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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眼下，正值油桃丰收

时节。6 月 27 日上午，走进辛店

镇刘文祥村的油桃园，鲜嫩欲滴

的 油 桃 挂 满 枝 头 、果 香 四 溢 ，几

名村民穿梭其中忙着采摘成熟的

桃子。

“今年我们的油桃迎来大丰

收，亩产在 6000斤左右，销售额在

1万元左右。”种植户童路军说道。

平时除了游客进园采摘外，该村的

油桃大部分销到附近的商超及市

场上。

辛店镇辖 39 个行政村，耕地

面积 9 万亩，有种植林果、蔬菜的

传统。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不

断调优产业结构，按照“乡有主导

产 业 、村 有 特 色 产 业 ”的 发 展 思

路，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 ”模 式 ，积 极 引 导 群 众 发 展 黄

桃、蟠桃、油桃等特色产业种植，

充分依托“桃”资源，写好“桃”文

章，做活“桃”经济，探索出一条以

“桃”为媒的农旅融合之路，助推

产业增效、农户增收。

目前，该镇林果种植面积 4万

余亩，已形成以刘文祥、常派庄、南

王庄等为代表的特色种植村，种植

林果品种 20 余个，将采摘与农业

科普、农业观光、农业衍生产品体

验相结合，描绘出了一幅乡村振兴

的新画卷。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秉承林

果富民的发展理念，从产业规划、

技术指导等方面帮助农民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种植，全力打造春季赏

花、夏秋采果的农旅融合模式，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

助力乡村振兴。”辛店镇副主任科

员刘青坡说。

（杨真真 陈亚飞）

写好“桃”文章 做活“桃”经济

6月 26日，在位于常村镇西刘庄村

的军召家庭农场，负责人刘军召在将

大棚内粉碎后的菌棒废基料运入周边

的梨园，梨树上的梨子已经被套上了

一个个袋子。

“这正好作为梨树的肥料，实现了

循环利用。”刘军召说。

4 座塑料大棚占地不足 4 亩，里边

密密麻麻地摆放着菌棒。“全部是香菇，

总共有 7 万多棒。”刘军召边粉碎菌棒

边说。麦收前，最后一茬香菇收获完

毕，平均每个菌棒的纯利润 3 块多钱，

自去年秋末开始采收，一个收获季下

来，他稳稳赚了 20多万元。

“从事香菇种植 30多年了，现在已

经掌握了从菌棒制作到香菇生产的各

环节技术，每年都能实现稳定增收。”

刘军召说。他是西刘庄村村民，一度

是贫困户。30 多年前，毕业后的他没

有像其他人那样外出务工，而是走上

了种植香菇的道路。他先是在自家庭

院里种植，一个简单的大棚，靠着一面

屋墙，经外出学习后，便在棚子里琢磨

做基料制菌棒，然后将菌种播进去……

专心钻研加上老天的眷顾，他很快摸索

熟悉出了香菇的习性，一个收获季下

来，竟然挣了 2000多元钱。

“这在当时是不少的收入。”刘军召回忆

道。于是，他坚定了在家里种植蘑菇的信

心，先后种过黑菇、黑木耳、灵芝……最

终，经过比较，他选定了种植香菇。

在刘军召的简易大棚里，有温度湿

度测量计、二氧化碳含量测量仪，排了

电线。“利用电进行加热。”他说。2016

年，村里贫困资金互助社资金规模壮大

后，个人贷款的规模也随之大幅度提

升。刘军召就将庭院经济的香菇棚挪至

目前的家庭农场，扩大到 4个大棚。花

小钱办大事，大棚尽管简陋，却被他整

理得十分适宜香菇生长——在棚顶加

盖多层塑料棚、增添了电加热设施……

规模的扩大，也使得他的收入成倍增

加。不仅如此，他还为村里七八名村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每天每人 80元工资。

2018 年，叶县 1号公路从其农场前

穿过，刘军召就又流转了大棚周边的 20

多亩土地，种上了黄金梨。“这样，菌棒

废基料也有了去处。”他说。

刘军召在屋里合上电闸，梨园里就

流出了水。“20 多亩梨园全部铺上了地

下管道，灌溉不用到现场。”他说。与种

植香菇一样，从选择种黄金梨那天开

始，他就通过多种渠道熟悉黄金梨的习

性。如今，在黄金梨枝头，果子套上了袋

子，而树下面是远比树上还多的大小不

一的果子。

“每棵树上最多 50 个果子，以保

证质量。”刘军召指着地上掉落的果

子说，这是前段时间他疏的果。因为

科学种植加上用菌棒废基料和牛粪

等作肥料，他的黄金梨口感特别好。

两 年 前 ，他 还 投 资 10 多 万 元 建 了 冷

库，根据市场变化错峰销售黄金梨。

“每年黄金梨每斤的价格都在 3 块钱

以上。”他说。

农场一角摆有果箱，上边标着农场

的品牌。他说，自己有空了会通过线上

平台宣传和销售产品，尽管果子产量逐

年增加，但因口感好仍呈现俏销势头。

他的网名叫“精品农业”，他说，之所以

对果子有信心，因为他是按照精品农业

的标准打造的。去年，他的 1个黄金梨

平均卖到了两块钱，一亩地的纯收入在

5000元以上。

香菇的习性掌握了，果园的基础打

好了，一切显得轻松起来。闲不住的刘

军召又在果树下面开始尝试种西瓜。

今年西瓜价格便宜，因为他的西瓜口感

好，批发价还是保持在了 8 毛钱一斤。

仅此一项，又为他增收 1万多元。

临别时，刘军召告诉记者，他还想

在农场周围再流转些土地，继续扩大香

菇种植规模。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奋进正当时企企 家家业业

刘军召：小农场里干出大事业

6月 26日中午，走进歪头山下绿

树丛中的小阔农家院，温度陡然降了

下来，柞树林里传来了孩子们的欢笑

声，旁边石桌旁大人在悠闲地打牌。

不一会儿，农家院负责人刘小阔

就为客人端来了一盆热腾腾香喷喷

的炒鸡，紧接着是四道山野菜和农家

烙油馍。

“屋里还有两桌呢，到了周末人

会更多。”见到前来巡山的常村镇林

管站站长姚冠军，刘东华村村民刘小

阔说，“多亏了政府这几年植绿，才让

俺有条件办起了农家乐。”

常村镇属于叶县山区村之一，

37 个行政村中有山区村 26 个，全镇

林地、宜林荒山荒地 11万亩。

靠山吃山。该镇发挥山区优势，

在年年投资管护好原来林区林木的

同时，又主动与县发投、国储林对接，上

马国家储备林项目，强力助推困难地造

林。储备林基地项目 3年前开工，目

前，已经新增林地面积0.8万亩，其中新

造林4638亩，现有林改培3300亩。

该镇每年投资 30余万元购买绿

化树苗，对山区村道路进行绿化、美

化、亮化，目前已完成造林面积 1.2万

余亩，其中山区造林 8000余亩，南水

北调生态涵养林带 3020 余亩，新增

绿化游园 20 余处，“四旁”造林和其

他造林 1000余亩。

当天，姚冠军还特意查看了几个

村庄种植的山楂树、桑树等。“这是我

们发展的林下产业。”他说，常村当地

有种植中草药的传统，艾草一度发展

到两万多亩。几年前，他们引进从事

中草药收购加工的河南千村堂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依托镇辖区内规划国

储林项目大力发展林下中草药种植，

助当地百姓增收。去年冬，该公司为

回馈当地政府的支持，为各村提供上

万棵枳实苗木，承诺果子全部收购，

两年后每棵树能创收上百元。目前，

常村镇正在打造中草药小镇。

叶县 1号公路开通后，常村镇境

内的绿水青山吸引了众多游客，该镇

又积极引导村民发展农家乐和民

宿。“看到村民腰包因绿鼓了起来，我

感到肩上的任务更重了。”姚冠军说，

他们将持续完善护林员队伍建设，对

森林资源实行动态监管网格化管理，

确保栽一片、活一片、成林一片。今

年，该镇护绿人数由原来的三四十人

增加到了 100多人。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向绿而行 因绿而富

6月 27日上午，烈日炎炎，走进田庄

乡康台村，路旁的朵朵向日葵迎着游人

笑，平坦的水泥路、硬化后的河堤、一排

排的健身设施……让人恍如进了公园。

一处游园内，两名施工人员在砌着

一个圆形的池子。“我们想在此增添一座

假山，然后再打造一座喷泉。”村党支部

书记康跃民说。

村室是一座刚刚落成的两层楼，室内

办公用品一应俱全。“共有20多间900多

平方米，村上投了40万元。”康跃民说。

康台村是个 1200 人的村庄，土地

1680亩（1亩≈666.67平方米）。康跃民当

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后，陆续流

转村民土地 700多亩，种植小麦、玉米和

花生，靠着村“两委”成员及群众的支持，

一年下来，村集体纯收入 35 万元左右。

靠着滚动发展，他们又购置了拖拉机、花

生收获机、卷盘式喷灌机等农机设备。

今年，该村拿出其中的 200 多亩地

分别种上了白术和丹参。“手里有了‘余

粮’，就有发展一些高收益作物的底气

了，好让村集体多挣些钱。”康跃民说。

早在2018年，该村就争取到了光伏项

目，拿到了电价补贴，年稳定收益18万元。

目前，该村腾出了一块空地准备发

展趸包项目。由于紧临城区的盐企，该企

业每年都有趸包订单。康台村经过调研

后，决定上马该项目，创造条件拿到该企

业部分订单。“能拿到三分之一的订单，村

集体就能创收至少 50万元，还能提供 20

多个就业岗位。”康跃民说。

有了日益丰厚的家底，村“两委”

就 加 大 力 度 实 施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 该

村紧临马河，村内沟塘多，并与下游灰

河相通。他们在争取到部分项目资金

支持的同时，每年拿出 8 万多元持续实

施人居环境整治。如今，该村治理了荒

沟、填平了废坑、硬化了河堤，逐步让清

水流进村里……

“我们不等不靠，用集体资金持续实

施人居环境整治，最终实现河系连通，让

河水在村内蜿蜒穿过。”康跃民说。

“康台村一年一个大变样。”该乡党

委委员、宣统委员王文风说，如今，该村

已经成为市级和美乡村示范村。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6月 18日，

在位于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河南

维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维中科技）项目工地，工人正在安装

一连串圆形的容器，塔吊已经不见

踪影。“他们正在装反应釜，其他人

员在做地面设施。”施工现场负责人

查辅军说。

“这是省重点建设项目，通过县领

导分包和各级部门提前介入服务，进

度很快。”正在工地巡视的叶县发改委

党组副书记范建伟说。当天，他认真

记下厂区内变压器及高压线路需要移

走的数据。“我们每周召开一次调度

会，这周就会反映到县长主持召开的

调度会上。”他说。

维中科技项目选址紧临氯碱企

业，是叶县通过招商引资引来的盐化

工下游项目，是以氯碱企业生产出来

的氯气为原料做医药的中间体，总投

资 6.7亿元，分两期建设。

去年国庆假期，维中科技项目（一

期）实质性开工，叶县县委常委、办公

室主任张军辉协调有关部门动态解决

供应要素等难题。今年 5 月，叶县为

进一步强力助推项目建设，实行周调

度制度，维中科技项目毫无悬念地被

纳入服务范围。

据查辅军介绍，叶县为项目投产提

供了双回路电，厂区门前的道路已经清

出，他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

工，施工人员一度有300多人。该项目

倒排工期，严格按照节点施工，土建和

设备安装交叉进行。目前，项目配套的

研发中心、实验室已经建成，部分办公

设施已经到位。“下一步，我们将加快与

氯碱企业的管廊管道对接。”他说，一期

投资已完成九成，预计7月底具备试生

产条件。

该项目达产后，一年能消耗 4 万

吨至 5 万吨氯气，还能将伴生出来的

年产 10 万吨盐酸返送给上游化工企

业。“这既是链条下延项目，为氯碱项

目做大做强贡献力量，又是循环经济

项目，为叶县盐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支撑，我们要打造更好的服务环境，

促使其早开工、早投产、早建效。”范建

伟说。

每周调度解难题 倒排工期忙施工

维中科技项目（一期）7月底试生产

手里有“余粮”发展有底气

6 月 26 日 ，在 常 村 镇 政 府 南 侧

的一处项目施工工地，塔吊在吊升

钢材。

为促使常村镇引进的河南千村

堂医药科技公司做大做强，叶县投资

900 万元为该公司建造生产车间，为

常村镇打造中草药小镇提供更坚强

的支撑。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加紧施工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田济源）通报典型案例、观看警示

教育片、党员干部谈感想、开展集

体廉政谈话……连日来，叶县纪委

监委坚持把警示教育与从严监督

执纪紧密结合，贯通从严惩、精准

治、有效防，多措并举，促使党员干

部明纪守规、知畏笃行。

“廉洁门失守，终成阶下囚。

这个违纪违法案例对我触动很大，

我将引以为戒……”

“看完这个警示教育片，我认

为只有筑牢思想防线、严守廉洁底

线才能不辜负群众信任……”

以身边事警示身边人、警醒身

边人、教育身边人已成为该县警示

教育的常态。县纪委监委深入挖

掘身边典型案例拍摄警示教育专

题片，在全县警示教育大会上播

放，“片中人”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地

忏悔让“看片人”真切感受到了违

纪违法的惨痛代价，让全县党员干

部受到警醒、叩问初心，把“看在眼

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

畏”，切实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

的思想防线。

为提升警示教育的联通性和

实效性，县纪委监委在综合运用

召开警示教育会、组织生活会、专

题党课等形式的同时，推动各级

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干

部教育培训、党纪学习教育等往

深里走、往实里走。在打造立体

式警示教育矩阵基础上，对查处

的案例，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切实做到以案明纪、以案

明鉴、以案明规、以案普纪、以案

促改，实现“一张纸”向“一堂课”

转变。

同时，围绕新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开设“党纪学习教育每日一

课”“把党纪学习教育落到实处”等

专栏，及时转载《条例》全文、修订

条文对照表、视频讲解、权威解读、

案例解说等相关文章、视频，方便

全体党员干部学习，积极营造学

《条例》、守纪律的良好氛围。截至

目前，“清风叶县”微信公众号已转

载《条例》相关内容 16篇（次）。

强化警示教育 守好清廉底线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6月 20

日，在位于叶县任店镇的叶县城投

现代农业产业园蔬菜大棚内，成串

的西红柿令人垂涎欲滴，职工正在

棚下进行采摘。

“已经到了成熟季，每天都能

采摘 3 万斤。”该产业园负责人吕

胜利说。

外面太阳毒辣，但由于上面

盖了层遮阳网布，大棚内反而有

几 分 凉 爽 。“成 熟 的 西 红 柿 忌 高

温暴晒，我们是严格按照适宜的

温度湿度来培育的。”吕胜利说。

他还指着西红柿根部的“土壤”介

绍道，这里的西红柿种植全部使

用从国外进口的椰糠作基料，无

土栽培，棚内设有温度湿度仪器，

并与园区指挥系统相连。

吕胜利还给记者出具了由河

南赛伏特质量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出具的西红柿质量检测报告，上

面显示农药残留为零、重金属为

零，再就是详细的能量、蛋白质等

数据，检测日期为 6月 3日。

凭着过硬的品质，该园区的西

红柿一经上市就走向了高端市场，

一 度 每 斤（1 斤 =500 克）卖 到 3.5

元。目前，已经到了西红柿大规模

上市的时节，价格仍在 1块多。

“嗯，咬一口水都出来了，真

甜，真真小时候的味道。”任店镇党

委委员、宣统委员马珂芳忍不住随

手采摘并品尝后说道。

“西红柿全部是自然熟的，果

子里边汁水多。”吕胜利说。

该园区是叶县城投打造的现

代蔬菜产业园，以此示范带动当地

群众发展高品质农业。

无土栽培 农残为零

任店镇西红柿走向高端市场

6 月 25 日，任店镇任店一村种

植户樊武飞在查看生姜长势。

位于辛店镇的叶县富群种植

合作社在辛店镇发展带动群众种

植生姜 500 亩，亩纯收益最高达到

3 万元。今年，生姜这一特色产业

面积 2000 亩。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带动群众种生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