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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代玺 通讯员 侯楠
楠）烟叶炕房里还能做平菇买卖？在
襄城县山头店镇上秦村，第一书记支
妙 招 儿 ，闲 置 炕 房 里 长 出 了“ 富 民
菇”。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 。 襄 城 县 自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开 展 以
来，在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积极探索
产业扶贫项目。该县山头店镇上秦村
创新发展模式，利用烟叶炕房培育平
菇，走出了产业扶贫新路子。

3 月 28 日，记者走进山头店镇上
秦村新型炕房项目基地，看见一排排
烟叶炕房里整齐地摆满了平菇菌棒。
肥厚的平菇长势喜人，犹如盛开的鲜
花，错落有致。工人们忙碌地穿梭在
各个炕房间，洒水、采摘、打包、装车。

该村党支部书记秦留喜说：“俺村标准
化烟炕基地共建设烟炕 30间。以前也
没想到，炕房在闲置期还能种平菇。
俺村发展平菇种植是在第一书记的引
导下开始的，有效利用了炕房，增加了
村集体收入，同时带动村里其他群众
发展种植，得到了党员群众的支持。”

脱贫攻坚，重在产业。据了解，上
秦村烟叶炕房项目是襄城县 2019 年产
业扶贫项目之一，项目带动本村及周
边流转土地 1450 亩，其中贫困户土地
112 亩，群众通过土地流转每亩增收
400 元；纯作烟种植期间，带动周边 200
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其中贫
困 家 庭 劳 动 力 20 人 ，人 均 务 工 收 入
6000 元至 8000 元；村集体通过烟叶炕

房出租，每年增收 3 万元。但烟叶炕
房每年实际利用期为 3 个月，闲置时
间较长。为充分利用炕房，发挥扶贫
资金效益最大化，该村驻村第一书记
耿新要和村“两委”干部通过多方考
察，发现平菇种植产量高、喜阴的特
点，较为符合烟叶炕房闲置期发展，且
技术门槛低，一般农户家中闲置房屋
均可利用，项目示范带动性强。2019
年 11 月，上秦村投入资金 5 万元，培育
平菇菌袋 2 万棒，先试先行，发展平菇
种植。菌棒制作时累计带动本村群众
30 多人务工并参与制作环节，既增加
了收入，又学习了技术。

秦国本是该村 2017 年的脱贫户。
他说：“我从去年 11 月开始在这里务

工，平日里打打水、采采菇，不仅免费
学习了平菇种植技术，而且每天能挣
60 块钱。明年，我也准备在自己家种
点儿平菇试试。”

目前，上秦村的平菇已经开始销
售，预计摘菇 3 万公斤，仅此一项可为
村集体经济增收 5 万元至 7 万元。该
村驻村第一书记耿新要说：“试种之
后，我们看着长势不错，收益也不错。
菌棒的制作、后期的管理工作也为群
众带来了务工的机会。下一步，我们
打算试种成功以后积极带领全村群众
种植平菇，还要积极探索平菇增产的
方法，稳定销售渠道，增强村民的致富
信心。到时候，村里实行统管统销，带
领村民们共同致富。”

本报讯（记者 毛迎）人间四月天，
春色美无边。本周末，我们将迎来清明
节假期。许昌是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生活在这
里，你能感受到春天的美。3 月，或许你
已 经 欣 赏 过 了 妖 艳 的 桃 花 、洁 白 的 梨
花、绚丽的海棠花……春姑娘的脚步一
路向前，这些花儿开了又谢，留下一树
绿油油的叶子。要问当前什么花儿“人
气”最高，除了雍容华贵的牡丹之外，还
有罕见的木本绣球。

4 月 1 日，天气阴沉沉的。西湖公园
德星亭附近，聚集了许多赏花的游人。
德星亭北边的牡丹正值花期，白色、紫
色、粉红色的花朵硕大，色彩缤纷，引得
人们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来西湖公园赏花，别只看牡丹，还
要欣赏一下绣球花。这里的绣球花开
得特别漂亮，可以和牡丹媲美。”50 多岁
的市民曹女士家住西湖公园附近。说
起这个时节公园里好看的花，除了牡丹
之外，她重点推荐木本绣球。

顺着曹女士指引的方向，我在德星
亭南边找到了几株木本绣球。它们有
四五米高，碧绿的叶子间点缀着一个个
比拳头还大的花球。这个时节，木本绣
球 刚 刚 进 入 花 期 ，花 朵 呈 现 淡 淡 的 绿
色。曹女士说，再过几天，花儿全开了，
就会变成白色的，远看如白云翻滚，又
如积雪压枝，特别好看。

“这是什么花，之前没见过。这么
大的花球，太好看了。”“快帮我拍张照，
这花真特别。”……途经此处的游人，都
被这一树繁花吸引住了。我仔细观察
发现，这种花叫绣球真是太形象了。它

整体呈圆球形，是由一朵朵没有花蕊的
小花聚集而成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你看到的都是层层叠叠的花瓣。球状
的花儿看上去憨态可掬，真是“翠碧枝
头戏作球”。

木本绣球和琼花是近亲，都是忍冬
科荚蒾属的植物。由于它们的枝、叶和

花 色 非 常 像 ，不 少 人 会 将 两 者 混 为 一
谈。事实上，它们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
的。琼花和木本绣球的花朵都很大，但
琼花是圆盘状的，绣球花是球状的。

木本绣球别名斗球、木绣球、绣球
荚蒾。它的树干高大，枝条舒展，树冠
多呈半球形，芽、幼枝、叶柄均披灰白色

或黄白色星状毛，花形如绣球，从春天
到初夏开花不绝，极为美观。

西湖公园内的这几棵木本绣球树
龄有三四十年了。木本绣球在许昌不
多见，除西湖公园外，鄢陵的一些园林
里栽培有这种植物，但树龄不长。

养猪又种桑 村庄大变样
本报讯（记者 王培）“关书记，多

亏了村里的帮扶，我才能到桑叶种植
基地工作，每年有了一两万元的收入，
生活越过越有奔头儿！”65 岁的脱贫户
史照显一边忙着，一边感慨地说。史
照显口中的关书记就是襄城县汾陈镇
朱堂村的第一书记关付学。

关付学是朱堂村人，2017 年 11 月
被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组织部选派
到朱堂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在他的带
动下，村里发展起生态循环农业，帮助
村民脱贫致富。

“乡村振兴就要搞产业振兴，让贫
困户脱贫致富，让百姓富起来！”4 月 1

日，襄城县汾陈镇朱堂村的第一书记
关付学笑着说。

2018 年，村里办起了小型生态养
猪场，听音乐、吃果蔬、自由生长的“撒
欢猪”销路特别好；2019 年，又开办了
有机肥加工车间，专门加工猪粪等有
机肥。2019 年年底，村里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由 17户减少为 3户。

因为之前村里种植的几十亩桑树
基地反响不错，蛋白桑叶用途比较广
泛，经济效益较高，所以桑叶种植成了
朱 堂 村 又 一 条 农 民 脱 贫 致 富 的 新 路
子。2020 年年初，朱堂村扩种桑树 100
多亩，再过一个月就到了桑叶的成熟

期。如今，100 多亩蛋白桑树种植基地
里已是枝繁叶茂，一株株桑树长势喜
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都不错，将成
为村民脱贫增收的又一主导产业。

关付学介绍，这种蛋白桑叶有多种
用途，可以制作桑叶茶，可以制作蛋白
桑叶菜，最后剩余的蛋白桑叶可以作为
生物饲料，让朱堂村的猪场使用，一点
儿都不会浪费。蛋白桑叶一年收割四
茬，可连续收割 20年，长远效益明显。

“我和村‘两委’计划依托蛋白桑
叶种植基地，建设一个桑叶茶加工厂
和一个桑叶菜加工车间作为村集体经
济项目，对蛋白桑叶进行深加工。”关

付学说，“茶厂建成后，每年可加工桑
叶茶 10000 斤；桑叶菜加工车间建成
后，每年可加工桑叶菜 50吨，年产值超
过 200 万元，每年可给朱堂村提供 40
万元的务工收入。”

收入提高了，村容村貌也有了很
大的改变。因残致贫的米留安，去年
实现了脱贫，每天哼着小曲去蛋白桑
叶种植基地上班，每年收入约 2 万元，
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他开心地说：

“扶贫政策真是好，让俺过上了好日
子。如今，村里大变样了，又是建车间
又是建茶厂，全是美事，朱堂村的日子
兴旺了！”

这是4月1日航拍的西湖公园牡丹苑。近日，西湖公园内牡丹苑的牡丹绽放，引得不少游人在此赏花、拍照。记者 牛书培 摄

清明节假期，“赏花游”正当时

闲置炕房里长出“富民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