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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力量

“窝棚部落”蝶变“四美乡村”
大孟镇新郑岗村从“一无所有”到欣欣向荣

近年来，中牟县在美丽乡村
建设上下足功夫，各乡镇、社区、
村庄的党员在村容村貌整治、“厕
所革命”、村庄绿化亮化等新农村
建设方面勇当先锋，取得不俗成
绩。其中大孟镇的新郑岗村在一
位老党员的带领下，将昔日的无
电、无房、无路、无井的“窝棚部
落”，转变为今天推窗可见绿、起
步可闻香、村内交通便利、群众生
活富足、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新农村。

每一座城市都有着它的变迁
记，每一个村庄都有着它的成长
史。翻开大孟镇新郑岗村这一
页，你会发现它只是一个刚满 20
岁的年轻“小伙”。时间追溯到
2001年春，为了开垦土地，新郑
岗村老党员孙增安和村干部带领
群众来到距离老村 15公里之处
“驻扎”——这里无电、无房、无

路、无井，是一个地道的“窝棚部
落”，大家几乎回归到了“原始社
会”。但在接下来的 20年内，新
郑岗村群众在党员的领导下励精
图治、艰苦奋斗，从最初的“窝棚
部落”一跃而成为现在的“四美乡
村”。

2019年，新郑岗村在大孟镇
党委的支持下，在新一任支部书
记陆红坡的带领下，按照“美丽乡
村”的标准对新郑岗村进行规划
设计，新安装路灯 140盏,新修环
村路和村中道路5100米。

新郑岗村的种植土地是半沙
半土土质，且处于洼地，常年积水
较多。为此，村干部和村民广开
思路，多方考察，寻找适合当地土
地特性的经济作物。在多次尝试
后，发现莲藕种植是个好项目。

生态环境的变化，黄河水利
的整治，让新郑岗村的莲藕种植

面临新问题，村干部和镇党委、政
府积极谋划新出路，将传统种植
转型升级。如今，新郑岗村依托
河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技术指
导，建成了桃果品生产区 600余
亩，并开展新品种引进培育、新技
术试验示范、技术培训咨询等科
技服务，先后引进并推广了金辉、
黄水蜜、秋蜜红等早、中、晚不同
成熟期桃新品种 10多个，已成为
推动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示范基
地、产业化经营示范基地、新品种
新技术展示基地等。

未来可期。新郑岗村准备打
造生态旅游、观光农业、互联网+
认养农业等绿色产业链，计划建
成郑州市较大规模的都市观光农
业综合体之一。不久的将来，昔
日的“窝棚部落”将春能赏花、夏
能避暑、秋能摘果，成为集采摘、
观光、休闲、娱乐、餐饮、度假为一

体的都市休闲村庄。同时也将成
为集生产、培训、科研为一体的实
业研创培训基地和青少年农业科
普基地。

近年来，中牟县一直把建设
美丽乡村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
抓，要求以“保持村庄原貌，改善
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功能，建设

宜居乡村”为着力点，全力创建
“设施完善、环境整洁、生态优
美、卫生健康、文明和谐”的村镇
环境，让广大村民共享美丽乡村
建设成果。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张晓龙 王丹丹 刘瑶
文/图

郑庵镇大汾店村“凤霞姐”：

将草莓废苗变成宝
乡亲轻松挣外快

■致富榜样

“前几年，草莓季一结
束，俺就把草莓苗薅掉扔
了。现在凤霞姐给这些草莓
苗找到了出路，没想到当初
只能扔掉的东西现在也能换
成钱了。”来自中牟县郑庵镇
小王庄村的贾栓丽指着手机
上的转账记录开心地说:“你
看，俺拉的一车草莓苗卖了
快400块呢。家里几个棚，每
年光卖苗就能多收入两三千
块，这钱就跟捡的差不多。”

贾栓丽说的“凤霞姐”叫
冉凤霞，是郑庵镇大汾店村
人。2015年，在中牟县鼓励
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策
号召下，她毅然放弃在郑州
的生意，回到家乡。不久她
发现，作为全村及周边各村
支柱产业的草莓苗滞销，草
莓卖不上价。“我要盘活草莓
苗产业，把乡亲们辛苦培育
的草莓苗变成宝贝。”说干就
干，冉凤霞注册成立了中牟
龙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自
任总经理。凭借这个平台，

她采用“草莓采摘观光旅游
农业”模式，利用网络平台进
行资源推广，向全国发布草
莓及草莓苗销售信息，很快
就打开了全国市场。2016年
至今，大汾店村培育的草莓
苗和草莓销往全国 28个省
市区。每年平均为全村销售
草莓苗 1000多万株，为全村
及周边村民增收200多万元。

生产用苗的问题解决
了，冉凤霞又发现每到草莓
换茬时，大量的草莓苗株被
薅掉废弃，扔得路边地头到
处都是。冉凤霞见状即琢磨
能不能把这些苗株变废为
宝。通过上网查询了解到，
江浙以及山东一带，用草莓
苗做盆栽和园艺很受青睐。
机不可失,她一面与各商家联
系，一面组织村中闲散劳动
力组成“挖苗队”和“分拣
队”。“挖苗队”负责帮家里劳
动力少的种植户挖草莓苗，
“分拣队”负责把挖出的完好
的苗株进行分拣包装，并派

专人抽检。“不要小看一株草
莓苗，它体现咱做生意的诚
信、做人的品德。咱要保证
每株苗都是健康的、完整的，
每一袋装的株数比规定的只
能多不能少。”冉凤霞说。废
弃草莓苗也能换钱的消息在
草莓种植户中间不胫而走，
方圆十里八村的废弃草莓苗
都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冉凤霞
的收购点。订单不断增加，
规模越来越大，“目前组织了
5个挖苗队，每队五六人，一
人挖一天苗能挣 200 多块
钱。分拣苗的有二三十人，
拣苗的活儿较轻快，都是上
了年纪的来做，他们一天也
能挣个六七十（元）、百儿八
十（元）的”。“像俺这个年龄
的人去哪里干活都没人要，
在家也是闲人一个。现在凤
霞闺女给俺找了个挣钱的门
路，不管挣多少，俺高兴，儿
子媳妇也开心。”王大妈纯朴
的话语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们大年初二就开工
了，目前每天平均都不低于
10万棵苗的订单，草莓苗供
不应求，订单已排到5天以后
了。”冉凤霞每天忙得只能吃
上一顿饭，有时候夜里加班
到很晚。“能帮助带动更多的
乡亲增加收入，是我最欣慰
的事。”她正说着，一辆来自
浙江的大货车到了，冉凤霞
顾不上和记者说太多，急匆
匆奔过去招呼装车……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梁姗 文/图

“红薯大王”杨献增：

让甜赛枣泥的黄店红薯
走俏市场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2月24
日上午，在中牟县黄店镇打车李村
村民杨献增家的大棚里，红薯育苗
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拉地
沟、种母薯、平地，一派繁忙景象。
“这一个棚里可以种5000个母薯，
目前我一共有40个这样的大棚，
每个棚里都有 10多个工人在忙
着红薯育苗工作。”杨献增卷着
裤腿，鞋子和衣服上沾满泥土，
正在大棚里和工人们一起埋母
薯。

杨献增口中的“工人”，其实
都是打车李村和附近庵陈、绰
王、杓王等村的乡亲，他们年龄
最大的有六七十岁，最年轻的也
有 40多岁了。“母薯育苗的工作
比较轻快，干一天能挣百儿八十
（元），这可比在家里歇着强。”一
位年约六旬的大妈一边往土地
里埋母薯一边笑着说:“我们从大
年初二就开始干了，今天阴历十
三，每个人都挣了千把块钱了。”

杨献增是黄店镇远近闻名的
“红薯大王”，这几年从育红薯苗，
到红薯收获季节做红薯粉条，已
经把红薯相关产业做得小有规
模。单说一个育苗季节，这40个

育苗大棚就会给他带来大约20万
元的收入，同时还能带动周边的
闲散劳力在农闲季节有活干、有
钱挣。打车李村 50岁的李丙昌
说:“育苗季我跟着献增兄弟，最少
都能挣个四五千块钱，足不出村，
活儿又不累，献增兄弟自己勤劳
致富也带动了我们挣钱。”

中午11点半，工人下班回家
吃饭休息。杨献增走出大棚，来
到路边的一辆面包车边，打开车
门指着里面堆着的一包包东西说:
“这是今天早上从山东发回来的
‘西瓜红’和‘龙九’品种红薯原种
苗，我一大早赶到尉氏拉了回
来。这种红薯苗是农科所培育出
来的原种苗，优质高产，病虫害
低。这次我买了9万棵育到大棚
里，以便给乡亲们提供优质的红
薯苗，为下季红薯丰收奠定坚实
基础。”杨献增淳朴的脸上充满憧
憬:“一人富不算富，我想带动乡里
乡亲把黄店红薯产业给做起来，
让更多人吃到香甜赛枣泥的黄店
红薯，让更多人吃到滑嫩劲道的
黄店特产手工红薯粉条和紫薯粉
条。”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梁姗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