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川汇区淮河路街
道刘新庄社区就有个全省“草莓状元”牛前进，他
种的草莓在全省评比中，获得过金奖。

6 月中旬，草莓种植的农闲时节，牛前进却没
闲着，顶着热辣的阳光，做着两件事：闷棚、育苗。

牛前进的草莓园位于开元大道南侧，名曰“牛
牛草莓基地”，占地 40 余亩，建有 40 个大棚，种有
七八种精品草莓。 5 月草莓采摘完毕，牛前进把根
蔓全部铲除，为下一轮种植做准备，第一道工序
便是闷棚。

闷棚，就是把大棚封起来 ，利用高温 ，把地
里的病菌与害虫杀死 。 6 月 18 日上午 ，室外温
度 33℃，棚内温度已近 60℃，热气逼人。牛前进
说：“温度还不够，待会儿还要往棚里浇水，水汽
蒸腾 ，温度最高能达到 80℃，这样地里的病菌
与害虫就被杀死了，不用一点农药。 ”

不用农药， 是为了保障品质， 种了十几年草
莓，牛前进从来都是以质取胜。 他最早在杭州市
西湖区包地种草莓，向浙江省农科院学艺，种绿
色有机的精品草莓，个大味美，无农药残留，市场

反响良好，供不应求。 8 年前，因包的地被阿里巴
巴征用，牛前进返乡，在淮河路街道流转土地，还
是种草莓，成为我市草莓界的“龙头老大”。

闷棚从 5 月中旬开始，历时 3 个月。在另一块
地里，牛前进培育的草莓苗正在茁壮成长，待到 8
月中旬，闷棚结束，苗儿将移植到大棚里生长。

这些草莓苗是牛前进的宝贝。今年年初，他花
30 多万元，从浙江省农科院买来 5000 株“章姬”、
2000 株“红颜”、1000 株“白雪公主”的母苗进行繁
育。 牛前进的育苗基地占地 35 亩， 每年能育苗
200 多万株，自家草莓园只用很少一部分苗，大部
分都卖出去了，卖苗成了他的另外一项稳定收入。

前几天下了一场雨， 但是酷热的阳光很快又
把地表晒干。 牛前进的育苗田里铺设有滴灌带，
可及时为草莓苗补充水和养分。 今年周口大旱，
这些苗儿却没受一点影响，长势良好。

满目青翠幼苗，“章姬”繁育最多。“章姬”是牛
前进最喜欢的品种。 “这种果浓甜芳香， 柔软多
汁，入口即化，果色艳丽美观，果均重 40 克，亩产
4000 斤以上，经济效益佳。 ”牛前进对“章姬”了如

指掌。 在 2021 年河南省第四届草莓大会中，牛前
进从 100 多位草莓种植大户中脱颖而出， 他种的
“章姬”获得金奖，“红颜”获得优秀奖。 这份荣誉，
在周口草莓界很少有。

农家无闲月，从育苗、起苗、种植到采摘，牛前
进全年都很忙碌，他的草莓园和育苗地里，常年
雇用 20 多位村民打理，带动了群众增收。 一颗颗
色泽诱人、浓香扑鼻的草莓，凝聚着牛前进的心
血与汗水！ 草莓挂果的关键时节，为了保障品质
与口感， 他用一种昂贵的生物菌肥， 一瓶 800 多
元，一轮施用花费数万元。 今年春季寒冷，夜晚棚
内温度不够，牛前进往棚里吹暖风，一晚就花掉
5000 元油费。 “种草莓是个精细活，稍有不慎，全
盘皆输。 ”牛前进感叹。

漫长而酷热的夏季， 正孕育着下一年草莓丰
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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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帝清风斩蛇道，饮水台前江自流。 氵殷水三
分天下事，邓城将军志未酬。 千年空余白果树，叶
氏门前叹古风。 这首诗生动描写了商水县邓城镇
人文历史风貌。 家门口风光无限， 在邓城人的眼
里，邓城古镇的新意越来越浓。

环境整治提升乡村“颜值”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邓城镇许村，只见竹林蓊

郁，房舍俨然，清流卵石，相映成趣；漫步银杏广
场，乐享乡村惬意生活；抬眼望处，皆是村路洁净，
绿意盎然。“我们村环境优美，是名副其实的‘网红
村’。”欣赏着风景，村民邓民感叹道，“村里旅游业
红火了，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

在邓城，变美的不只是农村，城镇街道的变化
同样明显。

以前，邓城镇宋庙村街道上私搭乱建、出店经
营一直备受诟病，每逢节假日，镇村干部都要忙于
整治环境、疏导交通。邓城镇党委政府积极统筹协
调，掀起了街道环境整治高潮。所有街道两侧不仅
全部进行硬化、拓宽，还清理疏通了下水道，并栽
植 300 多棵大叶女贞等景观树， 重新规划流动摊
贩位置。 经过整治，宋庙村街道面貌焕然一新，群
众无不交口称赞。

近年来，邓城镇针对人居环境整治难点、堵点
问题，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户厕改造、村容村貌整
治等为重点，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护相结合，治
标与治本相结合，精准发力，积极开展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行动，打造干净整洁、美丽宜居的乡村风貌。

电商助农拓宽农产品销路
近日，在张湾村曲水林语露营基地，幽静的杨

树林荫下，60 多名电商达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老
师讲授电商知识。

“通过参加县里组织的电商村创建培训班，我
加深了对电子商务知识的理解， 并掌握了技能实
操方法。 下一步， 我要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
中，利用网络平台直播带货，带动乡亲一同致富。”
后史村村民李秋艳说。

在商水县鑫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社长程
银生正指导工人采摘樱桃。 “自从搭上电商快车
后，合作社每天销售甜樱桃 200 多箱，而且销路越

来越好。 ”他说。
近年来，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邓城镇积

极推进观光采摘、直播带货、电子商务等消费模式
与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相结合， 积极培育电商物流
新业态，发展壮大本地电商直播主体，源源不断地
为乡村振兴“造血”，猪蹄产业园拔地而起，羊肚
菌、多味葡萄、晚秋黄梨等一大批种植基地也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是推进文旅融合的主阵地， 文旅是赋能

乡村振兴的强抓手。
近日，在邓城镇叶氏庄园研学基地，一群叽叽

喳喳的学生正在体验剪纸的乐趣。 在庄园农耕展
示厅， 孩子们观赏不同时期的农具， 了解农耕文
化，感受农民劳作的艰辛。

近年来，邓城镇叶氏庄园以“引领沙河生态景
观带新风尚+打造周口都市郊野休闲新地标”为

目标，以“美食+漕运文化演绎的一站式体验地”
“文化沉浸式体验地+漕运美食打卡地+潮玩非遗
演绎地” 为载体， 充分挖掘叶氏庄园品牌经济潜
力，把景区打造为集产业发展、文化展示、 研学教
育、休闲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特色文化旅游景区，
丰富周边文化游、休闲游、乡村度假游等业态，探
索出一条真正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乡村振兴

之路。 去年年底，叶氏庄园成功升级为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

新思路带来新发展，好风景带来好前景。 “每
逢节假日，叶氏庄园日均接待游客 1 万多人次，邓
城猪蹄、油桃、羊肚菌等土特产供不应求。”叶氏庄
园民俗博物馆馆长王天星介绍。

“栽下旅游梧桐树，引来发展金凤凰。下一步，
邓城镇将依托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优势，通过‘地
方政策支持+龙头企业带动+群众共同参与’的形
式，打造丰富多样的农旅融合田园观光综合体，争
取走出一条‘以农兴旅、以旅促农，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乡村振兴路。 ”邓城镇主要负责人代艳辉信
心满满地说。 ②18

邓城古镇涌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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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某校学生在叶氏庄园研学基地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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