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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庄：花生带起致富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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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南朋英 文/图

“今年雨水充足，村里的花生
再过十几天就要收获啦。”8月 15
日下午，叶县常村镇杨林庄村党
支部书记李建平在电话中说。

杨林庄村立足山区实际，围
绕花生做文章，带动村民脱贫致
富，把种花生、养肉牛、加工食用
油结合起来，探索种养互补、产销
一体、农牧结合、生态循环的乡村
振兴之路。

依托花生种植，衍生产业
链，该村集体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除了“托牛所”租赁收入、饲料储
备库等收入外，该村还大力发展
食用油生产。

2019年，该村采取集体入股
方式筹资 40 万元，建起了杨林
庄鲜油坊，短短半年时间就收购
加工花生、菜籽、芝麻等 50 余
吨，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村民种的花生除了自己
家用外，还可以直接卖给鲜油
坊，不用出村就能销售。村里

鲜油坊依托连片原产地花生
等，采取订单式生产，供应给平
煤神马集团、平顶山学院等单
位，供不应求，甚至还需要去邻
村采购花生。投资入股村民可
以获得分红收入。”李建平说。
目前，鲜油坊的年毛利润为六
七十万元，股东分红也相当可
观，入股 10000 元一年分到了
15000元。

另外，村里还建有光伏发电
站，每年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5万元，已经实现分红。金融互

助社目前已投放资金 60 万元，
获得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村里还加大了人居环境整
治力度，配齐保洁人员、垃圾收集
设施和清运车辆，清扫积存垃圾，
治理污水排放，规范生产生活物
品摆放，新栽风景树1200余棵，
安装路灯126盏，完成了亮化美
化绿化工程。

现在的杨林庄村，村容村貌
得到较大改善，村级产业得到壮
大，集体经济收入增加，正坚实
有力地走在乡村振兴之路上。

来到常村镇西南 4 公里的
杨林庄村头，顺着穿过该村的扶
贫旅游线路望去，花生田绿油油
的，近处有几棵小树，远处是起
伏的小山，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
村画面。

“花生今年结得可稠，已经
长饱满了，可以煮着吃了。”60
多岁的村民许元亭骑着自行车，
后座上带着刚从地里拔的一棵
花生，正顺着扶贫旅游线路往家
赶，见到杨林庄村党支部书记李
建平时，跟他打招呼。

许元亭家今年种了四五亩
花生，村民还有种10多亩的。杨
林庄村共有232户 1100多人，耕
地面积715亩，其中高产花生种
植就占了600多亩，几乎家家户
户都有种植。

来到村口，喷泉假山和游
园景观映入眼帘。往村里走，只
见村民家清一色的平房，村党员
群众综合服务站和标准化卫生
室干净整洁，跟城里社区设施差
不多，还有文化大舞台，方便举
办活动。

附近小凉亭里，47 岁的村
民陈更文在纳凉，他家有四口
人，今年种了约6亩花生。“一年
种一季，一亩地有 2000 多元钱
的收入。农闲时，我还在村里干
些杂活，比如修修沟补补路，也
能有些收入。另外，政府补贴一
部分钱，我家盖了新房，居住条
件得到改善。”他说。

跟随李建平来到村民高德
辉家。只见院子外面，高德辉跟
妻子正坐在桌子前串珠。“3 分

钟可以串一串，聊聊天看看电视
的时间就完成了，一天能串百十
串挣些钱。”高德辉说。他家的
院子干净整洁，正屋是平房，厨
房、卫生间单独设置。“我老伴儿
多病，父亲80多岁了，以前家里
条件不太好，住的是瓦房，一下
雨就会漏。记得前几年下大雨
时，屋里漏雨太厉害，村干部帮
我们搬到村部去住，一直到雨停
了才搬回来。2018年，政府补贴
钱，帮助我家盖了新房。”

高德辉说，他家今年也种了2
亩多花生。“我们这儿村干部统一
帮助联系购买化肥、农药，送到村
里供大家使用。村里还有种植合
作社，需要打药时会提前通知，还
开展了技术培训，所以我们种的
花生虫害少，质量有保证”。

村民普遍种花生

村里建起“托牛所”

杨林庄村的“托牛所”是村
里为养牛户提供的专业养牛场
所。

“发展肉牛产业，可以促进
村民增收。采取出租场地寄养
的方式，又可以增加村集体收
入，也有利于保护乡村环境，避
免出现脏乱现象。”7月30日，常
村镇宣统委员蒋荣强说。

据李建平介绍，2018 年初，
村里组织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到
郏县考察花生加工及肉牛养殖，
回来后村干部带头上项目，把种
植花生、摘果脱壳与饲料收购储
备、肉牛饲养繁育结合起来，带
动村民致富，2019 年即投资 30

万元开始建设肉牛养殖场，也就
是“托牛所”。

在这座“托牛所”偌大的棚子
下，母牛或站或卧，或吃饲料或休
息。饲养员拉着车子进入里面，用
铁锨清理粪便。

64岁的村民董留成刚刚来
这里上班，他说：“干铡秸秆之
类的活儿，一个月可以挣千把
块钱。”村民张小东是这里的养
牛大户，租棚养母牛百余头，生
崽出售，一头能卖五六千元，经
营3年下来，收入不菲。“我原来
在青海跟别人跑大车做运货生
意，赔了钱。回到村里后，贷款
养起牛来，供不应求，不用出村

就卖完了。”张小东说，“感谢村
里的支持，帮我开资信证明，协
助办理了贷款手续，省了我不少
事儿”。

“托牛所”里的牛吃什么
呢？饲料不用出村就能搞定！
该村建有2000平方米的饲料储
备库，只见打成捆的秸秆整齐摆
放在角落，堆得像小山一样，足
有100多吨。

据李建平介绍，他们购买了摘
果机、打捆机，建设了饲料储备库，
免费为该村及周边村群众摘花
生、收购花生秧等，打成饲料卖给
村“托牛所”的养牛户，在支持村民
养牛的同时，村里也增加了收入。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绿油油的花生田

↑村民在家串珠

↑“托牛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