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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能获得‘十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项荣誉，我们会进

一步壮大企业发展，在促进周边农民就业、带动创业、帮扶困难人

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汝州市亿鑫源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龚红灵

说。

9月 28日，记者走进汝州市亿鑫源牧业有限公司养殖场看到，
整洁的绿色长廊、齐全的健身器材、富有创意的奶牛模型小景，还

有那彰显特色的文化墙，养殖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特色游园。

“我们养殖场的养殖设备完善，防寒保暖设施齐全，可以规范

化、自动化地完成养殖、出奶程序。”汝州市亿鑫源牧业养殖场负责

人张新乾介绍说。

汝州市亿鑫源牧业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7年 7月，位于王寨
乡温庄村南 1000米，占地 300亩,注册资金 1200万元。是集奶牛
养殖、生鲜乳生产、乳制品加工销售、牧草种植、奶业科普为一体

的现代农牧企业。现存栏荷斯坦奶牛 500头，日产鲜奶 5.5吨，日
加工巴氏鲜奶 1.5吨。2014年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
企业”， 2018年被认定为“学生饮用奶奶源基地”、“无公害农产
品”生产企业。2018年获“河南省畜牧行业产业扶贫突出贡献企
业”称号，2019年获“河南省畜牧行业高质量发展典范企业”称
号，2019年汝州市委授予“捐资助教先进单位”称号，2020年认定
为平顶山带贫企业。

“多年来，我们公司还实施了国家秸秆养畜、省千万吨奶业跨

越工程、奶牛标准化示范场等项目，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

专业人才。”汝州市亿鑫源牧业有限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迈上

了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发展之路。从投入品的饲草饲料使用到

每班次牛奶的质量，均有标准化的程序检测流程，确保了产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

“我们公司组建以来一直围绕‘建好一套体系，形成一个龙头，树立一个品牌，带动一

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目标，在自身产业发展的同时，利用技术、资金、人才等优势，实

施产业带贫、扶贫。”据了解，汝州市亿鑫源牧业还同周边的冯沟、温庄等 5个村签订青贮
玉米和农作物秸秆收购合同，涉及 100多家困难群众，以高于市场 30~50元的价格收购，
群众从中受益 50余万元。还利用金融扶贫，使 110户脱贫群众年均收入 2400元。促进当
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带动区域产业升级和农户增收。

汝州市亿鑫源牧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履行社会责任，2018年向全市 31个贫困村
的 31所中小学捐赠价值 20万元的亿鑫源巴氏鲜奶，连续二年向汝州市教育基金会捐款
6万元。在疫情期间向奋战在一线的公安干警、医护人员、各乡镇值守人员捐赠价值 16
万元的亿鑫源巴氏鲜奶和酸奶。

“我们公司 2018年为落实国家‘奶业振兴计划’，筹资 200万元，引进巴氏奶生产线，
采用国际通用的低温巴氏杀菌工艺；标准化的储奶、净乳、均质、杀菌、灌装流程；全冷链

物流运储体系和严格的原料奶、成品奶质量检验、管控制措施。生产的‘亿鑫源巴氏鲜奶

和巴氏酸奶’，以鲜活、优质、营养、安全得到了市场认可和中小学生及消费者好评。”龚

红灵介绍说。

据了解，亿鑫源巴氏鲜奶具有“纯、原、活、鲜”四大优势。“纯”即纯天然、没有任何添

加；“原”即原汁原味，不经过任何调制；“活”是指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牛奶中有益的活性物

质；“鲜”是指保质期 3天，鲜奶鲜饮。“巴氏鲜奶以保留营养为目的，采用低温杀菌，最大
限度地保全了牛奶中的生命活性物质和天然营养，是液态奶中的高端产品。”2018年投
放市场以来，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市区设有 4个直销店，近百个学校 2万多名学生饮用，
为“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青少年健康提供了乳制品中最优

质的高端产品。

龚红灵告诉记者，让青少年喝上一杯好奶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亿鑫源牧业将始终秉

承“质量第一、安全为本、务实创新、追求卓越”的方针，切实履行“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

好”的使命，坚守“晨挤早加工、餐饮在当天”的承诺，用“初心、匠心、诚心”确保居民和学

生喝到的每一杯巴氏鲜奶都是来自牧场当天所产的鲜奶，为健康中国、少年体壮智强作

出新贡献。

“汝州亿鑫源牧业将一如既往地秉承‘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讲好奶业故事’的产

业发展理念，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美丽乡村建设作出新贡献。”龚红灵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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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农特优质产品奖之———

“石榴姐”的笑容

“十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华予生态园

“快进键”让乡村特色旅游越来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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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拓展区

火红的石榴

奶牛养殖场

奶牛标准化大棚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水果飘香，在紫云

路街道于庄村玉皇山实业晶硕石榴种植基地

里，沉甸甸的石榴像灯笼一样点缀在绿叶之

间，描绘出一幅美妙的丰收画卷。

“这个石榴园已经种植十几年了，当初

引进的品种都是突尼斯软籽石榴，整个园

子种植石榴约 300亩。”种植基地负责人
焦晓锋熟练地在石榴低垂的枝桠间穿梭，

时不时摘下几颗熟透的果子。“石榴四月

开花，八月十五前后开始成熟，国庆节前

后进入盛果期，现在也正是口感最佳、果

实最大的时候，你们看，这一个石榴就差

不多有 2斤了。”焦晓锋打开一颗饱满的
石榴，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据焦晓锋介绍，除了石榴果，基地

还培育出售石榴树苗，河北、福建的客

商都前来购买苗木。基地的石榴树苗售出之

后还配套完善的售后服务，基地会派出工人

手把手教授种植和管理技术。

“像我们这个地方土壤缺钙，就需要先

改善土壤，种植的时候也要兼顾通风，每年

冬春季节就开始修剪树木，这样才能保证果

树树型好、果子好。”焦晓锋说，为了保证食

品的安全性，基地里的石榴树都是不打农

药、不上化肥，夏季蚊虫多的时候，就用烟

叶、硫磺熬水喷洒驱虫。在日常管理方面，园

子里的工人们基本上都是附近村民，大都是

低收入户，一天七八十元的工钱，既为他们

带来了收入，也提供了就业岗位。

焦晓锋以前做过餐饮行业，在外创业的

那些年，她总想着能回来做点啥。她对水果

业市场发展有着精辟的思路，一方水土养育

一方人，果木的种植应当适应于不同的地理

环境，水果的发展也要随着人们的需求市

场而跟进。2016年，她开始回乡打理石榴
园，并和其他种植户成立了合作社，主要以

龙头带动石榴这个产业在网上网下综合

销售，种植基地也吸引了洛阳等地的学校

前来开展教学实践，每年都有不少人前来

参观游玩。

从产石榴到卖石榴，从让游客到园

里任意随心采摘，到让客商到园里放心订

购，“石榴姐”焦晓锋的名字越叫越响。石

榴种植合作社也获评河南省无公害农产

品基地、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在今

年我市丰收节庆祝活动中，还获得了优

质产品奖。

“石榴一级果、特级果市场价按 30
块钱一斤售卖，客人来基地里自己采摘

的话是 10元一斤，剩下的石榴个头不
是太足的可以零售，还可以拿来酿酒

或者做石榴饮料，味道都很不错。”焦

晓锋说。

焦晓锋对人热情，办事干脆，这

几年中，不少顾客都结识成了朋

友，这对她发展水果产品创下了良

好的机遇，她种植的石榴以鲜艳果

品吸引更多的客商。焦晓锋坦言，

去年以来，水果市场行情确实受

到了疫情影响，不过今年丰收在

望，她的软籽石榴品种也是顾客

盈盈，已有外地客商来求购石榴。

“接下来，我们要把石榴产业

做强做大，形成产业链，真正走好

推动乡村振兴之路。”焦晓锋谈

起发展石榴产业满怀信心。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散养的柴鸡、鸭鹅在树林下自

由追逐嬉戏、觅食，刚刚收获完果

实的软籽石榴树挺拔碧绿，七八名

工人正在水上漂流区建设。9月 27
日上午，记者在位于蟒川镇核桃园

村东侧的华予生态园里看到，虽然

受疫情影响，园区没有对外营业，但

里面新增的游乐项目正在加紧施

工，有望在近期内恢复接待游客。

“目前咱生态园里种植各类树木

七八万棵，还有几十亩有机蔬菜，软

籽石榴已被商户抢购一空。从去年至

今，咱们生态园新增了水上自行车、儿

童游乐区、卡丁车等游乐项目，下一步

还将规划建设更多的民宿窑洞、哆咪

屋等项目。现在每天的用工量在 100
人左右，负责园区的管理、建设等。”核

桃园村党支部书记赵亮告诉记者。

2016年下半年，赵亮融资引进华予
公司，以村集体为依托，流转 1500亩土
地，大力发展经济林种植，先后种植进口

软籽石榴 200余亩、核桃 200余亩、桃树
200余亩、杏树 180亩、梨树 75 亩，同时
林下种植油菜花、红薯、花生等多种经济

作物，种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豆角等

有机蔬菜，并利用生态园内的水库、沟壑

等，开发建设生态垂钓园、情侣木屋、七彩

滑草场、水上乐园等。3年多的精心经营，
昔日这片人迹罕至的荒坡丘陵已发展成为

一个集观光、休闲、旅游、体验为一体的现

代化农业生态园。

以生态园为依托，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

业，带动村民致富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生

态园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事生产期间，优

先使用核桃园及本村群众务工，平时能为乡

邻提供 200个就业岗位，同时园区对外开放

后，还能安排数十个岗位务工，门票收入年

底还给村民们分红，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

挣钱，改变了以往需要外出打工挣钱的历史。

“我来这里好几年了，在这里干活也不

累，山里空气好，风景也好。一月两三千块钱，

干着不赖！”正在田间除草的村民张现听笑着

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灾害和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峻形势，华予生态园按下了“暂停键”，

但华予人众志成城，不等不靠，又按下了灾后

重建的“快进键”。

7月中旬以来，汝州市遭遇持续强降雨，
处于山坡地段的华予生态园里遭遇山洪侵

袭。同时随着疫情防控工作力度的加大，

华予生态园内部积极开展抗灾自救，组织

排险、抢修、清淤、消杀，第一时间升级防控

措施，快速落实全员接种、全员核酸、全面

消杀等各项防控工作。

在闭园期间，园区组织员工“闭园大

练”，持续开展服务礼仪、安全救护培训、专

业技能培训，提高员工的服务意识、安全意

识和专业技能，为开门迎宾做好准备。“我们

坚信，风雨过后的彩虹将更加艳丽，经历灾

后修复的家园将更加秀美！我们将随时拿出

最好的精神状态迎接八方游客。”赵亮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