓜农，因此也被称为西瓜村。

2018年，叶县被定为村集体经济发

展试点县。在学习考察后，洪庄杨镇结

合实际综合分析，决定将瓜菜种植作为

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突破口。

2020年，在叶县村集体经济发展政

策的扶持下，军人出身的该镇唐马村党

支部书记马新卫率先发展大棚产业，带

头种植蜜瓜。尽管与瓜果商签订了合

同，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冲击瓜果市场，最终以亏损收场。

第二年，不服输的马新卫继续种植

蜜瓜，并扩大了规模，还带动裴昌庙、麦

刘两个村组建联合党总支，抱团发展大

棚产业。结果，夏秋季多场大雨导致瓜

棚大面积进水，一场 12级以上的大风又

把大棚刮坏了，当年利润仍为负数。

补齐大棚产业发展短板

“这个发展方向没有错。”王小红回

忆道。

唐马村集体经济的连续亏损成了

马新卫心里压着的一块巨石，王小红也

感同身受。但是，她分析后认为，方向

是对的。

“很感谢马书记的坚守。”王小红

说，她与马新卫沟通后总结了两年来的

教训：尽管有着种种客观原因，但管理

是短板，把控不好市场也是短板，农业

设施抗风险能力不强则更致命，只有补

齐短板才能健康发展。可是，具体该怎

么做呢？

带着疑问，洪庄杨镇组织镇村干

部赴山东、安徽以及省内部分地区考察

学习。

“王书记分析得很对，这个产业是

可行的。”小庄村党支部书记杜喜来说，

当时他们在山东寿光的产业园参观，上

千亩苦瓜、七彩椒令人震撼，温室大棚

内自动化水肥一体机在手机上“点一

点”就能操作……

“人家一座大棚的投资虽然在 40

万元以上，但两年就能收回成本。”杜喜

来说，这是他从当地种植户那儿打听来

的，他还专门让种植户算了细账。

大家在考察中达成了共识：发展设

施农业是提高收益和抗风险能力的重

要举措。七八米厚的大棚墙体抗风雪

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强；配有采暖设施

和保温设施的大棚可以高效种植反季

节蔬菜；规模扩大自然引来大合作商，

“一条龙”托管效益更高……

考察回来后，洪庄杨镇改变各村单

打独斗模式，整合小庄村 300 多亩土

地，打算比照寿光的温室大棚建设 16座

温室大棚，与唐马等 3个村的产业园区

连成片，朝着现代化园区方向迈进。

然而，一座温室大棚动辄几十万元

的投入，仍有一些不确定的风险，这对于

薄弱的集体经济来说，实在是无力承受。

“再难，这道门槛也必须跨过去。”

王小红说，村干部们或贷款或自筹，多

的拿出了十几万元，少的三四万元。“他

们都扛着风险呢！”她说。

“我借了十几万元，再让村干部每

人拿出 3 万元。”白庄村党支部书记孙

红霞回忆道，她与王小红都很看好大棚

产业。

孙红霞这样给村干部做工作：现在

咱投了钱，温室大棚可以托管给专业公

司，正常情况下平均两年就能回本。

白庄村最先拿来了建棚的启动资

金……今年春节前，小庄村 8座大棚里

先后种上了羊角蜜。

打开种植产业崭新局面

“现在的气温下，瓜藤每天都能长

一片叶子。”王景涛抚摸着细嫩油绿的

瓜藤说。

王景涛是甘肃成联新果蔬营销公

司派来的管理人员、销售人员，也是全

过程种植的技术人员。甘肃成联新果

蔬营销公司是一家专门种植销售瓜果

蔬菜的公司，利用大数据分析出应该种

什么、种多少，实现利益最大化，瓜果成

熟后也由他们销往甘肃等主要市场。

洪庄杨镇的埋头苦干很快得到了

上级肯定。去年，叶县有关部门将温室

大棚产业列为扶持项目，每座大棚匹配

22万元支持资金，进一步激发了各村发

展村集体产业的积极性。今年，叶县将

扶持洪庄杨镇建设 23 座大棚。“现在，

我们镇村村都在瓜菜种植园区建有

温室大棚。”王小红说。

王景涛说，正是看到洪庄杨镇有这

么大的决心和规模，他们公司才决定与

之合作发展。

“俺也算开眼了，没想到能这样摆

弄。”正在缠瓜藤的小庄村村民杜秀丽

说，她们家种了多年的瓜果蔬菜，对大

棚种植不陌生。如今缠瓜藤却被精准

要求从第几个叶片上缠起，高度要一

致，冒头的瓜藤还要再人为“减高”。“要

求挺多的，可就是自家小孩也长不了一

样高呀。”她笑着说。

“我们公司的要求的确严格。”王景

涛回应道，拿现在种植的羊角蜜来说，

公司要求每个瓜成熟后重量在 0.6公斤

至 0.7公斤，还要一次性统一收完，确保

个个成熟，为此，他们要求缠藤高度一

致，一天内全部授粉完毕，留下同样高

度的花。

由于采取自动化卷帘通风和盖被

保暖，大棚内温度一直保持在 20 摄氏

度以上，反季节瓜菜“自觉”长出好的品

相和口味，自然稳占高价。

在羊角蜜大棚里，偶尔还能看到西

瓜、圣女果等。王景涛说，由于他们公

司第一次来叶县，所以试种第一茬羊角

蜜时也试种了其他瓜果，以谋求下一季

更大的丰收。

“我越来越明白镇里为啥让发展设

施农业了。”曹李村党支部书记张先锋

说，这几天，他带着村干部及村民来大

棚观摩。

“明年俺也跟着弄个大棚。”曹李村

村民高会业说，他种有十几亩的豆角、辣

椒，一年收入一二十万元，但是跟这样的

瓜菜温室大棚比，还是属于小打小闹。

“我们来洪庄杨镇，就是想示范带

动更多村民发展温室大棚产业。”王景

涛说，随着规模扩大，以后公司还会发

展包装、运输等产业，建冷库，搞深加

工。8日早上，他接到总公司同事的电

话，询问能否运些上海青过去，价格是本

地的两倍以上。他遗憾地表示，因为没

有冷链车和包装箱等，所以没办法运输。

“以后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王小

红说，在温室大棚北边，一座两层建筑正

在进行室内装修，这是该镇瓜菜种植园

区办公场所，有园区技术人员的食宿处，

有农产品展厅和直播间，还有冷库……

如今，洪庄杨镇组建了劳务公司，

为园区提供稳定的务工人员资源，接下

来还会上包装项目，用灵活方式成立运

输车队。

“村集体经济下的瓜果产业之路越

走越宽了。下一步，我们还要腾出手发

展鞋帽产业园，村民、集体共致富，使洪

庄杨走上乡村振兴的阳光大道。”王小

红信心满满地说。（本报记者 杨沛洁）

——洪庄杨镇发展高效种植产业印象

踏平坎坷成大道

“近悦远来”是叶县对外宣传

的一张名片，源于当年叶公与孔子

的对话。

叶公沈诸梁，字子高，春秋楚

人，平定白公之乱后，兼二事（令

尹、司马）而老于叶，史称叶公。

公元前 489年秋天，孔子师徒

一行来到了楚国北方重镇——叶

城，主政叶城的沈诸梁接待了他

们。叶公是一个熟谙兵法的军事

大 家 ，一 直 坚 持“不 战 而 屈 人 之

兵”，对周围各国既保留着强势，又

经常采取一些怀柔政策，和周围各

国几十年来并无重大战事。叶公

不但由此获取了楚国统治集团的

信任，而且也赢得了北方各诸侯国

的尊重。一批像孔子这样在本国

怀才不遇的贤达高士纷纷来到叶

城，把自己置身于叶公的视线之

内，希望通过建言献策等途径得以

重用、大展身手。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对叶

公和叶城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他来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取得

叶公的信任，找到一个可以发挥自

己特长的工作岗位，晚年干出一番

事业。

孔子和叶公第一次见面，出于

礼节，两人自然是大事寒暄。孔子

连声称赞叶公的治理之道，真可谓

是“近者悦，远者来”。孔子后人在

整理其言论时，则以叶公问政存记。

古今论者津津乐道于叶公曾

受教于孔子。事实上，“叶公问政”

的“问”应作“询问”理解，在这里并

不含求教的意见。叶公作为楚国

的封疆大吏，在政治上、军事上颇

有名望，而孔子当时是一个慕名求

见的学者，自然不会居高临下教训

叶公。因此，“叶公问政”的准确说

法应该是“叶孔论政”。

（杨沛洁 孙晓光 整理）

叶公问政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 月 4

日上午，一场签约仪式在叶县政府

三楼会议室举行。叶县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胡炜哲代表叶县政府

与 河 南 豫 能 控 股 公 司 签 约 建 设

251 兆瓦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

近年来，叶县积极实施工业

强县发展战略，通过招商引资、归

根工程等吸引了一批重大项目落

地，形成了两个省级产业集聚区、

尼龙化工等四大主导产业。随着

项目的落地，环保压力日益加大。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该县在强力推

进节能减排的同时，还大力发展清

洁能源。

叶县紧紧抓住省发改委把叶

县确定为全省 66个整县屋顶分布

式光伏开发试点县之一的重大机

遇，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强

化“项目为王”理念，将屋顶光伏发

电开发作为加速光伏发电发展、推

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举措，

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统筹整

合资源，实现集约开发，助力城镇

提质和乡村振兴。

双方签约后，将在叶县党政

事业机关、医院学校和公共建筑、

工商业企业和农村居民屋顶投资

建设预计 251 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项目，总投资约 10亿元。

总投资约10亿元

叶县签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 月 3 日，河

南神马氢化学有限公司负责人将一面写

着“为企业排忧解难 做人民满意公仆”

的锦旗送到了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

长滕跃峰手中，感谢该局为其办理工程

施工许可证时高效便捷的服务。

河南神马氢化学有限公司尼龙化工

产业配套氢氨项目总投资 27.68亿元，是

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也是中国尼龙城

尼龙产业重点支撑配套项目，于今年 1

月被列入河南省重大项目建设白名单。

河南神马氢化学有限公司项目推进

过程中，其上级集团公司要打包融资，配

套氢氨项目也是其中之一，需要尽快完

善建设过程中的相关手续。

叶县住建局派出一名副局长带队上

门完善资料，高效快捷地帮助河南神马

氢化学有限公司办理了手续，既为该公

司成功融资创造了条件，也为其节省了

大量时间成本。

项目为王 主动担当

叶县住建局获赠锦旗

3 月 7 日下午，叶邑镇北水城

村外温室大棚里，一棒棒花菇长势

喜人，多名女工正在采摘。“俺这花

菇还没采摘完就被客户订走了，供

不应求。”该村村民张奇说。

今年 34岁的张奇是这个花菇

种植基地的主人，如今成了靠花菇

致富的达人。

北水城村是典型的农业村，村

民大多靠外出务工增收。张奇上

有父母、下有 3 个儿女，夫妻俩因

种种原因无法外出打工。眼看儿

女一天天长大，张奇致富的决心越

来越大。

近年来，北水城村花生种植

户越来越多，加工花生的商户也

多了起来，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

花生壳。

张奇通过看书、上网了解到，

花生壳发酵后可以用作种植花菇

的基料，而花菇在市场上特别俏

销，于是萌生了种植花菇的念头。

夫妻同心山结玉，父子同心土

变金。张奇把这一想法跟妻子、父

母说了以后，得到了大力支持，妻

子还表示要和他一起种植花菇。

有了家人的支持，张奇的干劲

更足了。他到外地学习种植技术，

蹲在人家的菌棚里认真琢磨，并买

了 几 本 专 业 书 慢 慢“ 啃 ”。 2020

年，他投资 30 万元，以每亩 800 元

的价格承租了两亩地，建起大棚，

用发酵后的花生壳做温床基料，又

引进高产花菇菌种。夫妻俩在大

棚附近盖了简易房，把铺盖搬到了

这里，白天劳动、晚上观察，像呵护

孩子一样照料着花菇。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张奇

种植的花菇长势良好，每茬菇不出

村就销售一空，这大大提振了张奇

创业的信心。2021 年，他又投入

50 万元，购买设备，备足物料，流

转土地，由几座小棚发展为 20 座

小棚、6座大棚，花菇销往漯河、周

口、南阳等地。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张奇雇

了村民来帮忙，王慧丽就是其中之

一。“农闲时到这里打工，每天能挣

50元，还不耽误照顾家。”她说。

在张奇的带动下，今年，北水

城村已有 5户村民种植花菇，种植

规模达到 21亩。张奇也有了新的

创业规划：今年投资 30万元扩建 8

座大棚，安排 30人就业。

（本报记者 杨 沛 洁 通讯员

胡留卿）

——叶邑镇张奇夫妇的创业致富故事

捡起花生壳 种下小花菇

本报讯 （记 者 杨 沛 洁 通 讯 员 焦

萌 姬冠鹏）3 月 9 日，叶县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孵化园内商铺林立，人流熙熙攘

攘，店老板张旭生在贴有“退役军人示

范店”字样的手机维修店内修手机。

因训练时受伤，张旭生 2016年从部

队退役。在叶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

进会的帮助下，他开了这家手机维修

店。“头两年不用付租金，3年内还免交

一半水电费，感觉创业少了风险、多了

底气。”他说。

叶县是人口大县、兵员大县，有退

役军人近 3万人。“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启动以来，该县把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服务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千方百计为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搭平台、找路子、供信

息、解难题，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环境

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目前，全县自主就

业退役军人 1.3万人，占比 43%。

为使退役军人快速融入社会，该县

积极与专业培训机构合作，探索制定具

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培训科目和培训

课程，多轮次开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

目前，220余名退役军人接受技能培训，

培训率 82%；160 名退役军人接受适应

性培训，参训率 100%。同时，该县注重

退役军人学历提升，积极宣传成人高考

免试入学政策，累计为 68 名退役军人

开具成人高考专升本免试入学证明，帮

助指导 70名退役军人参加高职扩招报

名，现已全部录取。

为更好地满足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需求，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与 3家

拥军企业合作共建，在全市率先建成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园，量身制定商户

入驻标准、定期房租减免、水电物业补

贴、开业补贴、培训补贴、小额担保创业

贷款、税收减免等创业优待政策，有效

解决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堵点、难点，打

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园入驻拥军联盟商

户 28 家，带动就业 100 余人。去年，全

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观摩以及全省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观摩活动在该县举行。

该县坚持把线上常态化招聘和专

场招聘作为促进退役军人就业的主渠

道 ，助 推 退 役 军 人 在 家 门 口 就 近 就

业。2021年，该县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

聘会 8 场，100 余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1500 余个，400 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同时，该县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两

手抓，依托两个产业集聚区优势，走访

对接隆鑫集团、力帆集团、创大面业等

大型企业 10 余家，协调就业岗位 600

个，实现上岗就业 160余人；积极与县巡

防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隆鑫机车有

限公司、河南省安信拓展服务有限公司

等单位合作，建立长期定向推荐输送优

秀退役军人机制，先后输送退役军人

200余名。

该县还与金融机构签订“拥军优抚

合作战略协议”，为退役军人开发专属

创业贷款产品“拥军贷”。联合金融机

构对全县“兵支书村”开展“信用村”评

定工作，对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实施创

业贷扶持计划，助力退役军人创业致

富，助推乡村振兴。截至目前，共为退

役军人发放小额创业担保贷款 23 笔

525万元、创业贷款 35笔 380余万元。

“思想上扶智，创业上扶持。我们

将不断增强为退役军人服务的使命

感、责任感、紧迫感，摸清摸实全县家

底、吃准吃透政策法规、用好用活优惠

政策，创新开展工作，让退役军人的获

得感更强。”叶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孙明旭说。

搭平台 找路子 供信息 解难题

叶县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开路搭桥”

3 月 9 日，用

人单位负责人在

直播室介绍提供

的岗位。

当 天 上 午 ，

叶县在该县融媒

体 中 心 举 办

2022 年“春风行

动”网络直播招

聘会，19 家用人

单位提供了近万

个就业岗位。

本 报 记 者

杨沛洁 摄

直播招聘
助就业

3 月 8 日，叶县人社局职工在

展示汉服。

当天，该局举行“庆‘三八’、展

才艺、聚合力、争出彩”文艺会演，

让女职工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才艺展示庆“三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