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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孙店镇汝阳刘村是中国毛笔发源地之一，
素有“毛笔之乡”“妙笔之乡”的美誉。 在这里，几乎家
家出笔工、户户会制笔。

金秋十月，记者一行慕名前往汝阳刘村探访毛笔
产业发展历程，并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拜访了“汝阳
刘”毛笔制作艺人刘好臣。

今年 59 岁的刘好臣 ，19 岁就跟随爷爷刘兴旷
学习 “汝阳刘” 毛笔制作技艺 ， 至今已有 40 个年
头。 初次见面，他正坐在家中一间创作室里精心制
作毛笔。

“早年，我爷爷挑着担子在商丘、淮北一带边制作
毛笔边售卖，非常有名气。 后来，爷爷年龄大了，就将
‘汝阳刘’毛笔制作的技艺传授给我。 ”刘好臣告诉记
者，“汝阳刘”毛笔做工精细，有 128 道工序，选料十分
讲究，精选的都是特定区域的羊毛、狼毫、石獾毛、汉
松尾等上等原料。

上世纪 80年代以前， 汝阳刘村家家户户以制笔
为生，代代传承。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由于毛笔的使
用率下降，被钢笔、圆珠笔等现代书写工具所代替，靠
制笔养家糊口成了难题，不少村民开始谋求其他的赚
钱门路。

近年来， 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
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少汝阳刘人陆续拾起了老
手艺。

2016 年下半年， 刘好臣成为河南汝阳刘笔业开
发有限公司的一名制笔技师，为公司培养了一批年轻
制笔人才。 2019年 4月，刘好臣注册成立墨香阁笔业
有限公司。 当年，他便与河南博物院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以春、夏、秋、冬和文物莲鹤方壶为主题，为河南博
物院制作毛笔套盒。

刘好臣制作的毛笔集“尖、齐、圆、健”于一身，融
实用、欣赏、收藏于一体，收得拢、撤得开，刚中有柔、
能硬能软，书写流利、挥洒自如。 “做好一支笔是要讲
究工匠精神的，不能偷懒，每一道复杂的工序都要尽
心尽力去完成。 ”在刘好臣看来，精细的制作工艺是
“汝阳刘”毛笔打开市场的制胜法宝。

如今，“汝阳刘” 毛笔不仅是当地一张烫金的文
化名片， 同时也成为了汝阳刘村村民发家致富的支
柱产业。

近年来，汝阳刘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
下， 抓住保护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机遇，
加大对毛笔这一非遗文化的传承保护力度，全村干群
上下同心，采取“公司＋毛笔生产专业户”或“基地＋毛
笔生产专业户”的生产经营模式，走上了规模化、品牌
化、产业化发展之路，把“汝阳刘”毛笔这一产业不断
做大做强。 目前，全村拥有毛笔制作加工企业 41 家、
毛笔制作专业户 126 家， 每年制作加工毛笔 600 万
支，年产值达 4800万元。

谈及“汝阳刘”毛笔产业下一步的发展，孙店镇党
委书记李剑楠表示，汝阳刘村将继续发挥国家、省“一
村一品示范村”的优势，积极与省、市级以上书画院、
书画协会开展合作，定期举办高质量毛笔文化推介交
流活动，不断扩大“汝阳刘”毛笔的影响力。同时，他们
还将引导汝阳刘村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组织制
笔艺人走进项城市中小学校，对毛笔知识、毛笔文化
等进行现场讲解，提高学生对毛笔文化的认识，大力
叫响非遗品牌。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也是实现农民
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基础支撑。依赖自然资源
的优势，西夏亭镇打开了一条以小香瓜、牛奶吊瓜种植
和蔬菜种植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据了解，截至目前，西
夏亭镇共建成 670多个温室大棚， 形成了以展庄行政
村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 10多个行政村的温室大棚种
植格局，让大量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在展庄行政村的温室大棚里，小香瓜、牛奶吊瓜
已经下市，葱绿的芹菜苗长势正旺。 西夏亭镇镇长张
涛介绍，展庄行政村种植小香瓜、牛奶吊瓜有近 20 年
的历史，年产各类瓜果约 7200吨，深受市场欢迎。

“春夏种瓜，秋冬种菜。 村民一年四季辛勤劳作在
大棚内，日日有活干，月月有产出，钱袋子也鼓起来
了。 ”张涛说。

畜牧养殖业也是西夏亭镇的一大亮点。 目前，全
镇牛、羊、鸡等家畜家禽年存栏增量均在全县前列。

从西夏亭镇政府出发， 记者行车 10 分钟到达西
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按照疾病防控要求，记者没有
进到养殖场内。 这里拥有 6 个现代化标准养殖场，不
同于传统养殖场的养猪模式，现代化养猪新模式让人
很惊叹。

养猪如何避免环境污染？ 西夏亭镇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猪的排泄物被制成肥料，液体废料通过
污水处理循环利用，不仅保护环境，还为农民节约了
化肥，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

统一。
离开西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记者来到位于西夏

亭镇司渡口村的河南大鹏禽业。对于这里生产的无抗
鸡蛋，记者颇为好奇。

“无抗鸡蛋就是无抗生素、无药物残留、无违禁药物
的鸡蛋。 这种无抗鸡蛋是喝矿泉水、吃绿色无公害饲料、
中草药保健防疫的鸡下的蛋。 ”负责人付国鹏介绍说。

据了解，2015年， 大鹏禽业被河南省畜产品质量
监测检验中心检测批准为“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其生
产的无抗鸡蛋被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

定为“无公害农产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其注
册了“雏鹏”牌商标。 2023年，“雏鹏”无抗鸡蛋获得第
二十二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目前，大鹏禽业
的蛋鸡存栏量达 15 万只， 日生产无抗鸡蛋 14 万余
枚，远销北京、深圳、上海等地。

展望未来， 西华县西夏亭镇党委书记邓霄思路清
晰———按照“建基地、树品牌、促规模”的发展思路，以
加快建设农业强镇为目标，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扛稳
粮食安全重任。

“西夏亭镇万亩高标准农田核心示范区已基本建
成，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打下稳固基础。同时，西夏亭镇
还积极发展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提高农业规模产出效益。”邓霄说，在继续壮大双汇、
牧原等畜牧养殖基地的同时， 该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努力以特色产业“引路”，■出一条乡村振兴新路。

西夏亭镇:特色产业打开乡村振兴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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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店镇汝阳刘村：小毛笔“写出”大产业

西华县西夏亭镇，位于黄淮平原中部，属于黄河冲积平原，这里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光照为境内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这里特色蔬果种植、畜牧养殖产业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创业，开拓
了富农增收新路子，打开了乡村振兴新空间……

农业插上科技双翼

十月的乡村，秋季作物已经收割完毕，澄明的天空
下是一望无垠的田地， 高大的风力发电机在秋风的吹
动下旋转着，让人心生旷达之感。

10 月 10 日，记者一行在西夏亭镇副镇长穆红涛
的带领下参观了高标准农田。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
根子。土地资源富集，粮食生产就有保障。 ”穆红涛介
绍，目前，该镇 3.3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已近尾声，高

标准农田将为粮食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那里是我镇即将投入使用的智慧农业监测中心。 ”穆

红涛指着不远处的一排平房向记者介绍，“智慧农业监测
中心可实时监测土壤温度、土壤水分以及病虫害情况。 ”

穆红涛感慨，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西夏亭镇的
田野正发生着深刻变革，从“靠经验”到“靠数据”，“汗
水农业”朝着“智慧农业”加速转变。

特色产业唱响富民曲

刘好臣在制作毛笔。

西夏亭镇的一个牧原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