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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敬） 5

月 20 日，封丘县王村乡张郭

村白芷种植田里绿意盎然。

一株株白芷苗如撑开的翡翠

小 伞 ，在 微 风 中 舒 展 着 叶

片，挺拔向上的茎秆在烈日

下泛着油亮的光泽。作为致

富“潜力股”，这些白芷苗即

将 成 为 群 众 致 富 的“ 摇 钱

树”。

从“十三香”到饮料新

宠，药食同源的白芷是中药

材 百 花 园 里 的 天 然 宝 藏 。

“现在正是白芷茎叶快速生

长期，到了伏天，地下根茎

就会进入疯长期。”种植户

刘书伟介绍，白芷需要在每

年 秋 冬 播 种 ，历 经 寒 冬 蛰

伏，次年盛夏至初秋成熟。

“今年阳光充足、灌溉及时，

预计亩产能突破800公斤。”

旺盛的市场需求，加之

低 成 本 、易 管 护 的 种 植 特

性，让白芷成为乡村振兴赛

道上的“潜力股”。谈及收

益，刘书伟眼中满是期待。

“行情稳定时，白芷亩产值

能达近万元，10 亩就能带来

6万余元的纯收入。”他说。

目前，张郭村 6 户农户

种植白芷面积达 100 余亩，

在销售渠道上，他们早已织

就了稳定“网络”。农户们

与安徽亳州的药商保持长期

合作，烘干切片后的白芷每

公斤售价近 7 元。而县城周

边药房的零散订单，也让销

路更加多元。

生机勃勃的白芷不仅承

载着农户的致富希望，也吸

引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如今，针对白芷这样

的 优 势 产 业 ，当 地 建 立 了

“一对一”帮扶机制，组织种

植 能 手 结 对 指 导 ，形 成 了

“一业兴、百业旺，一业带百

业、百业促全局”的生动画

面。

白芷蕴金待秋实
成为致富“潜力股”

本报讯 （记者 张世彬） 眼下，正
值金银花采摘旺季。5月19日，记者了
解到，原阳县太平镇祥符营村金银花种
植基地里，一片繁忙景象。金银花藤蔓
上缀满密密麻麻的花苞，黄白相间的花
朵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娇艳，空
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金银花种植基地负责人王志坚说：
“我是从2020年开始种植大毛一号金银
花的，已经有5年时间了，这个品种最大
的优点就是15天不开花，有足够的采摘
时间，产量也比较高，每亩可产干花260
斤左右，周边的客商会定时来我们这里
收购。”

金银花种植基地的发展壮大，带动
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让采摘工人鼓起
了腰包。工人熊恩志说：“在这摘金银
花，效率高的一天能收入100多元，离家
近，干着也方便。”

据了解，金银花不仅是市场紧俏的
中药材，更是功效显著的“健康之花”。
它能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对缓解咽喉

肿痛、治疗风热感冒效果显著，其抗菌
消炎特性还常用于对抗多种病菌。此
外，金银花在增强免疫力、凉血止痢等
方面也有良好表现，深受药企和消费者
青睐。

谈及未来的发展规划，王志坚充

满信心地告诉记者：“我将进一步扩
大金银花种植规模，引进更先进的加
工设备，开发更多的金银花产品，进
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
道，让金银花真正成为村民致富的

‘摇钱树’。”

村民们在采摘金银花村民们在采摘金银花

金银花开“金银”来

本报讯 （记者 崔敬） 加快现代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提升特色农产品竞争
力。5月20日，在封丘县大沙西瓜种植
基地里，我市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团队正
在查看早春大棚西瓜种植情况，通过实
地考察、技术交流与经验分享，共谋当
地产业升级新举措。

据了解，居厢镇联合我市农业科学
院共同举办了此次观摩活动，专家团队
深入田间地头观摩早春大棚西瓜、病虫

害绿色防控等核心技术示范田。专家
们高度评价了当地“科研院所+示范基
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科技推广模
式。

近年来，大沙西瓜种植基地依托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引进优质西瓜新品
种，集成推广智慧农业监测等多项技
术，实现亩产增收 20%以上，节水节肥
30%，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标杆。为
此，专家团队与基地负责人、种植大户

进行了技术交流和经验分享，共同探
索西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近年来，居厢镇持续发展西瓜特色
种植，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还促进了
农业现代化转型。

据了解，通过此次观摩活动，居厢
镇将进一步深化与省、市农科院的合
作，推动西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方向发展，助力大沙西瓜成为当地
一张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农科院专家团“把脉”大沙西瓜种植基地

本报讯（记者 张延）“5·20”这个
寓意美好的日子，让原阳县黄河滩区种
植大棚玫瑰的花农腰包鼓了起来。靠
种植玫瑰鲜切花，滩区农民亩均效益达
2万余元。玫瑰花成为原阳滩区农民真
真正正的“致富花”。

为了抓住“5·20”这一波“浪漫经
济”，5月19日，原阳县蒋庄乡百亩现代
化玫瑰种植基地内，花农们正抓紧采收
戴安娜、高原红等优质玫瑰，发往全国
市场。

“今年我们采用了智能温室和水肥
一体化技术，每亩玫瑰花产量多了3000
枝到 4000 枝，收益上也比去年增加了
2000元到3000元。”原阳县蒋庄乡金豫
河玫瑰基地负责人郅朕告诉记者，这两
天，借着“5·20”这个好日子的热度，玫
瑰花是供不应求。

据了解，近年来原阳县推动扶贫
大棚转型，将花卉种植培育为新兴产
业。当地依托黄河滩区弱酸性沙质土
壤，联合农林专家开展技术攻关，通过

土壤改良和花期调控技术，实现玫瑰
品质与产量双提升。数据显示，全县
设施经济作物面积达 4.9 万亩，其中鲜
切花年种植面积超千亩，亩均效益突
破2万元。

“鲜花经济正从‘节日消费’向‘日
常消费’延伸。”原阳县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通过建立电商直
销、社区团购等新渠道，推动特色种植
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芳香经济”持
续释放富民效应。

“爱情花”成原阳农民“致富花”

本报讯 （记者 李蕊） 5 月 21 日，
记者了解到，红旗区洪门镇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联合红旗区人社局走进辖区
多所大学，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宣讲工
作，为莘莘学子送上就业“锦囊”，助力他
们明晰职业方向，规划美好未来。

宣讲会上，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化身
“就业引路人”，针对大学生最为关心的

就业问题，展开了全面且细致的政策解
读，从基层就业补贴、创业扶持政策，到
就业见习岗位申请流程，工作人员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将原本复杂的政策条文
转化为大学生们易于理解的实用信息。
宣讲还采用微课的形式，以精炼生动的
PPT内容，为学生们呈现丰富的就业知
识。面对“升学还是就业”这一困扰众多

大学生的难题，工作人员从多个角度分
析了当前的就业形势和升学趋势，为学
生们提供了理性的参考。在互动环节，
工作人员耐心解答了学生们提出的相关
问题。不少学生表示，此次宣讲会就像
一场“及时雨”，让他们对就业政策有了
更清晰的认识，也学会了如何制定科学
的就业规划，使自己在未来的职业选择

上少走弯路，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
方向。

此次宣讲活动是落实就业优先政
策、服务高校毕业生的重要举措，通过走
进校园、贴近学生，切实解决了大学生在
就业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大学生顺利
就业和职业发展保驾护航，也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就业指导进校园 护航青春逐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