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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罗玉兰）日前，笔者
一行前往被誉为商城县 “北大
仓 ”的鄢岗镇 ，沿途景致引人入
胜 ，块块水田阡陌相连 ，一眼望
不到边 ， 绿油油的秧苗生机盎
然，田间不时传来除草农人的谈
笑声……行至目的地长冲村，入
眼的又是另一番景象，成片茭白
种植田里绿浪滚滚，透露着丰收
的喜悦。

“咱们基地今年第一批茭白
正值上市 ， 现在可供采摘的有
200 多亩，每天得请几十人，采摘
1 个月才能采摘完，今天天热，部
分工人早早就下了田。 ”一大早，
商城县萧旺农业合作社负责人

肖百全就穿上胶鞋 ， 骑着电瓶
车 ，往来于茭白基地各处 ，查看
茭白生产采摘情况。 看着田里的
茭白饱满鲜嫩 ，正待采摘 ，肖百
全心里十分高兴。

2018年， 在外承包工程多年
的肖百全，在家乡的号召下返乡创
业， 成立商城县萧旺农业合作社，
投资 200余万元， 流转土地 1200
余亩，从宜兴引进优质双季茭白品
种，建成生态茭白种植基地。

“我这茭白口感好、具有营养
价值，市场行情很好，不光能销到
全国各地大型商超， 还可通过常
州出口日韩等国家。 ” 肖百全介
绍， 茭白现在的市场批发价是 2
元多， 自家茭白基地夏秋两季亩
产 1 万多斤，按这个行情，每年两
季亩效益就可达 2 万多元。

“这片茭白田就在我家屋后
面，去来方便得很，在这儿干活一
天是 100 元钱， 一年下来能挣个
8000多元，还不耽误家务活。”田边
正在打包茭白的程作芳指着不远

处绿树掩映的自家房子高兴地说。
肖百全告诉笔者，合作社通

过生态种养、 综合开发方式，形
成合作社+基地+农户 （贫困户）
的服务模式，带动不少像程作芳
一样的贫困户致富增收。 目前，
合作社流转贫困户土地 300 余
亩， 每亩流转费 200 元-500 元，
常年为贫困户提供施肥、 灌溉、
除草 、 收割等劳动就业岗位 40
余个 ， 带动贫困户户均年增收
5000 元-12000 元。

“茭白是优质无公害绿色蔬
菜，深受市场青睐，具有良好的发
展优势。下一步，我镇将推广茭白
种植，建立千亩示范园，综合利用
复合种养生态模式， 实现水质改
善、 生态功能恢复和产品效益同
步提高，有效控制病虫害发生，减
少农药化肥使用， 使茭白产业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造福本
地群众。”鄢岗镇党委书记赵大青
介绍。

商城县：茭白田里走出致富路

做好“加减法” 风景美如画
潢川县多措并举提升环境质量

本报讯 （马 丁）“俺们县委、
县政府真是下大力气搞环境治

理，你看看现在，天多蓝、水多清，
以前总是没地方玩， 现在处处是
美景！ ”近日，家住潢川县益民居
湿地公园附近的丁女士说道。

今年以来，潢川县运用“加减
法”，多措并举，城乡环境质量不
断向好，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做好 “减法”， 减少空气污
染。 围绕国家空气质量二级县创
建目标 ，潢川县以 “减尘 、减排 、
减行 、减污 、减烟 ”为抓手 ，固土
减尘，加大城区道路机扫率和冲
洗率，做到道路硬化、空地绿化、
区域净化 ；控烟减排 ，县域内餐
饮企业均安装了高效的油烟净

化设备， 油烟污染得到控制；查

车减行， 加强重型货车管控，严
防渣土车、物料车在运输过程中
的抛 、洒 、滴 、漏等现象 ；管煤减
污 ，取缔全县城区 、乡镇主要街
道所有散煤设施 ，实现全面 “清
零”；禁烧减烟，加大秸秆禁烧力
度， 对露天垃圾做到日清日扫，
严厉打击焚烧垃圾现象。

做好“加法”，加快水质提升。
潢川县加压责任，制定《潢川县水
生态环境排名奖惩实施办法》，对
乡镇、 街道河道断面水质进行月
排名、月通报、月奖惩，压实各乡
镇、街道责任，充分调动积极性；
加大监管，按照县委要求，全县处
级干部带队开展夜查行动， 乡村
干部、县直单位履职尽责，织密监
管网络， 对违法排污企业和个人

移交执法部门严惩；项目加速，今
年谋划潢河、白露河、春河、寨河
4 条河流水生态治理项目 8 个 ，
计划投资 17.53 亿元。

1 月-8 月， 潢川县 PM10 累
计平均浓度 57 微克/立方米 ，同
比降低 30.5% ；PM2.5 累计平均
浓度为 32 微克/立方米， 同比降
低 33.3% ； 空气优良天数累计
212 天， 较去年同期增加 52 天。
潢河 、 白露河两个国控断面 1
月-7 月水质持续达标，平均值达
到三类。 在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6
月份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

中，潢川县取得了地表水综合排
名全省第二的好成绩。 通过做好
“加减法”，潢川县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不断提升。

爱心捐款圆求学梦
淮滨县城乡互助慈善协会帮

助贫困学子

本报讯（王长江）9 月 6 日上午，淮滨县城
乡互助慈善协会一行 9 人，驱车来到该县马集
镇龙泉村孙庄东组， 将部分会员捐助的 2600
元现金送到韩金英老人手中。

10 多年前，韩金英儿子、儿媳先后患病离
世，留下 1 个小孙女。 2019 年，其孙女考入南
阳一学校，当时学费是靠韩金英养殖家禽和社
会爱心人士自发义购解决的。 今年，由于受疫
情影响，靠家禽养殖所得仍没凑足学费，其孙
女迟迟不能按时到校。

得知这一情况后，淮滨县城乡互助慈善协
会及时组织会员捐款，以缓解孩子上学之急。
当秘书长王子明代表爱心人士把捐赠的现金

送到韩金英老人手中时，老人顿时泣不成声地
说：“现在终于把孙女的学费凑齐啦，感谢党和
政府、感谢淮滨县城乡互助慈善协会一直以来
的关怀照顾。 ”

据悉，韩金英老人的家庭系贫困户，几年
来，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干起养殖鸭、
鹅等脱贫项目。 之前，淮滨县城乡互助慈善协
会部分会员曾通过义购、捐赠衣物等不同方式
对老人家庭进行资助。

采冬枣赏美景
河区东双河镇马店村生态

种植助农增收

本报讯（杨德建）又到冬枣成熟季节，这
几天， 河区东双河镇马店村冬枣种植基地
格外热闹，游人纷至沓来，采摘品尝冬枣，欣
赏初秋田园丰收美景。

走进冬枣园， 满眼的冬枣树挂满了圆润
的冬枣， 员工们穿梭在枣林紧张有序地采摘
着，枣子的清香飘散四周。

该枣园是当地引进的生态种植企业。 近
年来， 枣园在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经济热潮
的带动下，立足当地生态优势，将享誉全国的
山东沾化冬枣品种及种植技术引进， 成功改
良并培育出适宜我市种植的优质水果品

种———冬枣。 去年，基地 200 余亩枣树全部挂
果，秋后投放市场，消费者反应良好。 今年虽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干旱天气的影响， 但枣园
总体生长形势良好， 冬枣品质和产量都有一
定程度的提高。

枣园在搞好园区建设和生产发展的同

时，不忘肩负的社会责任，他们以冬枣种植为
主导产业，走基地+合作社+贫困户的路子，为
全村 20 户贫困户提供了增收致富渠道。

9 月 7 日，光山县凉亭乡光明村村民在大志农场蔬菜基地收获黄瓜、豇豆。 该农场今
年春引进种植无公害优质品种黄瓜、豇豆、西红柿、莴笋、葫芦等，亩均收入达到 1.5 万多
元，可吸纳村里 26 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 2 万多元。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