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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城镇依托临近沙河的独特优势， 在沙河沿
线种植 1 万多亩黄色、粉色、紫色等多色油菜花，
积极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自然观光带，吸引周
边群众前来踏青赏花游玩。 邓城镇被游客誉为周
口的“小婺源”，成为乡村振兴图景中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

油菜花不仅可以赏，还可以吃，但油菜的用途
远不止如此。 “油菜浑身都是宝，经济效益不断提
高，油菜产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一位农业技术
人员说，当地已经把功能型菜籽油、油菜芽苗菜、
油菜花茶、 彩色油菜花饼干等列入邓城镇发展油
菜产业计划。

巴村镇胡集村村民刘建民以 “合作社+农户”
模式，带领乡亲们发展食用、药用花卉种植加工，
种出了致富好“钱”景。 除自己种植 60 亩金银花
外，他还帮助村民种植金银花 300 多亩，带领大家
一起致富。

“目前，雒庄玫瑰、大井花卉等乡村特色产业
在全县蓬勃兴起，‘花+经济’特色产业逐渐成为全

县多地调整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美丽经济’ 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新活力。 ”商水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②22

商水：以花为媒激活“美丽经济”
□记者 王辛泉 韩瀚 马治卫 通讯员 赵永昌 文 / 图

������“咦！ 这一朵朵鲜花开得真漂亮，闻起来又香，我们一定要多带几束回家……”连日来，前来商水县平店乡雒庄村玫瑰花卉种植基地观光购
花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徜徉在花棚内打卡游玩、拍照录像、自由采摘，流连忘返。

玫瑰花开幸福来

政策助力产业兴

“美丽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玫瑰花好看，缺点就是有刺，稍不注意就会扎到
手。 ”近日，记者走进雒庄村，刚到玫瑰花卉种植基地就
听到花农的提醒。记者看到花棚内，工人们戴着手套、拿
着剪刀有序采摘、装车运输；室外加工棚下堆满鲜花，工
人们熟练地挑拣、整理、扎捆、包装入库，现场一派忙碌
的景象。

雒庄村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剩余劳动力多。 2013
年以来，在云南务工的刘志国、刘军停陆续带资带技返
乡创业，推行“南花北种”。“我们村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环
境和技术优势，种出来的花品质好、产量高。 ”村党支部
书记刘国珍如是说。

“今年春节过后，连续雨雪冰冻天气导致鲜花盛开
时间推迟了 15 天左右。由于我们加强管理，鲜花产量和
品质没受影响，估计亩产鲜花 2 万枝没问题，除去投资，
一亩地能赚 1 万元！”种植大户李东洋、李向前难掩喜悦
之情。

������穷则思变，变则即通。雒庄村原来是一个传统
农耕村庄。为了寻求一条特色农业增收致富之路，
雒庄村帮助刘军停、 李新红等种植户成立 3 个花
卉种植合作社，协助 10 多户种植户流转土地 600
多亩，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 县
乡有关部门联合在雒庄村举办了两届 “玫瑰文化
节”，帮助该村申报了“精准扶贫基地”“返乡创业
农民工示范园”。

政府支持，营造环境。 为了支持雒庄村玫瑰
花卉产业发展，县乡有关部门倾斜政策，在雒庄
村开展专项治理，结合实际对该村产业、生态空
间进行科学规划； 针对该村道路桥涵损坏问题，
平店乡投资 30 多万元及时修建 1 座桥梁、2 条道
路。

横向发展，共同致富。雒庄村不仅以优惠的政
策鼓励支持本村群众参与玫瑰花卉生产， 还积极
吸引外地种植户来村共同发展玫瑰产业。“我在雒

庄村种植了 30 亩大棚玫瑰花卉， 年收入 20 多万
元，带动当地 10 多人在家门口就业。 ”项城市的种
植大户韩林如是说。

“我平时在这里浇花、除草、采摘玫瑰，工作不
累，每月收入 2000 元左右。 ”雒庄村 60 多岁的王
金荣大妈对自己的收入比较满意， 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我们将持续发挥雒庄
村玫瑰花卉产业优势， 因地制宜发展好花卉种植
特色经济，加快培育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条，推
动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助推乡村振兴向纵深
发展。 ”平店乡党委书记段文海表示。

“俺种植的玫瑰具有观赏、食用、药用等功能，
经济价值非常高。 ”商水县张庄镇城上村李朝阳、
张大花夫妇通过土地流转建起占地 30 余亩的玫
瑰园，园内万朵玫瑰竞相盛开、香飘十里，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观赏游玩、放松身心。

花棚内鲜花盛开。
花农在花棚内转运花卉。

花农在花棚内采摘鲜花。

花农在分拣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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