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个小时挣 10 块钱，我们已经采
摘好几天了……”昨日，在息县杨店乡
张围孜村万寿菊种植基地，57 岁村民
沈忠秀向记者介绍着，手里的活一直没
停。金秋八月，正值万寿菊盛花期，杨店
乡片片花海映入眼帘，橘黄色的花瓣混
合着绿叶， 像地毯般从脚下铺展开，村
民们在花海中来回穿梭采摘，一派忙碌
景象。

2019 年， 在张围孜村村支部的宣
传引导下，乡里的致富能人高群从云南
引进花种，率先在张围孜村建立了乡里
第一个万寿菊示范种植基地。通过流转
土地集中示范种植和带动农户自主种

植两种模式，共整合土地 1000 余亩，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36 户 163 人， 用工
高峰期时还吸纳周边村民和贫困群众

来务工。 “万寿菊种植周期短、 风险性
低，集观赏、药用、环保等经济价值于一

身，故有‘软黄金’之称，不仅给群众提
供了家门口就业机会，还收益可观。”高
群告诉记者。

在南徐楼村产业扶贫基地 ，76 岁
的吴在兰载着老伴儿和一车万寿菊来

到发酵区。 称重时，吴在兰笑呵呵地向
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这菊一茬接着
一茬长，从 7 月到 11 月，可以收 7 茬-
8 茬，而且一茬比一茬产量高，估摸着
俺家两亩地至少能给我带来 4000 元的
收入，到了 11 月还不耽误种菜……”

据了解，万寿菊示范种植基地采取
统一供种育苗移栽、统一管理、统一回收
的模式进行运作， 花朵采摘后由公司统
一发酵，加工成颗粒及成品，订单销往全
国各地。如今，杨店乡坚持“强龙头、创品
牌、带农户”的思路，大力发展万寿菊种
植，扎实推进产业扶贫，实行“公司+农
户”的经营模式，走出了一条龙头企业带
产业，“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发展路
子，万寿菊已成杨店乡的“致富花”。

04
2020 年 8 月 28 日 星期五

责编 ：王 洋 创意 ：陈 艳 质检 ：金培满

印象信阳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本报记者 周 涛 文/图

扶扶贫贫花花开开幸幸福福来来

采摘万寿菊

称 重

发酵处理

装车

下班回家

花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