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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月以来，登封大街小巷
涌现核桃销售热潮，以目前核桃
的价格，每亩核桃将为农民带来
4000～5000 元收入。近日，颍阳
镇政府又传来喜讯，该镇已与洛
阳农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了核桃深加工投资意向书，项目
规划占地 500 亩，总投资 8 亿到
10 亿元，项目拟选址农丰科技颍
阳万亩核桃基地附近。项目分 3
期建设，第一期用地 150 亩，投资
2 亿元建设核桃休闲食品厂，发
展核桃休闲食品；第二期用地
200 亩，投资 3 亿到 5 亿元建设核
桃露厂，发展核桃露等饮品；第
三期用地 150 亩，投资 3 亿元建
设核桃保健品厂，发展核桃保健
品。其中一期工程核桃休闲食

品加工厂建设计划 2014 年 9 月
开工，2015 年底竣工，计划工期
15 到 18 个月。该项目全部建成
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20 亿
元，创利税3亿元。

怎么让农民从核桃种植中获
得更大利益？登封市林业局一名
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登封将进
一步拉长核桃种植产业链条，走
深加工之路，创造登封农业的自
主品牌，通过培育壮大示范合作
社及龙头企业，对核桃加工和营
销示范合作社、龙头企业实行优
胜劣汰竞争机制和年度评估管理
机制。目前，登封培育核桃种植
合作社已达 21 家，从而进一步提
高农民收入，为减少农民种植核
桃买卖风险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昨天，登封市大冶镇西施村的杨老汉早早赶到地里侍弄核桃树，今
年，杨老汉在5亩山地种了200多棵核桃树，他兴奋地说：“今年的
收成好，种核桃省时省力挣钱多。”据悉，登封市核桃种植面积已近
16万亩，核桃产业已经成为山城登封农民致富增收的主导产业之
一。 郑州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韩心泽 冯俊超 文/图

登封颍阳镇李洼村是曲剧之
乡，不过，作为核桃种植大村也
早已蜚声郑州、洛阳一带。李洼
村干部李振选介绍：“俺村老百
姓最早以种烟叶为主，2003 年，
村里引导群众栽种核桃树 803
亩，3 年之后，核桃树进入盛果
期，很多群众走上了富裕之路。
看到种核桃比种植烟叶划算，现
在村里家家都种核桃，已发展到
今天的 2.2 万亩。”颍阳镇“中灵
山”牌核桃被农业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命名为无公害产品，被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
色A级产品。

登封全域都处在浅山丘陵地

带，地薄干旱，不适宜种庄稼，但
适宜种核桃。2010 年，该市出台
了《关于加快推进核桃产业发展
的意见》，各乡镇街道办，贯彻学
习各种政策及广泛宣传动员，提
升了农民种植核桃意识，群众积
极参与核桃种植，核桃产业得到
了快速发展。从过去的颍阳核桃
独揽市场，到今天的卢店核桃、大
金店核桃等乡镇核桃平分秋色，
种植核桃已从过去的“定点化”到
今天的“遍地化”。截至 2013 年
底，核桃种植形成万亩乡镇 6 个，
千亩专业村 26 个，其中进入盛果
期面积 1.87 万余亩，年产干果大
约3275吨，年产值达1.31亿元。

▶▶核桃种植已“种”入民心

本报讯 19 日 17 时，“郑州晚报和谐社区
文化行”第十三站活动在中牟县新世纪广
场举办。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报头的

《郑州晚报》与共和国同龄，今年已经创刊
65 周年，改版 12 周年，作为市委机关重要
刊物的《郑州晚报》，为宣传中牟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次活动节目众多，有中牟县高登艺术
学校小朋友们的歌舞表演、诗歌朗诵、小提
琴演奏、拉丁舞、跆拳道等。其间，有奖竞猜
送礼品环节将活动推向高潮。

《郑州晚报》中牟县发行站站长骆泽伟
说：“今天我们发行站 18 名工作人员，统一
着装，顶着酷暑，早早来到这里，为此次活
动的圆满成功服务到底。”

“此次活动，是中牟人民文化生活的又
一件喜事，更是践行郑州市委、市政府提出
建设‘文化强市’的具体体现，对于营造欢
乐、祥和的群众文化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中牟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衡文学说。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杨亚博

欢歌笑语，唱响中牟
“郑州晚报和谐社区文化行”第十三站走进中牟新世纪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