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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媒 为友初冬，记者走进了巩义市鲁庄
镇，在该镇的南村寨村品尝到了最
近很火的玄藏菊花茶。抿一口，清
甜回甘，香气淡雅，让人心旷神怡，
细究之下，原来这菊花茶大有来
头。“菊花不仅是俺村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还带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被称为是增收致富的幸福花，也是
助推农旅融合的幸福茶。”在村农业
合作社所在地“寿客居”，村党支部
书记杨向春打开了话匣子。
记者 李晓霞 文/图

不断探索菊花多元化产业种植之路
南村寨村位于鲁庄镇区西南 3公里

巩义与偃师交接处，区域面积 5.6平方
米。辖 2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 172户
801人，村庄自然形成约有560年历史，这
里北依凤凰山，南有古休水河环绕。古代
这里一直作为登封市至偃师市缑氏镇一
线连接巩义市、回郭镇的交通要道，目前
遗存有马道、大路坡等古道遗址；历史上
著名的大唐高僧玄奘法师出生在村南一
角，村南桑家沟水库南岸即为春秋滑国故
城遗址，现存有清道光十七年三月而立
“古滑城”城门。村南休水河畔的“滑城烟

雨”，风光绝妙。
南村寨盛产甜菊花，可三月采芽，九月

采花。它“阳春发嫩芽，争春茎挺拔，秋风
叶不落，披霜绽黄花”。近年来，南村寨村
不断探索菊花多元化产业种植之路，已逐
步从单一的种养模式向集现代农业、休闲
旅游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转型，
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先后投入30余
万元对村南沟1-4号宅院（杨和五故居）古
建筑进行修复改造，建成“寿客居”。

有了好项目，选址是关键。“寿客居”
取菊花寓意，寓意“一杯菊花茶，迎八方来

客”，体现了南村寨村以茶会友、热情好客
的姿态。这里是南村寨村野菊花产业园
的主要组成部分，该建筑群始建于清乾隆
三十年（1765年），其建筑综合了北方四合
院的建筑特点，色调古朴、庄重大气，是全
村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处古建筑群，2012年
被巩义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列入市级古建
筑文物保护名录。盛开的菊花与目前已
建成的晾晒、炮制、加工、分拣、包装、茶室
等部分功能场所交相辉映，恰似陶渊明笔
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
图景，营造出南村寨村生态宜居的环境。

要在做精、做强、做大上下功夫
杨向春告诉记者，南村寨村经济合作

社于 2018年 11月注册成立，注册集体土
地面积 855亩，资产总额 93.45万元。业
务范围涉及集体资产经营与管理、集体资
源开发与利用、农业生产发展与服务、财
务管理与收益分配等。合作社2018年12
月正式开始运行，目前合作社理事会 7
人、监事会 3人，接受群众现金入股 32
人。有效利用土地220亩，菊花种植面积
100亩，亩产菊花 30斤，预计年产值 50万
元。目前合作社办公地点“寿客居”长期
聘用经营人员3人。

“菊花茶在市场上很热销，品牌兴则

农业兴，作为我们村的一块金字招牌，只
要在做精、做强、做大上下功夫，才能越做
越顺溜。”杨向春信心十足。原来，他们的
产业发展机遇难得。鲁庄镇作为特色文化
乡镇，文化发展资源雄厚，小相野菊花作为
地标性特产作物申报成功，南村寨村作为
特色野菊花全覆盖产区，又具备旅游观光
的地理优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据悉，由于南村寨村菊花的优良品质
广受欢迎，鲁庄镇党委政府已指定南村寨
的菊花作为全镇对外专用特产礼品，今年
起，一些补贴政策也已经明确，合作社规
模经营的小麦每亩每年补贴400元，菊花

作为中药材每亩每年补贴300元，还准备
专门为合作社办理菊花种植保险。此外，
政府一直在努力扶持和鼓励农产品营销
商入驻，鼓励高素质乡土人才回归。橄榄
枝商贸、电商接触都是政府在为合作社牵
线搭桥。还有农行低息贷款的扶持政策，
杨向春越干越有劲头。

鲁庄镇副镇长柳文斌说，南村寨村菊
花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有望成为文化发展
有优势、产业发展有龙头、旅游发展有亮
点的“文化+农业+旅游”三位一体生态
村，也将逐渐成为鲁庄镇各村集体经济的
典型示范。

在采访中，杨向春多次提到“一轴、两
区、四板块”。“一轴”指的是沿村东西主干
道形成的产业发展轴。“两区”是以东西村
主干道为界，形成的南部特色农业种养集中
区和北部现代农业区。“四板块”包含了特色
农业种植板块，规划区域位于村东西主干道
止水库周边，主要引进菊花、观赏果树等特色
农作物，依托产业区内桑家沟水库景观，以及
玄奘出生地、滑国古城遗址文物景观、村寨古

建筑与自然风光等结合，形成“菊花+旅游+文
化”三位一体产业发展格局；生态家禽养殖板
块位于主村道以南，沿水库周边沟叉。针对
养殖用地分散、规模较小、污水处理困难等问
题，逐步划分整块土地专门发展养殖，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实现布局合理、规
模化、生态化养殖。布置休闲垂钓、农业观
光、品尝土菜、欣赏民艺、科普展览等多个功
能区，打造集旅游、娱乐、休闲、度假于一体

的高品位生态农家乐项目；现代农业板块位
于主村道以北，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地
块平整、规模化经营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实
施规模化农业种植。商贸娱乐板块区域位
于东西主村道以南中心地带，以新建村委为
契机，完善活动场地，将村委周边打造成全
村文化、经济、政治中心，全面带动商业经济
的发展，方便群众生活，不断提高群众生活
质量，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到了南村寨村，“好人家庭墙”不可不

看，作为鲁庄镇乡村治理的一张亮丽名
片，在各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被赋予了新
内涵。2018年 9月开始，该村持续开展
“好人家庭”评选活动，把邻里团结、家庭
和睦、孝敬父母、诚信守诺等方面先进典
型，每季度在村里的“好人家庭墙”上进行
公示。如今，“好人家庭墙”已成为南村寨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助推器，人与人关系的
黏合剂，文明新风正逐渐吹遍全村的每个

角落，营造出浓厚的崇德向善氛围。
“自从有了‘好人家庭墙’，村里没出过

啥解决不了的家庭纠纷和邻里矛盾，群众
心里有疙瘩了，墙面前的石凳上一坐，大事
能化小，小事能化了，很多问题不出村就能
解决喽，在促进乡风文明这块儿确实发挥了
大作用，村里风气正了，人心齐了，难事不再
难。村民主动退还侵占的集体土地，俺村从
一个有名的贫穷村，现如今成了集体经济蓬
勃发展村。”在杨向春看来，“好人家庭墙”的

作用还不止这些，随着“好人家庭”评选活动
的开展，已经在全村持续掀起学习好人、崇
尚好人、争当好人的热潮，一系列变化悄然
发生：红白喜事从简办的多了，做好人好事、
无私奉献的多了，孝敬公婆、家庭和睦的多
了，邻里融洽、人际关系和谐的多了……“想
要把一轴、两区、四板块蓝图变为现实，把项
目做精、做强，离不开乡风文明，只有村民
的整体素质提高了，才能大开村门迎八方
佳客。”杨向春告诉记者。

形成“菊花+旅游+文化”三位一体产业发展格局

南村寨村尽显生态宜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