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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瓜蒌成致富“黄金果”
仲夏时节，走进光山县孙铁

铺镇陈大湾村瓜蒌产业园区，处
处绿意盎然，一根根瓜蒌藤蔓交
结，一个个饱满的瓜蒌果挂满支
架， 俨然一幅乡村产业兴旺图。
在一块标着 “千亩瓜蒌基地”的
牌子旁，陈大湾村支部书记吴继
银正带领着天富农业合作社的

20多位社员在基地里忙碌着。
就在 5 年前， 这里还是一

片歉收的水稻田。 吴继银发觉
传统农耕效益低， 难以解决广
大父老乡亲收入低的问题。 他
通过深入调研， 决定尝试发展
新型农业。 2016 年，吴继银引
进试种新型中药材瓜蒌， 当年
底便挂果丰收。试种成功后，他
创建天富农业合作社， 扩大瓜
蒌种植面积，实现规模化种植，
吸纳周边村民劳动力， 决心打
造光山县瓜蒌种植基地。

2017 年初，为打破村民传
统思想束缚，吴继银主动出资，
通过合作社与部分村民合作，
开始小范围推广种植瓜蒌，年

底就将收益全部分给了合作的

村民。 初尝甜头的村民将合作
经验口碑相传，村“两委”一班
人趁热打铁， 利用农闲时间入
户走访， 宣传瓜蒌产业的好处
与前景， 很快就将村里的农户
聚在一起座谈协商， 达成合作
协议。 在孙铁铺镇党委帮助协
调下 ， 吴继银带领合作社村
民，以每亩不低于 500 元的价
格， 流转 1500 余亩土地种植
瓜蒌， 仅用了 3 个月的时间，
就建成了千亩瓜蒌产业园。 如
今的天富瓜蒌种植合作社，土
地流转签约农户 80 余户 ，带
动贫困户 73 户， 人均年增收
达 6000 元，实现了真带贫，带
真贫的目标。

如今， 千亩瓜蒌基地的瓜
蒌支架、 沟渠等都已经完善，园
中忙碌的村民积攒了两年的瓜

蒌种植经验，大多数都熟练掌握
了瓜蒌种植技术。 “目前已经有
几户在合作社学习技术后自己

种植，下一步我就把这瓜蒌园子
返租给他们，瓜蒌成熟时候我只
负责向他们收瓜蒌就行了，按照

每亩地 5000 元的收益，每人年
均纯收入高达 7000 元，户均几
万元收入是不成问题的，通过收
购深加工，从瓜蒌籽到瓜蒌皮再
到瓜蒌根 ， 合作社产值净增
30%，预计明年就能全部回本。 ”
吴继银高兴地说。

正在瓜蒌地里务工的贫困

户吴庆志高兴地说 ：“没想到
‘小瓜蒌’真是大产业，现在瓜
蒌每亩投入 2300 元左右，当年
就可以把成本收回来 ， 还有
700 元左右的利润， 第二年每
亩地瓜蒌可以卖出 6000 多元，
我们贫困户只要种植瓜蒌两亩

以上，第二年就可实现脱贫，第
三年就达小康啦！ ”

在天富农业合作社办公

室， 一块陈大湾村产业布局发
展规划图格外显眼。 千亩瓜蒌
基地、千亩稻虾共作基地、万头
品种湖羊养殖基地等产业布局

在规划图上琳琅满目， 随着一
个个项目落地实施， 陈大湾村
经济发展格局也在不断完善，
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

产业发展基础。

肖王镇: 唱欢大鼓书 感知文化魅力

“咚咚锵、 咚咚锵......”近
日， 平桥区肖王镇图书馆里传
来阵阵纯厚的大鼓声响， 一场
场别开生面的非物质文化大鼓

书表演在此精彩上演。
只见艺人们往台上一站 ，

一手敲鼓、 一手夹板， 或边敲边
唱，或敲而不唱，时起时坐，时扭时
跳，以手势、眼神、声调、表情、走场
等，活灵活现剧中的每一个角色，
给观众带来了 《劝家庭和》《劝世
文》《十八岁的大姑娘》《龙王三姐
拜寿》《吕洞兵打彩》 等精彩曲目，
赢得现场观众经久不息掌声，不

时呐喊欢呼，深受观众喜爱。
平桥大鼓书， 俗称犁铧大

鼓、梅花大鼓等，是土生土长的
本地曲种， 因主要伴奏乐器为
大鼓而得名， 入选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 它是由演唱和乐
器伴奏两部分组成， 主要演出
形式为一人打鼓击板而歌，调
门、板式繁多，音乐丰富多彩，
曲目丰富，唱词通俗易懂，实为
广大观众喜闻乐见。

74 岁的曹国友老人唱大
鼓书已有 58 年，是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大鼓书代表

性传承人。 从 16 岁学艺开始，

曹国友就曲不离口， 不管是大
型的文艺演出， 还是在热闹集
镇、树下纳凉处等，张口就唱，
他说，我要把大鼓书传承下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喜欢它，并
且还收了几位徒弟， 继续弘扬
民间大鼓书文化。

几位艺人以大鼓书独特的

方式， 向众人展示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让传统文
化走进群众， 不仅丰富了肖王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而且激
发了大家弘扬民间大鼓文化的

热情， 增强了保护和传承非物
质文化的决心和信心， 起到了
良好的反响。

近年来，随着红色文化的不断升温，罗山县铁铺镇积极加大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
征出发地何家冲革命纪念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还修建了何家冲新时代讲习所，极大地
方便了教育村民，培训乡村党员干部。 目前，已培训县内外党员领导干部达 7000余人（次），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何家冲已敞开了山门，将以新的面貌迎接红色文化爱好者走进革命纪念地。图为
罗山县铁铺镇红色文化旅游办公室主任郭凯（右一）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纪念
馆前，强化对讲解人员培训时的情景。 李建设 摄

新县泗店乡

举行志远奖学金发放仪式
信阳消息 （司 璇） 爱心点燃希望、 真情传递温

暖。 8 月 24 日上午，新县泗店乡举行 2019 年度志远
奖学金发放仪式 ，为即将迈入高等院校 、高级中学
的 21 名品学兼优的学子们进行奖励。 县教育局负
责人、泗店乡党政班子成员、驻村干部、泗店商会会长
及副会长、爱心人士代表和各村支部书记、乡中学和
中心校部分班子成员、获奖的学生及家长代表参加了
会议。

会上， 对 13 名应届大学生和 8 名中专生进行了
表彰，泗店乡商会代表致辞、县教体局负责人在讲话
中说，多年来，泗店乡党委政府抢抓教育发展机遇，转
短板为优势，教育稳中有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子，
希望此次受奖励学子一要坚定信念，做有理想、有抱
负的时代青年；二要勤奋学习，做有知识 、有才干青
年；要修身明德，做有品德、有魅力的时代青年。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教育
局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泗店乡学校基础设施条
件不断改善，教学综合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学校育人、
商会助力，自 2014 年以来，乡党委政府引导动员泗店
商会连续 6 年成功举办志远奖学金发放仪式，累计奖
励泗店籍品学兼优学子 200 多人，为莘莘学子献上了
一份爱心、为社会传递了一份真情、为全乡教育事业
贡献了一份力量。

罗山县山店乡

打造新引擎带来好“钱景”
信阳消息（杨 燕）近年来，罗山县山店乡立足资

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突出“外引”带“内生”，
打造集体经济发展新引擎， 因地制宜开辟出了一条
“破冰之路”，让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更有“钱景”！

生态立村，夯实基础“起步”。 山店乡党委以生态
立村为思路，提高村民环保意识，种植绿色植被，保护
全乡生态环境，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规范了
保洁员、垃圾清运等各项制度，聘请保洁员 66 名，新
购置垃圾箱 300 余个，清运垃圾 5000 余吨。 积极争取
上级项目资金，全新修村组道路 29.2 公里，桥梁 3 座；
经过 1 年多的时间，“致富路”环绕山间，山店乡成了
“春有花，夏有凉，绿荫满山岗”的美丽乡村。

党建强村，融合发展“跨越”。 该乡党委主动担

当作为，坚持党建引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激发和
调动党员积极性，强化党员致富、带富牵引力，发挥好
党员示范带动作用，组织有“帮带”能力的党员，带领
村民上产业、上项目，走共同富裕之路。 如党员张志、
沈树明、李童等回乡创办合作社、家庭农场，采用“村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学习技术、
带头发展产业、带头致富。

产业兴村，围绕市场“腾飞”。 山店乡自然资源丰
富，为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将资产变“资金”，该乡
通过积极申报项目资金 265 万元， 健全制度保障，带
动贫困户就业 80 余人，每年增收 3000 元以上，增加
村集体收入 45 万元，用于发展村级公益事业，完善村
级基础设施等。同时，投入 900 万元建设光伏发电站 3
个，带贫 255 户每年增收 1500 元，三个村集体收入各
增加 3 万元。 山店乡通过积极探索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新路子，14 个村集体经济均增收 2 万元以上， 为实施
乡村振兴开启了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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