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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美人富产业旺

“嵩县地处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产
香菇个头饱满、汁水充盈，直播间的宝宝
们，点点‘关注’，好物别错过哟！”9 月 10
日，在盛装亮相的嵩县电子商务运营中
心，第四届“嵩县爱你 网红 PK”暨“金秋
有约 巧手好物”直播带货大赛拉开帷
幕。15 个优秀电商企业、40 多位带货达
人闪亮登场，近 300 种嵩县农产品插上

“云翅膀”……
从嵩县首个返乡青年电商创业园揭牌

运营，到第三届直播大赛以“万人助万企”
活动为抓手推动“嵩县好物”走进本地商
超，再到嵩县电子商务运营中心落地，作为
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县，嵩县创新实施电
子商务、农业产业双“十百千万”工程，以省
级中药材示范园为依托，打造10个农产品

基地，培育100个乡村运营商和乡村工匠、
1000 个职业农民、10000 个技术农民，以
全国电子商务示范县为依托，打造10个电
商品牌，培育 100 个带货网红、1000 个网
络主播、10000家电商店铺，促产业转型、
助消费升级，点燃电子商务“新引擎”，走
出了一条“直播+助农+电商”的产业创新
之路。

2021 年，23 岁的孙晓园大学毕业后
返乡创办了洛阳润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起辣椒酱、复合调味酱全自动生产线，
开发的“龙潭沟”“禹皇湖”等地域品牌闻
名省内外，年产值达 1500 万元，带动 30
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100余户椒农
稳定增收。

“产业兴旺星”作为“五星”支部创建第

一星，是乡村振兴的根基。嵩县积极做好
农村产业发展文章，因地制宜发展“林、药、
烟、牧、菌、桑蚕”六大特色产业，坚持“一乡
一业、一村一品”，截至目前，全县种植经济
林60万亩、中药材 50 万亩、烟叶 2 万亩、
桑树2万亩，拥有食用菌1.5亿袋，已成为
全国最大的槲叶及皂角种植加工销售基
地、全省最大的桑蚕种养基地，形成了白
河食用菌、车村核桃、大章香椿、九皋红
薯、饭坡桑蚕、何村柴胡、田湖丹参、大坪
连翘、黄庄花椒、陆浑辣椒等高标准特色
优势产业集群。电商助农让农副产品由

“滞销”到“脱销”，区域电商品牌影响力不
断提升。嵩县皂刺交易量占全国 75%市
场份额，拥有全国皂角产业议价定价权，
被授予“中国皂角之乡”和“中国道地药材

强县”称号。
嵩县依托全省养牛大县培育县和闫庄

豫西最大黄牛交易市场的有利条件，创新
打造“托牛所”产业发展模式。

为解决养牛户用地紧、资金缺、技术
差、卖牛难等问题，今年以来，嵩县依托荒
山、荒沟、荒滩、荒丘多和饲草资源丰富的
优势，推出“托牛所”产业发展模式，引导农
民将散养的牛放到“托牛所”集中饲养。“村
集体+托牛所+农户”模式使该县肉牛产业
向规模化、集约化、便民化方向快速发展。

“托牛所”建设采取“村集体领建、农户联
建、龙头企业投建”的办法，实行“分户使用
集中管理、分户饲喂轮流值班、集中托管入
股分红”运营模式，截至目前，已建成 64
所，集中托管代养肉牛3000余头。

如今，置身于嵩县陆浑镇陆浑故城，干净
整齐的青石板道，古色古香的“魏晋风”建筑，
以及古朴石碑、质朴农具等，让人仿佛穿越时
空，梦回千年以前。

陆浑镇陆浑村因陆浑戎东迁而得名，有长
达1710年的建村史，是一个典型的古村落，此
前村容村貌一般。

2018 年，在外打拼的任灵宝回到陆浑村
担任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村子走上了

“复古兴今”的改造之路：将老旧房屋统一按
照魏晋风格重新修缮；引导农户把房前屋后
打造成花园、菜园和游园，利用旧砖旧瓦、老
坛老罐打造古色古香的“微田园”景观；种植
绿化苗木；对古城墙遗址进行修缮保护，打造
以陆浑戎文化为主的博物馆；引进供销社乡
愁博物馆项目，展览销售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粮票、布票、缝纫机等；引进年画创
作馆、墨画工作室、情侣车游览故城等文旅文
创项目……

如今的陆浑村，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
三分之一的村民参与农家乐、精品民宿等项目
的经营。

近年来，嵩县不断解放思想、探索发展，聚
焦“生态宜居星”建设，打破“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的固化模式，利用生态资源的优势和潜
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发挥生态资源优势，主打沉浸式文旅。叫
响“湖山圣域·嵩县爱你”旅游品牌，建设无目
的自驾游公路，贯通环陆浑湖、环三山、环县
域乡村旅游带，提升 14 个 A 级景区，建成 13
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4个省级特色生态旅
游示范镇，打造 25 个乡村旅游特色村，提升 7
条景观道路；围绕白云山、白云小镇核心景
区，打造白云山康养度假区；围绕龙王（木札
岭）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融合龙王红
色文化、餐饮资源等，建设木札岭森林康养度
假区；依托陆浑湖，串联两程故里、陆浑故城
等景区，融入民宿等新业态，建设环陆浑湖康
养度假区，共建成农家宾馆和特色民宿 1151
家，带动就业2.6万余人次。

“文明幸福星”是乡村振兴之
“魂”，乡风文明是“文明幸福星”的奠
基石。近年来，嵩县把培育文明乡风
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
大力弘扬孝老爱亲美德，以孝老节活
动为载体，打造孝老文化品牌，推动
乡村“德治”建设。

德亭镇佛泉寺村刘松俭的公公
和婆婆先后偏瘫，生活不能自理。丈
夫在外打工，生活的重担落在了刘
松俭一个人身上。这些年来，她用
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里的一切，不
厌其烦地给公公和婆婆喂饭喂药、
洗脸梳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以一个农家妇女特有的淳朴、善良诠
释着“孝贤”的内涵。

像刘松俭这样的典型，嵩县还
有很多。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
孝老节活动在全县铺开，形成了陆
浑镇万安村、何村乡瑶北坡村、饭坡
镇曲里村等 18 个孝老文化示范村。
全县上下逐渐形成了尊老、爱老的
良好氛围。

“考虑得真周到，被褥、碗筷啥都
给俺准备了！热菜、热饭、热水澡，下
象棋、看电视，真是美！”近日，饭坡镇
洛沟村养老服务站门口，坐着轮椅的
阮清岗对眼前这个“新家”赞不绝口。

阮清岗是饭坡镇田庄村人，2019
年7月因交通事故左下肢截肢，父母
双亡、无子无女的他无人照料，连吃
饭都成问题，现在有了养老服务站，
问题得到了解决。

随着城镇化和老龄化的加剧，农
村留守老人、独居老人日益增多。怎
样让老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放心、舒
心？近年来，嵩县聚焦“一老一小一
青壮”，紧盯“老有所居、老有所依、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形成了“政府引
领、村级主办、互助养老、多元运营”
的村级养老新模式，让更多的农村老
人安享幸福美满晚年。

个性定制，满足老人日常需求。
嵩县村级养老服务站入住老人多为
特困供养对象、低保对象、监测户及
65周岁以上的脱贫户留守老人和重
度一、二级残疾人等，站里每天都有
定制菜单，保证老人膳食结构合理、
有营养，对有特殊需要的老人，实行
点餐下单服务；入住老人都配有专属
二维码，微信一扫便可知晓他们的个
人信息和个性化需求；专门成立村级
老年协会，开办老年课堂，每月开展
电影放映、戏剧义演、剪纸、竹制品制
作等活动，丰富老人的生活；给入住
老人做全面体检，与老人和家属签订
安全责任承诺书，与镇卫生院联合防
疫管护等举措，让入住老人能够安心
生活、颐养天年。

嵩县村级养老服务站还推出“五
个一”服务，即一天三查看、一周一洗
澡、一月一清洗被褥、一月一理发、一
年配发两季衣服。同时，养老服务站
在院落周边开辟的时令蔬菜种植菜
畦，让老人在自给自足的同时，体会
到劳动、互助的快乐。

截至目前，嵩县已出台关于做好
农村分散特困供养对象、失能老人、
独居老人排查帮扶工作通知等文件，
16个乡镇已改建养老服务站100个，
可容纳1194人，已入住683人，设置
脱贫户、监测户公益岗位80个，使每
户年增收 7200 元至 24000 元，释放
600余个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均实现
增收3万余元。

夕阳西下，“托牛所”的牛群吃饱
喝足悠然“回家”；夜幕降临，亮化后
的陆浑村成为十里八乡“最靓的仔”
的打卡地；群星闪烁，车村镇民宿里
的游客载歌载舞；灯光照耀，38公里
的环湖步道上人来人往……嵩县和
嵩县人民，正在一步步走向更加美好
的明天。

王世光 赵明辰/文 嵩宣/图

产业兴旺
打好乡村振兴根基01

文明幸福
尊老爱老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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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县位于洛阳市西南
部，地处伏牛山北麓及其
支脉外方山和熊耳山之
间，素有“九山半岭半分
川”之称，全县森林覆盖率
71.12%，被称为“中原绿
肺”，是全省生态功能县、
全市生态涵养县。

近 年 来，嵩 县 牢 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锚定
省委“两个确保”“十大战
略”，紧盯洛阳“建强副中心、
形成增长极”发展定位，全面
实施“生态立县、产业强县、
旅游富民、民生为本”四大战
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综合实力持续跃升，
3009平方公里嵩州大地实
现了“天蓝水清地绿城美”的
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嵩
县持续推进“五星”支部创
建，夯实经济社会发展根
基。“五星连珠”让嵩县村更
美、人更富、产业更兴旺。

五星连珠

嵩县持续推进“五星”支部创建，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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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牛入“托牛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