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国门创外汇

11 月 18 日，在西平县宋集镇崔

庄村惠农家庭农场，菇农正在忙碌

地采摘、筛选香菇。

据了解，该农场成立于 2018 年

4 月 ，年 产 香 菇 1800 吨 ，注 册 商 标

“敬大菇”，销往浙江、福建、四川等

地，出口韩国，带动周边群众务工

500多人。⑥7

本报记者 许 静 通讯员 于洪
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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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超市

驿城区 郑付生 13939671098 遂平县 丁继坡 15516806969
西平县 许 静 13513863226 上蔡县 刘永奇 15939659995
汝南县 席虎成 18239638811 平舆县 徐佳瑞 15836627179
正阳县 李玉荣 13939618718 确山县 张新义 13839677641
泌阳县 方 祥 13393951202 新蔡县 熊国森 13507665455

各 县 区 记 者 站 负 责 人

本报讯 （记者 方 祥）近日，在
泌阳县赊湾镇张湾村王龙家庭农场
萝卜种植基地，一片片绿油油的萝
卜地格外引人注目，村民正忙着采
收、外运，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

“我种的萝卜个大、水灵，生吃
脆甜。现在到了收获季，每天都有
村民过来采摘。目前，萝卜的市场
行情比较好，销路不是问题。”种植
户王书龙高兴地说。

通过这几年的土地流转，王书
龙种了 300 多亩萝卜，并安置 20 多
名村民在基地就业，还带动周边群
众种植萝卜 3000 多亩。在带动村
民种植萝卜致富的同时，王书龙还
是村里萝卜产业的经纪人。对于家
中劳动力少、不知如何销售的村民，

王书龙免费帮他们销售，提出科学、
合理的建议。

“为了提高萝卜的品质和产量，
我们积极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优
良品种。农业技术人员定期深入田
间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
从播种、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每个环
节都严格把关。在科学管理下，村
里种植户的萝卜个大、皮薄，深受市
场欢迎。”张湾村负责人说。

近年来，赊湾镇充分利用“张湾
萝卜”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渠灌、井
灌、提灌等水利设施，努力改善当地
农业生产条件，大力推广应用生态
农业生产模式，积极引导村民实行
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聘请省、市农
业专家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提高
村民科学种植水平；同时积极申报

无公害农产品原产地认证，致力打
造“ 张 湾 萝 卜 ”优 势 品 牌 。 目 前 ，

“张湾萝卜”种植面积在 3000 亩以
上，年产量在 1500 万公斤以上。

随着萝卜产业的不断发展，赊
湾镇正积极探索销售渠道，在与各
大超市、农贸市场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的同时，还利用电商平台将萝卜
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萝卜产业的发展为全镇农业
增效、群众增收提供了新途径。我
们将以蔬菜种植为突破口，结合本
地实际，大力培育特色产业。依托
规模化土地流转，引导群众种植大
白菜、南瓜等，提高产出效益，增加
村民收入，为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赊湾镇负责人说。

近年来，泌阳县把萝卜产业作

为特色产业之一，利用资源优势，通
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运用新
销售方式，以“党支部+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带领村民增收致
富，助推乡村振兴。目前，该县萝卜
年种植面积超过 1 万亩，总产量在
7000 万斤以上，全产业链产值超亿
元。

“我们将锚定特色化、专业化、
优质化的发展目标，提升萝卜品牌
增值能力，并依托作为南阳、驻马店
两市城区菜篮子基地的优势，利用
电 商 和 网 络 平 台 ，开 展‘ 线 上 + 线
下’萝卜展销活动，扎实推进萝卜精
深加工，提升萝卜附加值，促进村民
增收，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跑
出‘加速度’。”泌阳县有关负责人
说。⑤6

泌阳县

小萝卜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永 奇 通 讯
员 周子翔 周金高）近日，记者在上
蔡县和店镇杨寨村万全种植专业合
作社看到，一堆堆金黄鲜亮的生姜
整齐堆放，每株都饱满诱人，呈现一
派丰收的景象。村民各司其职，忙
碌而有序地进行剪秆、去泥、装箱、
搬运等工作，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
悦。

据悉，该合作社自 2019年成立以
来，始终致力传统农作物种植，目前已
成功流转土地 800多亩。鉴于生姜种
植管理简便、产量高、投资成本低、回
报周期短特点，今年 4月，在山东亿丰
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与技术

指导下，该合作社负责人朱向升大胆
尝试，种植了 50多亩生姜，并采取“合
作社+订单+农户”的发展模式。经过
8个多月的科学培育与精心照料，生姜
长势喜人。

今年，该合作社种植的生姜肉
厚多汁、色泽鲜艳，得到了消费者的
广泛好评。经过该合作社的统一包
装，这些生姜主要销往山东、河北等
地。目前，生姜的市场收购价每斤
3 元以上，预计每亩产量 1 万多斤。

“我专程来此采购生姜。这的
生姜品质上乘，无农药残留，完全符
合出口标准。”一名收购商说。

在发展生姜种植的同时，朱向

升积极吸纳周边 100 多名村民就近
就业。从生姜育苗、栽植、养护到破
膜、遮阳网铺设、采收、搬运、装箱，
每个生产环节都为村民提供了家门
口的务工机会。不少村民将土地流
转给合作社，同时加入合作社务工，
实现了双份收入，生活得到了有力
保障。

“我每天早上忙完家里的事情
就来基地干活，一天干七八个小时，
能 挣 100 多 元 。 最 重 要 的 是 离 家
近，能照顾老人和孩子。老板人也
很好，我们都愿意长期跟着他干。”
杨寨村村民张国恒说。

对于未来，朱向升满怀信心地说：

“明年我们将把生姜种植规模扩大到
200多亩，继续以生姜产业为核心，探
索多元化发展路径，积极引导村民在
产业增收上寻找新的突破口。”

近年来，和店镇立足本地实际，
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特色产
业种植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发展生姜种植，
加快形成“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

“我们将继续充分挖掘资源优势和
地域优势，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持续
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以更加务实的
举措，奏响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主旋律，助力乡村振兴。”该镇负责
人说。⑤6

和店镇

生姜采收忙 致富好“姜”来

本报讯 （记者 席虎成 通讯
员 李继方 朱晓吾）“我本来还发
愁，想着要到好几个部门办理这个
变更业务，没想到跑一次，就把所
有事情都办好了，真是又快又省
心。”近日，王先生在汝南县市场监
管局驻县政务大厅企业登记联办
窗口“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成功
办理跨部门的企业管理人员、地址
等信息的变更登记。

据悉，今年 9 月底，汝南县正
式上线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改
革事项，可实现企业变更登记、基
本账户变更、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等

7 个跨部门事项联办。办理方式
主要采取由企业按需组合提交申
请的模式，通过多表合一、一表申
报，结合数据推送和电子证照应
用，不同事项相同的证明材料免于
重复提交，“一网通办”、协同受理、
优化流程、同步推进，大幅减少办
事时间，提升审批效能。

改革后，涉及企业信息变更的
跨部门业务办理时间由 3 个工作
日减少到 1 个工作日，办理环节由
原来的 7 个减少到 1 个。自该专区
上线以来，该县已有 78 家企业享
受到了此项改革带来的便利。⑤6

汝南县市场监管局

“一件事一次办”
促进营商环境再优化

本报讯 近日，新蔡县开展消费
品以旧换新“双十一”促销活动，进
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促进消费
品更新换代，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
求。

据了解，此次以旧换新活动重
点支持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
家电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家装
家居厨卫换新。其中，国家明确统

一补贴标准的汽车报废、家电补贴
应据实补贴；汽车置换、电动自行
车、家装家居厨卫按照先到先得、
用完为止的原则予以补贴。

此次以旧换新活动，不仅有效
推动了新蔡县消费市场的发展，而
且为广大市民提供了良好的消费
环境，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评。⑤6

（梅文辉 方馨悦）

新蔡县

启动以旧换新活动
助力消费升级

近日，平舆县十字路乡多措并举，有序推进 2025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征缴工作，确保惠民政策落到实处。⑥7

本报记者 陈文科 通讯员 张亚茹 摄影报道

“我觉得要发挥确山县道地中药
材的优势，加强优良品种培育。”“我
们要在协会的带领下加强沟通联
络。”“要做好基地建设，搞好品牌认
证，提高品牌竞争力。”11 月 16 日，
在确山县中药材协会2024年工作座
谈会（年会）上，参会的 20多名县中
药材产业从业者畅所欲言、气氛热
烈。

大家围绕如何做大做强确山
县中药材产业、助力确山县高质
量发展进行沟通交流，没有虚话
套话、“干货”满满。

该县有关负责人对当前中药

材产业发展及美好前景进行了解
读，勉励大家练好内功，增强科技
意识和创新意识。他鼓励全县中
药材产业从业者坚定信心、形成
合力、借势借力，在守正创新中转
变观念、实现突破。市中药材协
会负责人介绍了全市中药材产业
发展状况，对确山县中药材协会
一年来的工作给予肯定。

会上，确山县中药材协会负责
人 作 了 题 为《传 承 精 华 守 正 创
新 奋 力 开 创 确 山 县 中 药 材 协 会
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并公布了协
会年度财务收支情况。⑤6

协会年会“干货”多
本报记者 张新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