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这一季的香菇采摘已经半个月
了，收成不错，销路也不用愁，我只用
在家里分拣、烘干好，就会有人上门收
购。”11月25日下午，望着眼前一排排
长势喜人的椴木香菇，鲁山县下汤镇
松垛沟村村民余运通脸上乐开了花。
他说，当天是第二轮采摘，平常自己忙
不过来的时候，会请工人来帮忙。

香菇种植，是余运通家的主要收
入来源，每年春季和秋冬之交，是余运
通最忙的时候。“这几年，村里变化很
大，不仅环境变美了，还有好的扶贫政
策，村民受益了，腰包也越来越鼓。”余
运通说，去年，他靠香菇种植、打短工
及丝绵加工收入十几万元，摘掉了贫
困户的帽子。

劈山打井便生活

松垛沟村位于鲁山县下汤镇西北
深山区，虽然道路蜿蜒曲折，但目之所
及一派新气象，造型别致的景观灯、整
洁的文化广场等，一点不比城里的居
民小区差。

“原先，缺水、道路不通是阻碍群
众发展和脱贫的最大难题。”松垛沟村
党支部书记王松伟介绍，松垛沟村辖
11个自然村，共有222户 992人，建档
立卡贫困户98户418人，是下汤镇贫
困发生率最高的一个村，人均可耕地

非常少，基本上靠天收。尽管村里大
多农户有香菇种植经验，但因道路不
通，加上天气、缺水造成的落菌等损
失，农户忙活一年也收入不了几个钱，
其他乡村经济也很难发展。

“原先我家住在‘大黑潭’，距村委
会8公里。”脱贫户赵须党对此感受颇
深，山民住得比较分散，日常用水取自
山沟，天旱时得跑很远去挑水。驻村
帮扶工作队入村后，挨家挨户走访，宣
传国家的扶贫政策，与村“两委”成员
一起筹资改善人居环境，为群众解决
饮水和住房困难等。

“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两委’专
门联系了水利部门人员进行现场勘
探，打了三口深水井。在我们大黑潭
的那口最麻烦，因为路窄过不了大型
机械车，硬是把山头劈了一部分，干
了两三个月。”赵须党说，他们村实现
了饮水全覆盖。通过农村危房改造，
他和另外76户村民搬进了镇上的新
房。

产业扶持助发展

“光是种植香菇，去年我就收入六
七万元。”脱贫户费坤奇说，他家6口
人，上有老、下有小，根本出不了远门
打工。前几年种椴木香菇，由于缺乏
经验，再遇到恶劣天气，经常赔钱。驻
村帮扶工作队了解情况后，协同村里
给他安排了公益岗，负责村里的治安

巡逻，每月有几百元收入，还让他参加
了多场种植、养殖技能培训。

慢慢地，费坤奇明确了发展思路，
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今年种了两三万
节椴木香菇。通过村里、驻村帮扶工
作队组织的消费扶贫产品对接会，他
和其他种植户将香菇销往广东、福建
等地。问及今后的打算，费坤奇笑了
笑，说：“村里正在规划开展香菇大棚
种植项目，我想着到时承包几座，这样
可以降低一些天气、气候等因素所造

成的损失，保证香菇的产量、质量以及
新品种的引进和开发。”

“就香菇大棚种植这个项目，目前
村里已经流转了50多亩土地，第一批
计划建设30座，每年收取一定租金，
用于村里公共设施建设、村民事务
等。除此之外，我们还打算结合这里
的村情风貌，多角度、多思维发展民宿
旅游及新的集体经济。”王松伟和鲁山
县人民法院驻松垛沟村第一书记郭伟
涛表示。

松垛沟村：香菇越种越多 腰包越来越鼓

松垛沟村村干部及驻村工作人员与余运通（右一）一起分拣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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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11月 25日上午，郏县安良镇老山
薛村附近山冈上，满目葱绿的迷迭香
呈现出勃勃生机。“这迷迭香的香味很
浓，只要你从这地里走几步，身上就带
香！”42岁的郝战夺乐呵呵地说，“明
年3月份，这迷迭香就又该采收了。”

山冈种植迷迭香

2011年前，郝战夺在距家不远的

禹州市神垕镇跑运输，虽收入不菲，可
回乡创业的想法始终在心头萦绕。

2011年春，郝战夺发现迷迭香是
四季常青植物，十分耐旱，叶片还可制
茶、入药，于是果断辞去工作，回村承
包了600亩山冈地，从禹州市引进迷
迭香种苗种植。

2012年，郝战夺结识了禹州市中
药材生产办公室主任南林坡。南林坡
查看了郝战夺种植的迷迭香后大加赞
赏，说老山薛村的气候、土质很适合种
植迷迭香，又详细向郝战夺介绍了迷

迭香的功效和发展前景。南林坡的话
让郝战夺激情澎湃，他又租地600亩，
将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

2013年 2月，郝战夺种植的迷迭
香开始采收。晒干后的迷迭香每公斤
卖到10元，一亩地实现收入2500元。

赚取了第一桶金的郝战夺对未来
充满了信心，决心带领乡亲们大干一
场，早日让穷山沟的人们富裕起来。

带领乡亲抱团致富

2013年，郝战夺成立了郏县森科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吸引了13名村
民加入，实行分片管理，统一为社员提
供优质种苗和技术、销售服务。

2014年，合作社迷迭香的亩产量
达到2000公斤，当地市场价格也回落
到每公斤3元。恰在此时，禹州市一
家收购迷迭香的厂家因经营不善倒
闭。郝战夺远赴湖南、安徽等地跑销
路，将合作社生产的75万公斤迷迭香
以9元一公斤的价格卖了出去。

老山薛村贫困户郝国锋加入合作
社后，分包种植了100亩迷迭香，年实
现收入15万元，一举脱贫并买了新房
和轿车，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要不是战夺给俺找到了这个致富
项目，哪会有俺家的今天，真是太感谢
他啦！”郝国锋说。

村民张红亮、张占军、张红伟都是
村里的贫困户，他们在迷迭香种植基
地务工，每人年收入 4万多元。2018

年，张红亮等三人光荣脱贫。
在郝战夺的积极带动和安良镇党

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该镇迷迭香种
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很快普及到段沟、
高楼、磨石坑、岩郭、雷庄、邢楼等多个
村庄，种植面积达1500多亩。

迷迭香香飘四方

2015年，合作社种植的迷迭香再
次获得丰收，郝战夺将目光投向了迷
迭香深加工。

他投资 10 多万元购买了炒茶专
用设备，高薪聘请炒茶师傅前来指
导。晒干的迷迭香经过精心加工后变
成芬芳四溢的迷迭香茶。郝战夺还与
广州、洛阳、郑州等地的厂家达成合作
意向，把迷迭香加工成香皂、面膜、枕
头、香包、熏香、鞋垫等产品。迷迭香
系列产品上市后，年实现纯收入80多
万元。2017年，郝战夺仅在迷迭香种
植基地就销售香包、枕头、茶叶30多
万元，迷迭香干叶销售额150多万元。

段沟村的王听伟在郝战夺的帮助
下从2012年开始种植迷迭香，家中经
济条件很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他种植迷迭香 120亩，去年每亩
收入达到了6000元。

“郝战夺放弃高薪回乡创业，带领
乡亲走出了一条适合山村经济发展的
新路子，是推进安良镇经济社会发展
的带头人。”安良镇党委书记范宗锋
说。

郝战夺：迷迭香托起山村致富梦

看着长势喜人的迷迭香，郝战夺喜不自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