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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在几乎每天都有考察团
来公司考察学习，昨天荥阳300多人来考
察，今天上午是160余人的登封农业考察
团。”3月 2日，小苍娃公司CEO、登封市
人大代表张振英告诉记者，“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给公司发展带来了不少
机遇。”

登封市的地理条件和环境气候非常
适宜芥菜、红薯、杂粮的生长，特别是芥
菜，个头大、品质好，芥菜加工已成为登
封农业发展的一项支柱产业，2011年 11
月，“登封芥菜”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
农产品。小苍娃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种
植、加工、销售、电商、研学为一体化，开
发有芥丝、韭花、粉条、方便粉丝、五谷杂
粮等产品，是郑州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重
点龙头企业。公司以“公司+基地+农户”
为发展模式，与800多户农户签订芥菜种
植收购合同，通过芥菜加工，带动周边农
户种植芥菜 1200多亩，流转土地 150余
亩建立芥菜标准化种植基地，免费为租
户提供芥菜种子及肥料，实施统一管理、
统一技术培训，统一产品收购，仅一亩芥
菜就可帮农户增收2700元。

小苍娃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还积极安

排周边乡村贫困户、留守妇女、残疾人、回
乡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到基地就业，剪韭
花、摘辣椒……平均每天可收益 80元左
右。目前，公司职工中留守妇女已占到员
工总人数的85%以上。“女工来公司上班，
平均每月可拿到 2700多元的工资，基本
可实现家门口打工赚钱。”张振英说。

公司现已将销售模式升级为“实体+
电商+直播”模式，并开设电子商务培训
班，培训电商人才50余人，助力贫困人员
通过培训独立开设淘宝、京东等店铺，走

上自主创业道路，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
增加农民收入。

“下一步，我们要充分挖掘嵩山农耕
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通过与旅游公司的
合作，实施‘产学研游’相融合，扩大和拓展
市场空间；另外，把农村闲置的房屋利用起
来，统一装修搞民宿，增加经济。让芥疙瘩
变成‘金疙瘩’，让乡亲们富起来。”坐在传
统纺花车、织布机前，张振英边演示纺花、
织布技术，边勾画着乡村振兴蓝图。
登封融媒记者 杜向东 文/图

■乡镇之声

告成镇
开展植树护绿实践日活动

本报讯 草木蔓发春光好，植树护绿正
当时。3月 11日，登封市告成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组织各村（社区）志愿者开展
“植树护绿”新时代文明实践日活动。

植树现场，大家选苗、拿锹、扶苗、铲
土、踩实、提桶浇水，配合默契，1.4万余棵
小树整齐栽种到了各个植树点，全镇绿化
面积达 200余亩，为建设美丽告成再添一
片生机勃勃的绿色。下一步，告成镇将借
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继续组织广大干
群把这种植树精神延续下去，为建设生态、
宜居、人文的美丽告成再添新力。
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
\

唐庄镇
组织机关干部义务植树

本报讯 3月10日上午，登封市唐庄镇
组织机关干部到王河村，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为树立全民“植绿、爱绿”的生态环境
理念，唐庄镇利用宣传标语、滚动大屏、流
动宣传车等媒介，持续开展“护林爱林”宣
传，为护林营造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使
“绿就是金”的理念深入人心。
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 通讯员 王亚宾

宣化镇
植树造林 再添新绿

本报讯 春风吐绿万物新，正是植树好
时节。登封市宣化镇将植树造林、人居环
境整治与文明城市创建有机结合起来，3
月 11日上午，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到卧牛
山森林公园钟楼村步道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经过2个多小时的劳动，800多棵黄栌
迎风挺立，有效改善了钟楼村步道路段绿
化缺株断档、稀缺空洞、黄土裸露现象，为
镇容增添靓丽色彩。

下一步，宣化镇将结合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持续在主干道沿线、村组周围、房前
屋后点缀绿色“盆景”，计划全年新种植黄
栌8000余棵，不断引导群众共同缔造美好
生活。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通讯员 刘梦静

东华镇
全民创文 整治人居环境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东华镇以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把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抓手，
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及全镇党员志愿者积极
开展创文工作。

截至目前，东华镇共交办整改环境问
题24处，绿化道路180米，清理主次干道两
侧垃圾、杂草及乱堆乱放5公里，整治背街
小巷生卫生死角300平方米。

下一步，东华镇将压紧压实责任，建立
问题台账，对标对表、立整立改，做好日常
维护不松懈，以实际行动扎实推进创文工
作深入化、常态化，确保各项工作任务高标
准完成，为创建美丽登封贡献力量。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通讯员 刘文锦 程少博

石道特色产业跑出登封乡村振兴“加速度”

据记载，黄精属百合科植物，宋代苏
颂曾说：黄精南北皆有，以嵩山、茅山者
为佳。“嵩山地区的气候特别适宜种植黄
精，今年首批种植面积 51.7亩，重点打
造黄精种植示范基地。”产业基地负责人
赵海瑞介绍，登封市林下黄精种植基地
项目，总投资1.2亿元，分三期进行，主要
以林下有机黄精为核心，通过2~3年时间
的经营发展，把该项目打造成集林下有机
黄精数字化种植、销售、加工、文旅、康养
民宿等于一体的支柱产业和民生产业。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这为
我们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明确了工作抓手
和努力方向。”石道乡党委书记王绍锋介
绍，近年来，石道乡围绕“农副产品品牌
化、生态资源高效化、乡村旅游特色化”目
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实施“双万”
工程，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

着力打造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石

道乡坚持试验、示范、推广“三步走”，科
学制定发展规划。去年已在邵窑、范窑、
许韩、术村、上窝等 12个村发展种植了
5000余亩中药材基地，群众当年就有了
较高的收益。今年，该乡已在各村大范
围推广，力争 1万亩的规模，并积极推行
“公司+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户”合作模
式,探索庭院种植、“粮药套种”“林药套
种”，以“5000亩自营+5000亩订单农业”
的合作方式,实现“统一供种、统一育苗、
统一管理、统一回收、统一品牌”,提高中
草药产业抗风险能力，打造石道中草药
品牌。

石道乡制定“一篮子政策”支持建设
万头肉牛养殖基地。借助该乡肉牛产业
及大金店镇蔬菜产业的优势，开展乡际
全方位产业发展合作，共享已签约的科
研机构、技术人员等资源，合作扩大肉牛
养殖及蔬菜种植规模，实现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政府牵头成立养牛协会，对辖

区内肉牛养殖单位和农户提供技术咨
询。今年，石道乡计划改扩建标准化肉
牛养殖场 2座，实现肉牛存栏量突破
10000头。

石道乡持续围绕特色产业拉长产业
链条。依托“武记”“术师傅”等本地“土
字品牌”，做好熟食牛肉、牛肉酱、八大碗
等“土特产”文章，形成养殖、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循环农业特色产业；引进专业
团队进行优质育苗，打通蔬菜分拣中心
销售渠道，健全联农带农富机制，确保蔬
菜种植面积突破 2000亩，实现蔬菜产业
前伸后延。立足陈家门、李窑等美丽乡
村，依托“山上林下”“九间房”等原有产
业，推动一批民宿项目落地，形成“农旅
养”多链驱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发
展新格局，让特色产业跑出登封乡村振
兴“加速度”。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宋跃伟 文/图

张振英的乡村振兴蓝图

让“芥疙瘩”变成百姓的“金疙瘩”

本报讯 惊蛰已
过，正是春播的大好
时节。3月 13日上
午，在登封市石道乡
陈家门村高坡嵩山
林下黄精数字化产
业基地，四五十名群
众正在平整土地、播
种黄精，为该乡发展
“万亩药材种植基
地”注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