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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干的艾草需要进一步深
加工才能变成产品走向市场。
生产艾灸条、艾绒被、艾绒枕等
都需要艾绒，艾绒加工厂的建设
势在必行。今年4月17日，总投
资 100 万元的栗林店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艾绒加工厂正式投产
开业，每年固定为村集体增收
3.2万元。

走进艾绒加工厂，经过流水
线生产出来的艾绒装袋码放，堆
积如山。利用闲置民房作为厂
房，栗林店艾草深加工主要生产
艾条、足浴包、艾枕等产品。一
些无法外出打工的村民可以在
家门口挣钱。

“地里有十几个人收割艾
草。做艾条的有6个人，做足浴
包的有十多人，艾绒加工厂里有
五六个人……在厂房作业的有
二三十人。”邓见成说。

负责抓艾条、足浴包生产的
蔡字恒说，厂房用的是他和姐姐

家闲置的房子，足浴包目前库存
充足，最近主要在生产艾条，“从
加工厂拉回艾绒后，我在庄上找
人做艾条，有三台机器。”

“做足浴包领的是计件工
资，一天能挣六七十块，活儿也
不累，还离家近。”70多岁的村
民姬贵先家就在厂房旁边，迈
迈腿就到了，她常常吃过早饭7
点钟就到岗了。她和老伴蔡全
合最多一天装了 2400 袋足浴
包。

该村村民杨长胡患心脏病
多年，妻子双目失明，女儿在上
大学，经济困难亟须帮扶。村里
为他们提供了加工足浴包、到艾
草地锄草的活儿，两人平均一天
能挣百十元。在家门口能挣到
钱还方便照顾家人，杨长胡干活
有了劲儿，精神头也足了。

栗林店村党员群众综合服
务站位于省道旁边，文化广场
上有个村民施展才华的大舞

台，还有一处展球技的篮球场。
走进栗林店村艾产品展厅，

艾香扑面而来，足浴包、艾枕、艾
条、艾绒被……这里的艾产品包
装精美，琳琅满目。近些年，艾
草被广泛应用于医疗、美容、养
生、保健和食品等领域，随着人
们养生保健意识的增强，市区艾
灸馆如雨后春笋般开办。栗林
店村致力于打造艾草精品，目前
已开始订单销售。7月26日，湖
南客商订的一批艾草产品装车
发货。

今年 7月，郑州、新乡等地
遭遇特大暴雨灾害，灾情牵动人
心。7月28日，邓见成为市应急
救援指挥中心、卫东区消防救援
大队、杨根思部队、中部战区某
旅捐献了 1100 箱、价值 10 万元
的足浴包。“救援行动很辛苦，送
去足浴包是我们的一番心意，可
以让一线回来的官兵们泡泡
脚。”邓见成说。

栗林店：小艾草长成大产业

□本报记者 尹家祥

8月20日，在叶县常村镇栗林店村
臻艾科技有限公司艾草种植基地，微风
吹过，绿油油的艾草散发着幽香，务工
村民们正手持镰刀弯腰收割。这些
收获的艾草经过晾晒、深加工后，就
变成艾产品走向养生保健市场。

栗林店村如今种植艾草 500
多亩，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为村民
创造了就业岗位，已形成种植、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

在栗林店村冯建海家的养
殖场里，中间堆放着饲料，北边
的羊圈里养着50只羊，南边的
猪圈里大大小小养着 100 多头
猪。皮肤呈淡粉色的产仔母猪
一字排开躺在地上觅阴凉。

“俺家搞养殖三四年了，羊
是才买的，还没有卖过。猪一年
卖百十头吧。”冯建海表示，最近
猪价上不去，不过作为养殖户得
稳住神儿。

家在省道旁的黄守福也是
养殖大户。“咱这儿时兴养白牛，
交通便利，出栏有人上门买，很
好卖。”黄守福说，他一共养了
20 多头牛。打开院门，一捆捆

草料方方正正，堆积如山。再往
里走是羊圈，有40多只羊。

黄守福说，到了年底就可以
出售羊了，今年4月份已经出售
了一批。紧挨牛栏羊圈的是黄
家盖的两层楼，门外有家用拖
拉机、打草机，还停着一辆小轿
车。“俺家从2007年开始养猪，
有一年下冰雹，刮大风，大树倒
下来砸塌了猪圈，后来改养牛和
羊了。”

问起村里有多少养殖户，随
行的村监委主任黄守高和黄守
福掰着指头算了算说有20户左
右。据了解，村里已准备成立养
殖合作社。

邓见成说，栗林店村集体经
济收入艾草占了大半。他们村
的所有农副产品如鸡蛋、蜂蜜、
面粉、红薯、花生、艾条、足浴包
等，通过合作社销售，增加村集
体收入。村里还准备成立面粉
厂，推出绿色、高筋面粉。下一
步，村里将继续推行多样化种
植，扩大艾草种植面积的同时，
计划种植金丝菊 100 亩。“我们
村是村社一体化，合作社的收入
也是村集体的收入。村子耕地
面积比较大，村集体增收还得靠
土地，预计今年村集体收入在10
万元以上，发展产业将使更多老
百姓受益。”

栗林店村是常村镇的东大
门，位于省道234和330交叉口
西 4 公里处，全村共有 455 户
1800多人，耕地面积4200亩，人
均耕地 2.2 亩。为响应上级号
召，栗林店村决定调整种植结
构，因地制宜种植艾草。

“艾草适应性强，种植技术
易学，一年可收割三茬儿，药用
价值高，可以深加工，打造精产
品，市场需求量大。栗林店的土
壤、气候、环境也适合种艾草。”
该村党支部书记邓见成说。

2018年底，栗林店村集体流
转了 398 亩土地，开始种植艾
草。刚开始由于管理模式和种

植技术落后，效益并不好。为
开阔视野，改进技术，该村先后
6次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外出
学习，并邀请专家来现场指导，
推广科学种植。他们按照“党
建+产业”的发展思路和“党
建+合作社”的发展模式，通过

“四议两公开”会议，确定实施
艾草种植个人承包与村集体经
济合作的模式。邓见成带头承
包，每亩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100元。

“地里的艾草是循环着割
的，第二茬儿还得一周才能割
完。三茬儿全部收完晒干后 1
亩地收成在800公斤至 1000公

斤。”8月20日，邓见成介绍道。
“天热时，早上 5点半开始

割，干到上午11点收工。”邓见成
的妻子张俊兰常到地里组织大
伙儿干活，务工村民每人每天能
挣100元。目前，该村艾草种植
已发展到500多亩，村民可以获
得“流转+务工”的双重收益。

常村镇党委书记赵幸伟乐
见栗林店艾草产业的茁壮成长：

“栗林店大力发展艾草种植加
工，带动群众参与进来，锄草、收
割、深加工……群众在这个产业
链上能赚到钱，还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带领大伙儿走出了一条致
富路。”

Ａ 艾草铺就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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