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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蛭养殖让池塘变成“聚宝盆”

文/图 全媒体记者 邓丹华

说起水蛭，很多人感到厌恶
或恐惧，避之不及。但其较高的
药用价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深
得不少养殖户的青睐。汝南县王
岗镇孔寨村熊湾自然村的几户农
户就是水蛭养殖产业的受益者。
经过8年时间，他们把一洼洼池
塘变成了“聚宝盆”，靠养水蛭走
上了致富路。

近日，记者来到熊湾村水蛭
养殖基地，看到一片片低洼的土
地上建起了很多水池，水池上面
盖着遮阳网，黑压压一片，蔚为壮
观。走向水池，透过遮阳网的空
隙，记者看到清澈的水面上零星
铺散着片片睡莲，丝毫看不到水
蛭的踪影。

“水蛭就在下面，睡莲就是它
们的休闲地。”见记者一头雾水，
养殖户熊本立笑着说，并把手深
入水下，捞起一把水蛭。

“你看，这茬水蛭长得不错，

才两个月就长这么大。”熊本立看
着圆鼓鼓、似蝌蚪状的青黄色小水
蛭欣慰地说。今年他养了30多
池水蛭，为了让水蛭长得好，他下
了很大的本钱，不仅给每个水池安
装了遮阳网，还通上了制氧机。

熊本立告诉记者，养水蛭需
要技术，而且水蛭对水质、环境和
温度的要求也很苛刻，否则极易
死掉。他已摸索近8年，目前养
殖水蛭的成活率才达60%。虽
然存活率不高，但由于养的是宽
体金线蛭，药用价值很高，干水蛭
市场价能卖到一公斤1900元，
效益可观。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
80平方米的水池，一般能投放一
万个幼苗，按存活率60%算，到
收获期，能产湿水蛭150斤，晒成
干水蛭25斤，收入能有2万多
元，30个80平方米的水池，年收
入就可超过60万元。除去购买
水蛭种、饲料（螺蛳），安装遮阳
棚、制氧机及用工等费用，净利润

能达40万元。
谈到销售和下一步的打算，

熊本立自信满满地说，养水蛭不愁
销路，很多外地商贩一到水蛭上市
就会立马来收购。水蛭养殖前景
广阔，经济效益好，只要有农户愿
意养，他愿意将自己的“蛭富经”进
行推广，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和培
育种苗服务，带动更多乡亲发家致
富。目前，他已带动5户农户养殖
水蛭，养殖基地共占地40亩，年
产干水蛭近2000斤，销售额超
200万元。

王岗镇镇长职枭枭介绍，熊
湾村的水蛭养殖，只是该镇水产
养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
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户
一策”的原则，瞄准市场需求，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针对孔
寨、何岗等村村内河沟资源丰富
的优势，鼓励村民大力发展野生
鱼、水蛭、珍珠等特色养殖产业，
并加快形成规模效应，持续增加
村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邓敏）夏日的夜晚，位于
泌阳县古城街道的泌水河畔成了居民纳凉、游
玩、就餐、购物的好去处，来来往往的人们让夜
间消费火了起来。

每到傍晚，忙碌了一天的居民纷纷来到泌
水河畔，跳广场舞、唱戏、摆地摊、散步、带孩子
玩乐、品尝各种烧烤小吃，喧嚣声与美食的香味
混合在一起，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

“晚上没事，几名好友在这里吃烧烤、喝小
酒，还能欣赏泌水河畔五彩斑斓的夜景，真舒
服。”居民王成柱说。

泌阳县副县长、古城街道党工委书记乔勇
介绍：“我们坚持优化夜间消费，拉长夜经济产
业链，并加强治安巡逻，确保夜经济繁荣发展，
成为经济发展新亮点。”

泌阳县古城街道

夜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

本报讯 （文/图 全媒体记者
张新义 通讯员 刘军领） 日前，
确山县农技专家们冒酷暑、顶烈日，
走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基
地，开展田间管理技术指导（如
图）。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
是确山县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统筹大豆
玉米兼容发展、粮食油料协调发展
决策部署，确保粮食和重要农副产
品有效供给的重要实践，也是该县
确保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推进
的第二个年头。

该项目技术推广，即通过大豆
玉米带状间作，充分发挥玉米边行
优势，最大限度利用光温资源，提高
土地产出率。

确山县结合生产实际，采取大
豆4～6行，玉米2～4行，推荐4：2、
4：4、6：4三种种植模式，确保玉米
基本不减产，同时增加大豆产量，实
现“一季双收，稳粮增收。一田多用，
用养结合”，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

2023年，上级下达确山县目

标任务1.5万亩，现已完成种植
1.56万亩。为保障示范项目的顺
利实施，确山县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级财政每
亩200元标准补助，加强工作统
筹。各乡镇（街道）配合县农业农
村部门切实做好面积落实、种子供
应、社会服务、机具保障，并联合

相关企业研发改进专用播种、植
保、收获机械，提高生产效率。县
农业农村局成立专家技术指导组，
聚焦品种选用、播种、除草等关键
环节，全过程、全方位开展技术培
训和田间管理指导。

目前，各试验示范基地作物长
势良好，增产增效已成定局。

确山县积极探索“藏粮于技”新模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牛云强）“教育发展
基金会成立一周以来，已收到社会捐助资金
10.56万元，感谢群众用爱心善举支持农村教
育事业的发展。”7月17日，正阳县汝南埠镇袁
庄村党支部书记何小菊说。

乡村要振兴，人才要先行。改变农村必须
从孩子抓起。作为袁庄村党支部书记，何小菊
决定把袁庄村的薄弱教育事业发展起来。经过
多次调研论证，何小菊决定，成立教育发展基金
会，资助困难家庭学子，奖励优秀教师，全力推
动全村教育事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7月11日，袁庄村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
了解这一情况后，村民们纷纷响应，踊跃捐款。
一些在外地创业和工作的村民也慷慨解囊，用
行动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村民肖辉在武汉创业，袁庄村教育基金会
成立当天，他专程从新疆赶了回来，送上
5万元现金。

让大家深受感动的是，该村70多岁的退
休干部于新华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转来
5000元钱。何小菊的儿子房凯是一名创业青
年，他也主动捐助了2000元钱。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爱心助学行动在袁
庄村迅速蔓延开来。在广州创业的村民徐辉转
来了一万元，在郑州发展的李俊转来了6600
元、海涛转来了5000元……还有徐超、朱帅
帅、李昆、于让、袁建堂、李成君等多名村民都纷
纷加入捐款行列。

据了解，袁庄村位于大广高速岳城下路口，
有9个自然庄，总人口2839人。近几年，在何
小菊的带领下，袁庄村还清了外债，募捐20多
万元安装了路灯，实现零上访目标。该村基础
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吸引了许多村民回乡创
业。

“只要在这个岗位上，我就努力做一名发起
者和执行者，为实现乡村振兴而不遗余力。这
是我的职责所在。”何小菊表示。

正阳县汝南埠镇袁庄村

一周募捐10万余元
教育基金

水池上的遮阳网为水蛭遮挡阳光。 圆鼓鼓的小水蛭生长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