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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为进一步营造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浓厚舆论氛围，本报今日起开辟本栏目，及时反映我市确保
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的坚定决心和部署，展示我市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举措和进展，讲好全市攻克
贫中之贫、坚中之坚的奋斗故事，宣传一批能脱贫、能带富的典型人物，生动反映全市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各行业
各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引导社会各界踊跃表达爱国之情，唱响“伟大祖国全面小康的动人旋律”。

本报讯（记者 肖涛 文/图）“ 老
板，给我拿两个艾枕，浴足粉要 10 盒，
这种细艾条要 5 包。”“细艾条是客户定
制的，只能持温约 20 分钟。我建议你
买这种粗艾条，持温时间更长。”……5
月 5 日 11 时许，位于禹州市鸠山镇赵沟
村的大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展厅
人声鼎沸，十几名游客将该公司总经
理赵朝辉围在中间。

“受村委会和村民的推荐，五一小
长假，我们这里都成景点了。这已经
是今天的第三拨儿游客了，开门 3 个小
时卖了 600 余元的产品。”赵朝辉高兴
地说。

在大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内，记者看到堆满半间厂房的艾
草经过机器分割，加工成艾绒。随后，
工人们利用卷条机等设备，将艾绒加
工成艾条、艾香等艾制品。

“艾草属根生植物，有散寒、止血、
消炎、抗过敏等功效。它具有特殊的
馨香味，能驱蚊蝇、灭菌消毒，市场需
求巨大。”赵朝辉说，他一直在郑州经
营艾灸产品，不断攀升的营业额让他
看到了商机。俗话说：“药不过禹州不
香。”禹州是地道的中药材产地，而且
有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
场。在禹州开艾草种植加工厂，是个
不错的选择。

经过多次调研，2018 年 7 月份，赵

朝辉把厂址选在了鸠山镇赵沟村，先
后流转土地 120 亩，成立了合作社，发
展艾草种植，并投资近 400 万元建设了
一座年消化艾草 2000 吨以上，可带动
艾 草 种 植 2000 亩 以 上 的 艾 制 品 加 工
厂。

“我们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贫困户）’的模式，与农户签订每吨
高于市场价 200 元的收购协议，带动全
村 61 户村民及周边火龙、鸿畅等乡镇
的 77 户村民种植艾草 200 余亩。李红
杰、赵伟彬等 2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加
入其中，每亩年收益超过 2000 元。”赵
朝晖告诉记者。

“艾草的种植、管理、晾晒工作非常
简单，普通农户都能干。2019 年，俺家
种了一亩艾草，一年收了三茬儿，全部
卖给了大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我平
时还在该公司打工，每月能挣 2000元左
右。这样的生活还有啥不满足呢？”贫
困户苏大丽边卷艾条边笑着说。

禹州市鸠山镇赵沟村党支部书记
赵占营介绍，为充分发挥艾制品加工
厂的产业优势，赵沟村利用金融扶贫
政策，采取“户贷社用”模式，吸纳贫困
户金融扶贫小额贷款 54 万元入股合作
社，带动贫困户 27 户。贫困户每年可
获得入股资金的 8%以上作为分红收
益。同时，合作社每年拿出 10%的利
润，由入股合作社的贫困户平均分配，

享受二次分红收益。
此外，赵沟村村委会与大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村集体
经济每年获得不低于 5万元的收益金。

“2019 年 7 月 份 ，我 们 正 式 投 产 。
目前，我们已开发出艾绒、艾条、艾香、
艾枕、泡脚粉、艾灸床、艾茶等产品，远
销全国各地 900 多户商家，深受各地商

家和用户的好评；投产半年，产值突破
100 万元。”赵朝辉说，今年，该公司计
划通过示范带动发展艾草 3000 亩，积
极与省中医药研究院洽谈合作，加大
艾草深度开发力度。同时，他们通过
电商平台，拓宽产品的销售渠道，争取
2020 年产值超过 300 万元，让村民伴着
艾香过上好日子！

变草为宝，艾草变成“致富草”

本报讯（记者 代玺 通讯员 付晓
娜）4 月 24 日，在襄城县汾陈镇巧媳妇
网业加工厂，20 多名贫困户和村民伸网
框、织网口、挂网角。在勤劳的双手下，
一张张渔网渐成雏形。

“俺在这里织网，既不耽误种地又
能 带 孩 子 ，一 天 最 少 能 挣 60 元 ，真 不
赖！”家住汾陈镇双楼张村的宋秋云手
拿渔网针，熟练地“穿针引线”，有序地
加工渔网网箱。温暖的阳光打在她的
脸上，笑容显得愈发灿烂。

“手工渔网编织技术含量低，俺一
学就懂，随时随地能干活儿。”宋秋云
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大家总是唠闲
话，现在比着看谁织渔网织得多、织得
好。

“我们村编织的网箱销往南方沿海
市场，一批订单还没加工出来，新的订
单就来了。”汾陈镇巧媳妇网业加工厂
厂长闫新来告诉记者，厂房里的成品渔
网大多数是留守妇女在家中加工完成
的，企业免费为这些“巧媳妇”进行培
训。村里编织渔网的农村妇女形成了
一道“风景线”。

“乡亲们现在抢抓时间编织渔网，
干劲儿越来越足。”闫新来告诉记者，渔
网编织操作简单，活儿不但轻松，而且
容易上手。因为工作对时间、场地没有
限制，加上每月能及时发工资，所以厂
里的人员相对稳定。

目前，巧媳妇网业加工厂已经吸引
了镇上 20 多个弱劳动力或半劳动力人
员前来务工。务工人员的工资核算采
用计件制，除去在工厂加工外，部分小

配件可以带回家加工，能够很好地解决
贫困户及留守妇女的增收问题。“下一
步，工厂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
效率，增加贫困人员的收入。”闫新来
说。

今年以来，汾陈镇党委通过创新新
路径、拓宽致富渠道等方式，打好产业
扶贫、金融扶贫和就业扶贫硬仗，确保
贫困户稳定增收，并带动更多贫困群众
就业，增强脱贫致富的自信心。

2020 年 是 脱 贫 攻 坚 战 的 收 官 之
年。为保证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汾陈
镇 持 续 强 化 党 建 统 领 ，自 觉 运 用“ 党
建+乡村振兴”发展理念，把基层党建
工作融入脱贫攻坚的全过程，探索党建
工作与脱贫工作无缝对接新模式，构建
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脱贫工作新机
制，使党建工作更好地服务和促进脱贫
工作，在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中打赢脱贫
攻坚战。

“穿针引线”编渔网 巧手织出好生活

工人们在加工艾草产品。

工人们在编织渔网。记者 代玺摄

本报讯（记者 张汉杰）“以前，
村里的道路坑洼不平，出行特别不
方便。现在，整修后的大街小巷装
上了路灯，出行方便多了。”5 月 6
日，长葛市大周镇韩庄村村民潘春
岭如此感慨道。

当日，记者走进长葛市大周镇
韩庄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美丽的
乡村画卷。农舍错落有致，文化墙
图文并茂，宽阔整洁的水泥路延伸
到了农户家门口，俨然没了过去贫
困村的印记。

“韩庄村地理位置偏僻，曾是
省定的贫困村，2015 年实现脱贫摘
帽。”市防震减灾中心派驻韩庄村
第一书记张俊红说，在脱贫致富的
道路上，韩庄村村民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韩庄村的村容村
貌也实现了美丽蝶变。

为了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韩
庄村“两委”决定从打造美丽乡村
入 手 ，实 施 美 丽 乡 村 三 年 行 动 计
划。自 2018 年开始，该村从修建村
民排前路、排水沟和农村户厕改造
入手，利用两年时间，对村内的 64
条排前路和 2 条环村路进行硬化，
新 建 排 水 沟 66 条 ，改 造 农 户 厕 所
330 所，建设健身广场 1 个，依托果
树进村项目，种植桃树、李树、杏树
共计 1200 多棵。

如今，韩庄村的路平了、灯明
了，面貌发生了变化，村民们倍感
幸福。美丽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
绘就了一幅锦绣画卷。

实施美丽乡村计划
打造省级森林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