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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也是收获的季节。

农业大县叶县的广阔田野里，随处

可见忙碌收获的身影。随着种植结构

的调整，伴着多种资本深耕农田助力乡

村振兴，昆阳大地农产品的种类琳琅满

目，可谓果飘香、谷弯腰、花生白……

连日来，记者深入田间地头，采撷

到了一组农民收获的镜头，与大家分享

丰收的喜悦。

吴哲庄：亩产 1000 斤不
成问题

9月 21日，位于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的仙台镇吴哲庄村，玉米进入了收获

期。“今年咱村的玉米棒子有尺把长，籽

粒顶到了头儿。”该村党支部书记王俊

说。

今年 50多岁的王俊是个农村老把

式，看到玉米棒子的大小就能估出亩

产。他说自己村子的玉米今年还是好

收成，亩产 1000斤（1斤=500克）不成问

题。

吴哲庄村紧邻马河，当地人曾称马

河为害河，平时河里没有水，下点雨就

涝，水流进地里，造成庄稼减产。前年，

叶县按照每亩投入 3000元，打造 3万亩

（1 亩≈666.67 平方米）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覆盖了该村大面积的土地，配齐了

水利基础设施，挖了泄洪沟。去年冬

天，该县还兴修水利，疏通了马河，实现

了马河与澧河的连通。

天旱的时候，村民拿着卡刷一下，

就能轻松浇地；涝的时候，水也能轻易

排出。今年，该村收获完订单小麦后，

又大面积种植了玉米。

人勤地好，全村又迎来了玉米丰收

的季节。

绿瑞农业：谷子亩产 850
斤

9月 21日，位于龙泉乡大湾张村的

平顶山绿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田地

里，村民们正在赶种新一茬的青菜，刚

刚收割过的谷茬还依稀可见。

3 年多前，该公司在大湾张村流转

土地近千亩，种植广东菜心销往南方，

并建起了冷库，实施冷链物流。通过几

年摸索发现，尽管广东菜心一年能产六

七茬，但由于天热时菜容易坏且价格下

浮厉害。今年，该公司就种植了 400亩

的谷子。

由于实施谷菜轮作，加上喷灌式浇

灌条件，配以精准的虫害防治，今年的

谷子获得丰收。

该公司总经理张跃杰介绍，田里沉

甸甸的谷穗长达 20 多厘米，且籽粒饱

满。自 8月下旬开始，他们就开始陆续

收割，到本月中旬收割完毕。

据悉，该块田地亩产谷子 850 斤，

每斤谷子价格为 3.5 元，亩收入近 3000

元。该公司在售出一部分后，又将剩余

的谷子碾成小米，使得每斤谷子又增值

至 5元。

牛庄：每斤花生多挣 8毛
钱

9月 20日，田庄乡牛庄村新建的粮

库里，几名村民正在利用机器分拣花生

果。“这是刚刚收上来的春花生，我们进

行两次分拣后，卖给别人做种子，每斤

能多挣 8 毛钱。”该村党支部书记牛聚

民说。

该粮库项目是村集体通过上级资

金匹配而建的项目，贮量为 2000吨。

田庄乡是农业乡，土地平整肥沃。

该乡村集体均流转土地发展集体经济，

实施小麦+花生、玉米种植模式，取得了

连年丰收的佳绩。牛庄村在持续流转

数百亩土地的同时，看准全乡农作物产

量大这一现实，落户了上述粮仓项目。

“借助于粮仓能做多篇文章。”牛聚

民说。今年麦收后，粮仓第一次贮粮，

该村村集体粮食全部入仓，他们又收购

了部分村的小麦，囤积不到一个月后，

通过粮食溢价，村集体增收 5 万元，共

获得 200多万元的粮食收入。

初尝甜头后，有了这 200多万元粮

食收入，牛庄村在收储自己 200亩花生

的同时，敞开价格收购全乡的花生。他

们已经与一家种子公司签订订单，购置

了筛选机，对花生进行两次筛选后，卖

给种子公司，每斤价格高出 8毛钱。“这

也为村集体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牛

聚民说。

有了仓储这一平台，一些商机也找

上门来。玉米、花生收获时间有差异，

一些玉米收购商相中仓库宽敞的场地，

找他们代收玉米，每吨可再给一定的经

营费用。

妆头:村子建大棚，甜了
客商，富了村民

9月 19日，邓李乡妆头村村外的 33

座葡萄大棚里，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挂

在藤上。村民史海军还在为其中几座

大棚浇水肥。“我再给果子补充些糖醇

钙，以增加葡萄的硬度和甜度。”他说，

近几天就可以陆续收获了，收购者已经

来了好几拨儿，每斤地头价能卖到 10元

左右，亩产在 5000斤以上。

70 多岁的村民任克彬管理着其中

两座大棚，占地 3 亩多，按照目前的价

格和产量，刨除用工、投入等，两座大棚

轻松净挣 8万元。

原来，这是该村建设的阳光玫瑰基

地。邓李乡属于农业乡，妆头村位置偏

僻。由于紧邻沙河，村民有种植果树的

传统，如四季鲜种植合作社就种植桃树、

葡萄上千亩。结合这一特点，该村争取

项目资金，3年前投资200多万元建设了

33座大棚，统一种植阳光玫瑰葡萄，分

包给村民管理种植，共同收益分成，也带

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村民们精心施肥、打杈、疏果、浇

灌，自去年开始，就迎来了挂果年，今年

迎来了大丰收，最高亩产能达七八千

斤。每座大棚除优先为村民提供就业

岗位外，还从外地聘请技术人员指导管

理。由于葡萄生长在大棚，与外界雨水

隔绝，病虫害不易侵入，果子品相好、产

量高。

任克彬介绍，阳光玫瑰成熟后，能

挂在藤上一个多月，这给了他们待价而

沽的时间。

丰厚的收益，也极大地提振了村民

发展阳光玫瑰的积极性。史海军在承

包村里 5座大棚的同时，去年又建设了

十几座大棚扩大种植规模。

目前，在葡萄种植基地旁边，一座

冷库正在建设。该座冷库直接服务于

果农，能够将葡萄贮存到春节前后，以

卖出更好的价钱。

夏庄：秋月梨每亩收益
5000元

9月 19日，叶邑镇夏庄村党支部书

记刘振涛来到村外的梨树田里，将最后

一批秋月梨装车。“囤到周围的冷库里，

放一个多月能再卖个好价钱。”他说。

8 年前，刘振涛回乡带动大家增收

致富。他流转了 50 多亩土地，种植了

晚秋黄梨（目前已经全部更换为秋月

梨）。

为提高果子的品质，刘振涛向周围

养殖户收购羊粪养地，又每年购置油饼

增加果子的甜度。第三年挂果后，优质

的果子先在当地赢得了口碑，接着引来

了来自湖北、江苏等地的收购商，获得

丰厚的收益。

刘振涛的果园带动了周边村民种

植，果园面积连片发展到 210亩，进而引

来了更多的外地客商。

中秋节前，夏庄村的果园里便引来

了拉果子的外地车辆，平均每天至少拉

走两大车，每车至少 6吨。

随着果子的陆续上市，价格也随着

供应量的增长而回落。于是，刘振涛便

将剩余的果子囤进周边的冷库。按照

市场惯例，一个月后，市场上的果子消

化掉后，价格便会再次上扬，他们便会

择机出售，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刘振涛介绍，根据目前的情况，今

年每亩收益达 5000 元，又是一个甜蜜

的丰收季。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吴哲庄的玉米、绿瑞农业的谷子、牛庄的花生、夏庄村的秋月梨……金秋时节，
记者深入叶县的田间地头，采撷了一组丰收的镜头，与大家分享——

昆阳大地的丰收喜悦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彭丹）9月 16 日下午 5点，叶县

高中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井然

有序地来到食堂排起长队，打饭

窗口摆放着丰富的菜品。

“我们食堂饭菜味道可口，种

类也多，学校领导和班主任经常

和我们一起用餐。”餐厅里，高二

（13）班学生文柯涵面对询问，一

边吃着饭一边向身边一位陌生的

就餐者介绍着。

“请问学校对后勤物品采购是

怎样监管的？”“食材是如何把关

的？”“老师进餐是和学生同质同价

吗？”“陌生人”吃着饭，又不时向身

边的学校餐厅负责人询问。

当了解到学生在这里只需要

花上 5元钱就可以吃到营养丰富

的套餐时，“陌生人”露出了满意的

笑容。

就餐的“陌生人”是叶县纪委监

委委员张晖，她特意在临近晚餐饭

点时，带领县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和派驻教体局纪检监察组一行，到

叶县高中对学校食堂管理、保障膳

食质量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今年以来，叶县纪委监委以廉

政风险防控工程为统揽，紧盯学校

食堂运营的廉政风险点，下沉监督、

靶向监督，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民

生监督，推动学校食堂运营规范化、

标准化、公开化，为守护学生“盘中

餐”保驾护航。

截至目前，叶县纪委监委累计

对全县 56 所学校的餐厅开展两轮

监督检查，督促整改问题 76个。

叶县纪委监委对56所学校的餐厅
完成两轮监督检查

为守护学生“盘中餐”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9 月

23日上午，任店镇境内春鸟生态

园附近的空地上，施工机械开始

有序施工，拉开了叶县绿港现代

农业产业园项目建设的序幕。

目前，大青菜是任店镇的主

导产业之一，发展势头迅速。绿

港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是高品质

的 蔬 菜 种 植 项 目 ，规 划 总 面 积

358 亩（1 亩≈666.67 平方米），总

投资 2.65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以

规模化经营、智能化种植、标准化

培育为重点，集种植培育、观光采

摘、技术培训为一体，具有生产、科

技、生态多重功能，将引领带动全县

农业特色产业扩规提档、加速发展。

当 天 上 午 开 始 施 工 的 ，还 有

位于夏李乡的叶县返乡创业伞业

园区项目。叶县夏李乡不少外出

务 工 人 员 从 事 伞 业 ，部 分 已 经 成

长 为 伞 业 老 板 ，产 品 出 口 到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借 助 这 一 优 势 ，该

乡 打 造 返 乡 创 业 园 吸 引 伞 业 回

乡 ，为 乡 亲 们 提 供 更 多 的 就 业 机

会。该项目投资 3000 多万元，将

吸引 350 人就业。

叶县绿港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叶县返乡创业伞业园区开工

一天开工两个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焦

萌）“以后去镇里可以少走一半路，太

方便了，多亏了徐家三兄弟……”9月

21日，廉村镇东马庄村 66岁村民韩士

杰走在一座刚刚建成的石桥上由衷地

说道。

该桥由东马庄村的徐遂成、徐红

涛、徐跃飞三兄弟捐资 430万元而建，

当地村民将其称作徐氏爱心桥。9月

17日，该桥举行了通行仪式。

徐遂成在家除了种田，还到附近

工地上打工，渐渐地从建筑工人一步

步做到了承包商。2012 年 3 月，徐遂

成在郑州注册成立了中进建设科技集

团，后来又在安阳成立一家无纺布公

司。

徐跃飞在江苏一家无纺布厂从一

名普工成长为机床调试师傅，又技术

入股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2008 年

在江苏省南通市创办江苏三羊纺织机

械有限公司。

徐红涛也在江苏打工，后来就帮

着徐跃飞管理企业。

东马庄村到镇政府所在地廉村街

要走 4公里，但直线距离只有 2公里，

只因灰河从中穿过阻碍了通行。有不

少村民遇到急事，为了赶时间就蹚水

过河。河床上遍布乱石淤泥，蹚水过

河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能在这里修座桥，便成了该村村民

共同的愿望。徐跃飞对此深有体会，于

是就有了修桥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

了徐遂成、徐红涛的大力支持。

兄弟三人说干就干，选址、设计、施

工，去年年底开工，历时 9个多月竣工，

该桥全长 65.04米、宽 8米。

“乡村振兴路先行，徐氏爱心桥建

成后将打通东马庄村和附近村庄通往

外界的道路，改善了包括东马庄村村民

在内的多村数千名群众的通行条件，也

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廉

村镇党委书记程英豪说。

致富不忘桑梓 修桥方便群众

徐 氏 三 兄 弟 好 样 的 ！

9 月 19 日，田庄乡东李村的一台收割机在任店镇进行青贮作业。东李村借助村集体经济积累的资金，今年在青贮自家

玉米的同时，还到附近的乡镇实施青贮，为村集体经济收入渠道开源。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开拓增收渠道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史期惠）“太感谢你们了，把我

们 30年的矛盾给化解开，我做梦

也没有想到能这么快把事情给解

决了。”9 月 17 日，叶邑镇八里园

村村民史振江握着叶邑司法所负

责人的手激动地说。

史振江与同村村民史某因为

该村一处河滩荒地种植的树木而

产生了纠纷。30年前，史某在河

滩荒地栽种树木时超过了自己的

承包面积，多占了史振江承包的

荒地。此处河滩地史振江办有林

权证，但因自家建房时不小心把

林权证丢失了。双方由此产生矛盾

纠纷，经过村委会多次调解后无果，

便到叶邑司法所申请调解处理。

了解事情的原委后，该所派出

调解员与镇林管站人员对该片河滩

荒地进行勘验，确认该宗土地确属

于林地，但由于年代久远无法考证

林地归属人。经过与双方当事人反

复沟通协商达成一致：对林地种植

树木进行处置，之后根据种植面积

划分所得金额。在叶邑镇党委、政

府和县林业部门的支持下，及时办

理了砍伐林木手续，使这起 30年的

林木纠纷迎刃而解。

林地纠纷三十年 一朝调解化干戈

9 月 20 日，保安镇杨令庄村

村民将垃圾送往回收点。义生祥

物业公司为配合该镇打造楚文化

小镇，自我加压提升服务质量，在

3 个村子投建垃圾回收点，采用积分

和有偿收购的方式，培养村民自觉

实施垃圾分类的习惯。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垃圾分类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9 月 17 日上

午，任店镇瓦店村 66岁退伍军人王新义

家里迎来了一批客人，为他送来 1000元

慰问金和被子、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来者是叶县驻昆山流动党委和昆山

叶县商会徐国留一行，他们作为代表回

乡慰问退伍老军人和老人。王新义参加

过自卫反击战，并在战斗中受伤，至今弹

片还存在体内。

徐国留一行均是从叶县走出去的创

业者，如今在昆山办有企业。叶县各级

党委、政府非常关心他们的事业，在昆山

设立了务工之家，成立了流动党委和叶

县商会，帮助在外人员解决难题。在外

创业者在深切感受到家乡温暖的同时，

也时常以多种方式回馈家乡，积极参加

家乡的活动。

此次，徐国留一行特地代表昆山流

动党委和昆山叶县商会慰问 30 名退伍

老军人和高寿老人，分别为他们送去慰

问金和慰问品。

叶 县 在 外 创 业 者 回 乡
慰问退伍老军人和老人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9 月

21日上午，叶邑镇杜庄村党支部

书记王超在镇里开完会后，特意

绕到村外的贝贝南瓜地里察看南

瓜长势，看到每棵秧子上平均长

有七八个小南瓜后非常开心。“再

有一个月就能收获上市了，村集

体又可以增加一笔收入了。”他高

兴地说。

杜庄村是典型的农业村。为

发展村集体经济，该村先后流转

了 260亩（1亩≈666.67平方米）土

地，在土地上做增收文章。

村里拿出其中 150 亩种植了

贝贝南瓜，据初步统计，南瓜亩产

量 1800公斤左右，市场价每公斤

3.6元。“刨除人工、地租等全部投

入，每亩纯收入将超过 3000元。”

王超自信地说。

尽管今年高温干旱，该村 110亩

玉米已经结出了饱满的穗粒，保守

估计亩产为 400 公斤，市场价每公

斤 2.6 元左右；此前，小麦亩产超过

500 公斤，亩收入超过 1500 元。“这

两项可为村集体创收近 10万元。”王

超说。

该村一家豆制品企业生产正

忙，20 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该村依托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

引进了一个豆制品项目。目前，豆

制品订单不断，村集体每年能稳定

获得 9万元的租金收入。

同样获得稳定收入的还有村集

体光伏项目，每年有 6 万元的固定

收入。

“多元化经营实现了多元化的

丰收，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70万元

的目标有望实现。”王超说。

粮食丰收 项目红火

杜庄村集体经济收入渠道多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9月 19日，在

叶邑镇思诚村辣椒田里，几十名村民边

摘边夸奖：“咱村这辣椒又挣大钱了，咱

支书真是种啥成啥！”

该 村 种 了 10 亩（1 亩 ≈666.67 平 方

米）辣椒，目前正在摘第二茬。村里 20

多名村民在此打工，每人每天能挣上百

元。“刨除掉所有投入，50亩辣椒能轻松

净赚 10万元。”村党支部书记史更民说。

思诚村留守老人和妇女多，基于这

一现实，村集体在流转土地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时候，本着让村民家门口就业的

原则，在种植小麦和玉米的同时，还辟出

部分土地种植蔬菜。

今年，早在春季花菜收获后，他们就

抓紧种植了 100 亩春花生，在半个月前

收获完毕，为村集体挣了 10万元。该村

还种植 8亩豆角，从夏季开始收获，天天

可以采摘。在前不久采摘期结束后，为

村集体增添了 6万元收入。

思 诚 村 发 展 集 体
经济带动村民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