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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
特色农业勾勒最缤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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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就业的村民

香菇采摘

收获的喜悦

草莓采摘

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

大棚里长势喜人的羊肚菌村 民 采 摘 金 银 花

本版部分图片为资料图

7月 3日上午，在焦村镇邢村的田野里，一眼望不到

边的墨绿桑田，与白色的蚕棚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别致

的田园风光美景。在 92号养殖大棚内，该镇桑蚕养殖技

术员、产业示范户赵国财，正忙着准备第二批夏蚕的养

殖。“全镇第一批春蚕共投了 476张，蚕茧产量 5万多斤，

预计产值 170多万元。现在市场行情不错，第二批夏蚕耽

误不得。”

蓬勃发展的桑蚕产业，是我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总抓手，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多渠道促进农民增

收，农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汝州市

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优质小麦、甘薯、蚕桑、富硒

等产业为基础，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提质升级，“一乡

一业”“一村一品”由点及面、花繁成锦，富硒作物、优质小

麦、生猪、小杂粮、食用菌、果蔬、甘薯、桑蚕、花椒、乡村旅

游等特色主导产业，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的现代农业动

人画卷：成功创建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河南省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焦村镇成功创建国家级农业

产业强镇，米庙镇成功申创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焦村镇

水沟村和纸坊镇中王村入选国家“一村一品”示范村，甘

薯现代农业产业园创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坚持优势常优，持续延伸产业链条

走进位于庙下镇长张村的市荣兴淀粉有限公司的生

产区，宽敞整洁的仓储车间，整齐地摆放着各类包装好的

产品；一字排开的三个大冷库寒气袭人；自动化传送装置

将挂好的冷冻粉条均匀送入烘干车间，一次烘干成型。所

有的生产线，只需要人工辅助性配合操作。

“目前，厂区建筑面积有 9000多平方米，拥有振动

筛、和面机、揉面机、漏瓢机等全生产线各种设备，生产的

粉条、粉带、粉丝、米线等系列产品销往新疆、西藏、青海、

甘肃、陕西、湖北等 10多个省份，年产值 3000多万元，附

近常年来厂里上班人员 40多名。”该公司董事长杨子红

介绍说。

近年来，汝州市坚持人有我优的工匠精神，全力推进

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壮大。

突出林果全产业链发展，在焦村镇大力发展蚕桑面

积 1万亩，建设标准化养蚕大棚 400余座，引进优质高产

的桑树品种 380万株，培育植桑养蚕企业和合作社 67

家，地市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4家；建成焦村镇士博生态

园，种植石榴 20万余株，建设可视化数字追溯系统、全自

动数字喷滴灌系统，建立数字化农业生态循环，成功入选

国家级生态农场，并依托桑蚕和石榴产业成功创建为国

家农业产业强镇。

突出“三粉”向深加工发展。以省级甘薯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建设为依托，吸引甘薯加工企业、甘薯销售服务企

业入驻产业园区，现有甘薯加工企业 73家，甘薯加工产

品“三粉”年产量 18万吨，生产销售产品品种 63种（个），

年产值 20亿元，汇集了东都实业、康隆食业 2家省级产

业化龙头企业，打造了“东都”“三阳”等多个知名品牌。同

时，与河南科技大学甘薯产业研究院、河南工业大学等院

校在甘薯育苗等方面持续合作，不断提升甘薯品质及产

量。

突出产业科技转型发展。按照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要

求，在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农业深加工

产业。以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润灵药业为代表，建成

集中草药种植、深加工、电商、品牌建设于一体的中草药

大健康产业园区，建有 15条生产线，产品多达 180 个系

列，中药材制品年产值 1.2亿元；以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天葡汝蓝庄园为代表，建设集有机果蔬种植、深加

工、电商于一体的有机果蔬产业园区，建有优质果蔬种植

及仓储加工基地、罐装果蔬深加工基地等；以省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康隆面粉为代表，建成粮食精深加工、食品

研发于一体的现代化粮食加工基地，年产专用粉 9万吨、

通用面粉 2万吨。

坚持特色发展，充分利用资源禀赋

7月 4日上午，在温泉镇朱寨村香菇种植基地，菇农

张翠平正在利用大棚内的喷灌系统给菌袋降温保湿。“上

一周刚摘了一批香菇，这两天温度太高，为保证下一批香

菇质量，必须勤喷水通风”。

朱寨村香菇种植从 20世纪 90年代起步，经过 20多

年的发展，目前以村集体经济温泉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

为依托，带动香菇种植户 108户，发展大棚 1600多座，年

产香菇 5800吨，年产值达 7300余万元。

汝州市围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依托自然传统

资源优势，着力打造特色产业。

依托历史传统优势，打造蔬菜特色产业。依托米庙镇

汝蓝庄园有机蔬菜产业基础，2024年将番茄种植加工作

为主导产业，米庙镇成功申报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预

计争取财政投资 1000万元，将建设种植基地、仓储基地、

番茄特色面点、罐装果蔬深加工基地、农产品电商直播基

地等。该基地创成后，米庙镇将番茄种植面积扩大到 1万

亩，以番茄为主的蔬菜产业全产业链目标产值 6亿元，带

动农民就业人数达到 8000人以上，带动农民增收每年

5000元以上。

依托资源优势，打造富硒特色产业。立足全市 14.7万

亩富硒土壤资源优势，依托硒粮香和中王农牧等龙头企

业，做强“硒粮香”“凤王”两个品牌，富硒鸡蛋成功入选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依托品牌优势，打造食用菌特色产业。“汝州香菇”入

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前，全市共有食用菌经营主体

80余家，食用菌种植大棚数量近 1800个，菌棒数量 9810

万棒，年产值约 6.5亿元，培育平顶山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2家，食用菌种植合作社 21家，家庭农场 29家，

带动发展香菇种植户 1533户，带动增收 300余万元。

坚持服务助农，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走进庙下镇唐店村草莓种植基地，密密麻麻的草莓

大棚占据了大部分农田。种植大户刘要伟正头顶烈日巡

查各个大棚的密封程度。“草莓采摘季过去了，也不敢闲

着，大棚需要两个月的封闭式高温消毒杀菌，还要招呼好

培育的新苗子，月底整地，到 8月初开始栽新苗，进入新

一轮生产。”

从 2020年流转 30亩耕地种植草莓，5年来，他的草

莓种植已扩张到 170亩，刘要伟也成为村里最大的草莓

种植户。提起效益，他笑着说，“一亩地扒去各项开支，净

收益在 1万元以上，还算不赖。”

目前，唐店村草莓种植已发展到 1000 余亩，成为

村里的支柱产业。“村两委会对草莓种植因势利导，

2023年 8月 29 日，我们唐店草莓申报的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获得了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的批

准，我们还申请了‘唐莓人’注册商标。”该村党支部书

记都占立说。

为推动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我市坚持高位推动，成立

市级特色产业领导小组，实行专班推进，协调解决产业发

展遇到的问题，为产业发展提供组织、机制保障。

创新工作机制，破解土地瓶颈，积极开展低效用地整

治、工矿废弃地复垦整治、空心村搬迁土地整治等，实现

由企业等地转变为地等企业。

激活经营主体，鼓励土地流转和农业生产托管，全市

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 1667家，家庭农场总数达 1952

家，全市新型经营主体提供种植、加工等社会化服务 30

余项。农业产业发展龙头带动能力持续增强，全市共有省

级龙头企业 15家、平顶山市级 25家，省级产业化联合体

3家，产业带动农户达 13.02万户，平均每户增收 7000

元。

汝州大地，以粮食作物为底色，特色农业正勾勒出最

缤纷的田园“丰”光。 郭营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