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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1月 15日，沿着蜿蜒曲折的水泥路
来到汝州市米庙镇官顶山脚下的焦岭
新村，只见一盏盏路灯齐刷刷地矗立在
村道两旁，新盖的民房整齐划一，墙壁
上或写着充满正能量的标语或画着寓
意深刻的宣传画，村民们三三两两坐在
文化广场或小游园内晒太阳。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驻该村扶贫工
作队副队长兼产业指导员马艳君刚忙
完手头的工作，就来到脱贫户焦团卫地
里查看他家花椒的长势。

种植花椒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今年46岁的焦团卫指着周围的荒
地和远处的马头山说：“前两年，那边还
是杂草丛生的荒山，现在种的都是花椒，
是我们村的集体经济项目，等挣钱了我
们都有分红呢，这搁以前想都不敢想。”

焦岭村有 159户 516口人，贫困人
口95户320人。由于交通闭塞、农业耕
地自然条件差，贫困人口基数大，集体
经济薄弱。村后边的马头山山高坡陡，
杂草丛生，由于没有水源，山上栽棵树
都难以成活，处于“放养”状态。马艳君
2018年来到该村后，和工作队、村两委
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利用荒山种植花椒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2020 年春节前，该村村两委和驻
村工作队带领村民在马头山上平整了

600多亩荒山，19天栽种了37500棵花
椒苗，并购置储水罐，铺设灌溉管网
3000米。

马艳君说，目前，花椒成活率比较
高。3年后，每亩花椒产值将达2000元
以上，将为焦岭村每年带来约80多万
元收益。现在不少村民把自己的荒地
也利用起来种成了花椒。

“我去年承包了20多亩荒地，大部
分都种了花椒。其实刚开始种花椒时，
我心里也很忐忑，因为不知道花椒苗能
不能活。但是艳君说行，我就种了，我
相信他。”焦团卫说。

引进脱毒红薯 提升产业效益

焦岭村是汝州市有名的“红薯村”，
但由于连年种植，红薯品种有所退化，
商品率和经济效益下降，一度影响到群
众种植红薯的积极性。

为破解这一难题，马艳君利用上大
学学的农学专业知识，把地里的土壤带
回单位做实验，然后又去外地考察学
习。2019年5月7日，他首次组织村民
代表前往河南科技大学，参观学习脱毒
红薯生产管理技术，并引进“商薯19”脱
毒种苗10万株，示范种植50余亩。当
年，焦岭村50亩“商薯 19”脱毒红薯喜
获丰收。

“当时去学习的时候我跟着艳君去
了，回来后就种了脱毒红薯，它不仅抗
病、抗旱，而且薯块大小均匀、产量高，

去年我家一亩地产了4000斤左右，最
重要的是红薯还好吃，卖价也比普通红
薯高。”焦团卫说。

今年46岁的村民李团结说：“以前
地里辛辛苦苦种的红薯，一到快成熟的
时候就会从心里腐烂，一亩地能收个几
百斤都不赖了。有的村民还出现过颗
粒无收的情况，坏的红薯喂羊羊都不
吃。现在种了脱毒红薯，亩均增产300
至500公斤，亩均增收近千元。”

“刚引进脱毒红薯苗时，很多村民
不相信。后来引种成功后，村民们种植

的积极性大增，不少村民要求种植，短
短几天，村里51户村民（其中贫困户40
多户）报名选种，还提前交付了种苗
款。”马艳君说。

目前，焦岭村共种有红薯 200 多
亩，种植的品种除了“商薯19”脱毒红薯
外，还有适合做粉条和做烤红薯的白心
红薯和红心红薯等多个品种，大大提升
了焦岭村红薯产业品质和经济效益。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引导焦岭村
群众扩大脱毒红薯种植规模，同时大力
发展花椒集体经济产业。”马艳君说。

马艳君：做好产业发展 持续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张骞 文/图

去宝丰县观音堂林业工作站，公
路弯弯曲曲通向山里。观音堂在宝
丰县西部，庆晓光担任包村干部的北
水峪村，又在观音堂的西部。这个西
部偏西的山村，地处宝丰、鲁山和汝
州交界，地薄、缺水，但自然条件的劣
势反而激发了人的智慧，作为产业指
导员，庆晓光从 2018年下半年引进迷
迭香种植项目，单亩增收三四倍。
2021年，北水峪村将实现迷迭香种植
全覆盖，这种香料植物将遍布北水峪
村的田野。

农户+公司 保证销路

1 月 14日上午，山间空气清新，阳
光格外明媚，庆晓光带着记者驱车赶往
北水峪村。

庆晓光33岁，是观音堂林业农业
服务中心主任，2017年8月到北水峪村
包村扶贫，后来又担任村里的产业指导
员。2018年下半年，经考察，庆晓光在
北水峪村试种 15亩迷迭香，收获后经
粗加工，销往洛阳一家公司。一计算，
单亩增收三四倍，村民种植的热情立刻
被激发出来了。

迷迭香的花和叶能提取抗氧化剂和

精油，广泛用于医药、香料以及食品的保
鲜保质等方面。庆晓光说，迷迭香耐旱、
喜欢沙土，堪称懒汉作物，而北水峪村是
山地，缺水，非常适合迷迭香生长。

车在山间停下，眼下时节，迷迭香
已收割完毕，山坡上下，尽是割后的根
茬。不过，作为多年生植物，到了春天，
这里又将遍地青葱。

庆晓光说，2020年，北水峪村有35
户贫困户种植迷迭香，全村种植面积
800亩，以“农户+公司”的形式，将种植
与销路挂钩，保证农民收入。

在结束了与洛阳某公司的合作后，
2020年1月，庆晓光成立了宝丰县志扬
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户收割完毕，直接
由合作社收购并进行粗加工，免去农户
一切辛劳。

各种实惠 村民种植热情高

车到北水峪村高洼组，路边晒太阳
的村民立刻站起来，给庆晓光打招呼：

“来啦？”简短的问候，尽是热情。
51岁的村民李现伟非得邀请去家

里坐坐，在记者建议下，几个人来到迷
迭香育苗基地参观。

在山洼的平地里，几十道地膜培育
着迷迭香苗，足以满足 1300多亩种植
需求。

李现伟自家种植30多亩迷迭香，
还参与种植合作社的200亩。2020年，
他每亩收入2500元左右，且有信心在
2021年提高到每亩3000元。他说，当
初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每亩只
能收获四五百斤。

尽管收入差别如此之大，但说服村

民种植迷迭香并不容易。村里的年轻
人多外出务工，家里只留下老人和孩
子。老年人对粮食最敏感，产量虽少，
但看着有吃的，心里就踏实，改种经济
作物，一时转不过来弯。

但种植迷迭香实在太实惠了：合作
社免费发苗，免费送农药、化肥，成熟收
割后，余下全交给合作社；针对贫困户，
政府每亩还有500元补贴。这样的实
惠，种植热情不高也难。2021年，北水
峪村原来的贫困户将全部种上迷迭香，
全村实现种植全覆盖。

除了自家种植，村民还可以在合作社
的田里干活。庆晓光说，2020年，仅在高
洼组的用工，就开出十六七万元的工资。

肉羊养殖 继续为村里增收

观音堂还有几十年种植花椒的历
史，山间空气好、日照充足，花椒质量
高。庆晓光担任宝丰县观音堂花椒协会
会长，将种植迷迭香的各种实惠，完全复
制到花椒上。庆晓光说，他们引进优良
花椒品种大红袍，免费发苗，收获后由合
作社统一收购，免去村民很多麻烦。

在北水峪村的山峰药皇顶，一座
3500只规模的肉羊养殖场已经建成，
这是庆晓光与北水峪村合作，为村集
体增收的项目。他说，山顶草木茂
盛，是天然牧场，半放牧半圈养，节约
喂养成本，而且草料纯天然，保证肉
质鲜美。

庆晓光说，他们计划取得农业部门
的绿色认证，建立“养殖—销售”链条，
以“村集体发展+公司”的形式，为北水
峪村增加收入。

庆晓光：种植迷迭香 香飘致富路

庆晓光（左）在给种植户李现伟讲授迷迭香育苗技术

马艳君（右）在脱贫户焦团卫地里查看花椒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