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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月 20日，

春分。当天上午，在位于叶县城区叶

公大道上的叶县东方宏叶农资销售有

限公司，职工们正将一包包的货物装

车。“这是向外销售的‘花育 9119’。”总

经理赵宏叶介绍道。

“花育 9119”是花生的品种名，是

山东省一家农科院研制并面向包括我

省在内的 7个省推广种植的高油酸花

生新品种。去年，赵宏叶投资 200 多

万元从这家农科院购买了这一独家专

利，并于去年底在郑州召开了高规格

的推介会。目前春花生开始陆续种

植，赵宏叶已经销售出了上万亩（1亩

≈666.67平方米）的种子。

赵宏叶是叶县水寨乡农民，2014

年，在外创业的他回乡成立了叶县水

寨乡宏叶农资服务中心，成了种子及

农资的分销商。不久，他又成立了农

业合作社，持续购买犁耙耕种等农机，

流转土地种粮。

2015 年，赵宏叶在叶县县城成立

了叶县东方宏叶农资销售有限公司，

土地流转面积一度达到 7000亩，成为

全县流转土地面积最大的种植户。

当 天 ，赵 宏 叶 一 边 了 解“ 花 育

9119”的销售情况，一边筹备 10天后在

浚县召开的观摩会。“目前小麦正值拔

节期，去看看‘双德麦一号’苗情的长

势情况。”他说。

“双德麦一号”是河南省农科院研

制出来的小麦新品种，历经7年成功种

植后获得国家审定。去年，赵宏叶投资

200多万元从该农科院买断了独家专

利。赵宏叶在平顶山市区注册成立了

平顶山市双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特意

将小麦品种命名为“双德麦一号”。

推广销售品种，需要有种子繁育

基地。赵宏叶除在叶县多地发展繁育

基地外，还扩展到了浚县等地。为让

销售商及种植大户（合作社）见证新品

种的优势，在新品种繁育的过程中，他

要举行两到三次的观摩会，以便让用

户和销售商实地了解小麦品种在拔

节、抗病抗倒伏及产量方面的现况。

“按照亩产 1300 多斤来算，育种基地

今年回收上来的种子能够推广播种

1200多万亩。”他说。

去年年底，本报报道了一篇“平麦

26”“出嫁”的稿件，说是平顶山市一

家农科院历尽艰辛研制出来的新品

种，被河南省昊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

100多万元的价格抢购。该公司是赵宏

叶在郑州市注册的又一家公司，获得独

家专利后，他们就能够面向包括我省在

内的 4个省推广种植。

“一年时间就连续拿下了 3 个品

种，投资 500万元之多，赵宏叶的创业之

路越走越宽广。”叶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赵春峰赞叹道。他还介绍，叶县是粮食

生产大县，小麦种植面积在百万亩以

上。目前，叶县明确提出了发展富硒小

麦第一县的发展规划，就需要持续不断

的优质品种来支撑，必将产生更多的“赵

宏叶”，也必将有力拉动农产品下游深加

工的链条，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赵宏叶坦言，下一步会向玉米等种

子领域拓展。

一举拿下3个优质品种专利

赵宏叶的创业之路越走越宽广

3 月 21 日上午 11 点半，在位于叶

县龙泉镇大湾张村的喜满楼饭店里，

陆续迎来一批批食客。饭店招牌是新

的，饭店外面的角落里，依稀还能看到

些许鞭炮的碎屑。

10 天前的 3 月 11 日，农历二月初

二，龙抬头的喜庆日子，喜满楼饭店正

式开业。“跃伟又开了一家店，厉害，成

了 3家实体店的老板！”就餐的河南省

绿瑞香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经理张跃杰

称赞道。

跃伟叫张跃伟，是大湾张村村民，

今年 51 岁。张跃杰与他同村且年纪

相仿，他开办的河南省绿瑞香粮油食

品有限公司就与饭店紧临，亲眼见证

了张跃伟的发展历程。

大湾张村是典型的农业村。20

多年前，张跃伟先是流转了 600 多亩

土地种植烟叶，成为当地有名的烟叶

种植大户。

种烟必须烤烟后方能变现，张跃

伟种烟时，当地炕烟起初用煤，再后

来用气，最后改用电。这一不断升级

的过程，给他带来了发展实业的第一

个机遇。由于炕烟能源的不断替换，

便留下了一台台被淘汰的设备。于

是，张跃伟便将过时的烟炕设备进行

修复，销往还在使用这些设备的西部

地区，既实现了变废为宝，又挣得了第

一桶金。为配合烟炕设备销售，他还

生产烟炕风门。为此，他建起了修旧

利废的机械厂，就在当天开业饭店的

背后。

在 饭 店 的 隔 壁 ，是 一 座 中 型 超

市，里边生活用品琳琅满目，不时有

村民进进出出。这是张跃伟办起的

第二个实体。几年前，他投资办起了

超市，既招引多名村民就业，又拓展

了自己的收入渠道。经过多年经营，

超市每天收入稳定在 5000元左右。

随着龙泉镇门业等企业的兴起，陈

跃伟看到镇上的饭店满足不了中高档客

户的需要，经过多方调研后，他投资 50

多万元开办了第三个实体店——喜满楼

饭店。

饭店实施明厨亮灶，对服务员进

行严格职业培训，招聘了多名在市区大

饭店工作的大厨，采用新鲜食材确保质

量……春节试运营期间，陈跃伟除严格

保证菜品质量和口味的同时，还经常听

取顾客的意见和建议，与厨师及服务员

座谈，不断提升菜品和服务质量。

陈跃伟表示，他们最近将推出 10

元卤面（送蛋汤）及捞面条管饱等亲民

举措，从而让更多的顾客得到实惠。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又开业了个“喜满楼”

3 月 21 日，在叶县先进制造业开

发区标准化厂房建设工地，工人们在

紧张施工。

今年以来，为让更多项目落地，叶

县加大要素保障，投资 2 亿多元建设

的标准化厂房，就是为了吸引尼龙 6

深加工项目入驻，进而延长尼龙产业链

条。今年下半年，该项目一期 3 幢厂房

将投用。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加紧施工

3 月 20 日，叶县县委农村工

作会召开。会议以视频的形式召

开，总结了过去一年的经验，部署

了今年的工作，多家单位作了典型

发言。图为大会会场。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县委农村工作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杨

真真）3月 19日上午，在仙台镇布杨村

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里温

暖如春，绿油油的小白菜、茼蒿、菠菜

等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

拣、装箱，一派忙碌的景象。

“每亩平均产菜 4000 斤，蔬菜品

质好，销路也不愁。”基地负责人梁秀

花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布

杨村立足土地做文章，发挥地域农业

优势，大力发展温室大棚蔬菜特色产

业，既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又鼓起

了群众的“钱袋子”。该村位于仙台镇

西北，全村有 283户 1043口人，耕地面

积 1150亩（1亩≈666.67平方米）。2019

年以来，该村聚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积极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温室蔬菜

产业，成立平顶山布杨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采取“村集体+基地+农户”的模

式种植小白菜、茼蒿、油麦菜、香菇

等。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的生

产模式，布杨村蔬菜畅销本地及郑州

市场，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走出

了一条产业兴村富民的新路子。

“从开始建棚我都一直在这里干，

一年四季没停过，每个月能挣 2000元

左右，主要是离家近，能照顾到家。在

这干活，我可开心！”布杨村蔬菜种植基

地工人寇赏说。

目前，布杨村大棚蔬菜种植面积已

达 200 亩，年产量 75 万公斤，产值 600

万元左右。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党建

引领、富民强村、助力乡村振兴’的思

路，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大棚蔬菜，不

断加快农业规模化、产业化进程，带动

村民实现生产销售产业化转型升级，

使之成为拉动高质量农业、推动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带动农民致富、驱动产

业振兴的‘助推器’。”布杨村党支部书

记杨晓亮说。

带动农民致富 驱动产业振兴

大棚蔬菜成为布杨村增收致富“金钥匙”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 月

20 日，记者从叶县发改委获悉，

在河南省公布的 2024 年第二批

重点建设项目名单中，叶县又有

6个重点项目上榜。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

撑，全县上下围绕主导产业延链

补链强链，通过深化服务意识打

造营商环境，越来越多的项目落

地集聚，其中不乏个头大、属于新

材料新兴产业、对我市乃至我省

转型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力的项

目。

在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南 侧 的 一 处 工 地 上 ，工 人 们 正

在 紧 张 施 工 ，这 是 北 京 大 学 分

子 工 程 研 究 院 中 试 基 地 项 目 ，

今年上半年有望竣工投产。该

项目属于创新驱动能力提升项

目，中试的产品在国内乃至国际化

工 界 具 有 领 先 地 位 ，项 目 意 义 重

大，为全市乃至全省化工产业提供

技术支撑，这一项目被列为省第二

批重点项目。目前虽然项目还没

有竣工，但已经有多个中试项目等

待入驻。

同时被列入省第二批重点建

设项目名单的还有平顶山尼龙城

热电等容量替代项目、叶县盐腔储

气库项目、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

公司年产 37 万吨双酚 A 项目、河

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尼龙 6 民用丝项目（二期）和

中 国 尼 龙 城 源 网 荷 储 能 项 目

100MW/400MWh 全 钒 液 流 电 池 储

能项目。

截至目前，叶县共有 15 个项目

列入 2024年省重点建设项目。

围绕主导产业 延链补链强链

叶县又有 6个项目纳入
省第二批重点建设项目

“在税务部门的帮

助下，我们第一时间办

理了留抵退税。有了

这 笔 钱 ，我 们 就 有 能

力 快 速 上 线 二 期 工

程 ，真 是 解 了 我 们 的

燃眉之急。”3 月 19 日，

在河南平煤神马聚碳

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 ，财 务 负 责 人 黄 志

斌说道。

该公司是一家生产

聚碳材料的化工企业，

目前正在扩大建设二期

工程，由于购买仪器较

多，公司财务一直处于

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

额的状态。同时，他们

还面临原材料及物流

成本双上涨、出口和内

销双下降的压力，生产

经 营 面 临 巨 大 挑 战 。

得知这一情况后，叶县

税务局主动上门、精准

服务，本着“能退尽退、

能简尽简、能快尽快”

的原则，于 3 月中旬及

时办理留抵退税 8878

万 元 ，助 力 企 业 资 金

“活水”快速回流，有效

缓解经营压力。

今年以来，面对国

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众多企业负重

前行。为助推企业发展，叶县税务局

积极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纾

困，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

无独有偶。在河南恒泰源新材料有

限公司无法办理出口退税申报时，叶县

税务局通过微信视频“一对一”指导企业

重新提交出口备案变更（录入海关企业

代码），同时联系办税大厅人工审核通过

出口备案变更申请，顺利帮助该企业完

成申报。

为实现对企业靶向服务的需求，

叶 县 税 务 局 常 态 化 建 立 税 费 政 策 精

准推送机制。此外，该局还专门组建

了出口退税企业政策辅导专家团队，

定 期 入 户 了 解 和 解 决 出 口 企 业 在 生

产经营、退税办理等环节遇到的各类

问题。

“下一步，叶县税务局将持续聚焦纳

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问题，多渠道推送

具有针对性的税费优惠政策，不断提升

纳税服务质效，打造更优税收营商环

境。”叶县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吕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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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王俊鹏）3月 19日上午，在廉村

镇王店村辣椒育苗基地，村民们

正抢抓时机播种、封土、封膜、扎

孔、滴灌，大家分工协作，每个环

节都有条不紊，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

“目前，我村 2000 余亩辣椒

苗育苗已经开始，大概到 4 月 20

日就可以大田移栽。”王店村村委

会委员赵春生介绍道。

为写好“辣”文章，做好“辣”

产业，廉村镇早谋划、早部署，从

2 月中旬开始，就开展了集中育

苗，强化辣椒栽培管理，为辣椒苗

按时移栽进行技术“充电”。

廉村镇辖 53个建制村，有 10

万亩耕地。近年来，该镇不断扩

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按照镇

党委确定的“1+N”产业发展思路，发

挥本地优质资源优势，并通过企业

引领、政策扶持、资金帮扶等措施，

将辣椒产业作为加快乡村振兴、增

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支撑，打造“村集

体+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经

营模式，积极引导农民种植辣椒，使

得辣椒成为全镇的特色产业，种植

面积超过 2 万亩，带动 2000 多名群

众就业。

“下一步，我们将辣椒产业发展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持续

加大辣椒产业扶持力度，扩大种植

面积，叫响辣椒产业品牌。”镇党委

书记程英豪说，下一步，他们将继续

引进辣椒龙头企业入驻，组建辣椒

产业经济发展联合体，进一步促进

辣椒产业提质增效，提升群众增收

致富的能力。

加大扶持力度 扩大种植面积

廉村镇叫响辣椒产业品牌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陈亚飞）3月 18日，在叶邑镇杜

庄村贝贝南瓜种植基地，20余名

村民有条不紊地忙着打窝、播种、

封土。

“今年我们共种植贝贝南瓜

200 多亩，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部

完成，采用种子直播种植模式，

平均每天用工 20 多人，预计 10

天完成，产量在 90 万斤以上。”

贝贝南瓜种植基地负责人苟志

恒说。

杜庄村地理位置优越，土层

深厚、疏松肥沃、排水性好，种出

的 贝 贝 南 瓜 果 皮 薄 、口 感 香 。

2022 年，苟志恒返乡创业，流转

土地 100 余亩种植贝贝南瓜，一

年种两茬收两茬，每亩产量 2250

公斤左右，上市后深受消费者青

睐，成为受追捧的“网红南瓜”，今

年他将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200多

亩。

产业兴村，就业富民。杜庄

村贝贝南瓜产业既让村里的土地

“活起来”，同时也增加了村民的收

入，找到了一条既富群众又富村子

的新路。

“俺的土地流转种了南瓜，既有

土地租金，平时还能到南瓜地里干

活，每天 60 元收入，很满意。”杜庄

村村民崔莉平说。

近年来，叶邑镇因地制宜探索

发展特色产业，大力推行“农业＋”

发展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地多

收，进一步提升土地效益。同时邀

请农技专家驻场做技术指导，带领

群众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打造具有

地域特色的农特产品，进一步拓宽

群众增收渠道。

“ 我 们 将 加 大 对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的 支 持 和 培 育 力 度 ，抓 牢 抓 实

‘ 一 村 一 品 ’特 色 产 业 打 造 ，积 极

探 索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路 径 ，带 动 更

多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推 动 叶 邑 镇 实

现高质量发展。”叶邑镇镇长任丙

奇说。

一地多用 一地多收

杜庄村为农民增收
“播种”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