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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全媒体记者 方祥

日前，记者在泌阳县双庙街
乡肖集村小刘庄看到，100多亩
油蟠桃已经成熟。红彤彤的油蟠
桃像一串串红灯笼挂满枝头，煞
是喜人，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采
摘购买（如图）。

“果园里的油蟠桃5月中旬
开始成熟，每天都有很多人来采
摘购买。”果园主人刘朝拴忙得
不可开交，高兴得合不拢嘴，
“俺的油蟠桃油光发亮，红艳诱
人，口感甜香，深受人们喜爱。”

2020年，刘朝拴流转100
多亩土地发展林果种植。他发
现，当地的传统林果市场竞争力
差，发展特色林果才能增加经济
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实
地考察，刘朝拴从山西引进特色
油蟠桃品种种植，又聘请技术人
员进行指导。经过精心管理，他
种植的油蟠桃品相好、口感好，
深受消费者青睐。

“俺家的油蟠桃每年5月开

始成熟，一茬接一茬，一直持续
到8月。”刘朝拴说，“果园聘请
了3名工人进行日常管护，遇到
忙季，最多需要聘请十几个人帮
忙，一年仅工资支出就近20万
元。”

如今，刘朝拴种植的油蟠桃
因为品质佳、质量优而名声在
外。他还请人设计了包装箱，方
便顾客携带，提升产品档次，并
通过电商将油蟠桃销售到全国各
地，满足外地人的购买需求。刘
朝拴说：“俺的油蟠桃没有出园
就销售一空，每年收入50多万
元。”

“我们村果园里的桃和梨，
不施化肥农药，是纯天然绿色水
果，口感很好。”肖集村党支部书
记介绍，每年五六月早桃成熟，七
八月丰水梨成熟，晚秋黄梨一直
可以采摘到10月。

据了解，双庙街乡因地制宜，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公司+
基地+农户”模式，引导农民利用
丘陵荒坡发展林果种植，增加收

入，助力乡村振兴。目前，该乡已
发展油蟠桃、晚秋黄梨等林果种
植面积5000余亩。

据悉，按照“选准一个产业、
依托一个龙头、打造‘一村一品’”
的思路，泌阳县根据区域多山地
岗坡地的特点，建成了贾楼万亩
桃园、马谷田10万亩梨园等一批

特色林果种植基地，其中，百亩以
上林果基地200余个，成立林果
专业合作社30余家，林果种植面
积稳定在30多万亩，果品年产量
20多万吨，林果总产值超1.3亿
元。目前，特色林果种植已成为
当地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拳头
产业。

文/图 全媒体记者 李玉荣
见习记者 余川

近日，在正阳县古汉井醋业
有限公司，酿醋师傅和工人正忙
着入料、装缸、测温、封缸，现
场一派繁忙景象（如图）。

“制醋过程，首先制曲，然
后选料，选用我们基地种植的小
麦，加工粉碎，入缸蒸煮……”
有着30多年制作食醋经验的赵
开松师傅介绍，正阳县古汉井伏
陈醋为历史名醋，源于东汉，盛
于明清。每年入伏时用祖传秘方
制曲，经粉麦、煮料后装缸发
酵，历经150天日晒夜露，最终
成为醋，然后撇醋、熬醋后入缸
晒制1年，再入瓮窖藏3至5年
方上市销售。由于该醋是在三伏
天制作，并经过多年陈酿，因此
被称为“伏陈醋”。该公司生产
的“汉井”牌伏陈醋入选第六批
“河南老字号”。

“今年我们要酿制1000多

缸醋，有200多吨。”该公司负
责人王娜介绍，“汉井”伏陈醋
沿袭古老的酿醋工艺，不用任何
添加剂，完全自然成醋，采用秘
而不宣的制曲工艺，形成了独特
的口感和风味。“汉井”伏陈醋
深褐晶透、清香厚醇、酸而微
甜、营养丰富、久存不腐，深受
消费者青睐。

同样，在正阳县王勿桥醋业
公司，醋香扑鼻。一口口醋缸整
齐摆放在生产厂区，工人们正在
进行原料蒸煮、熟料装缸等工序。

“我们今年酿制食醋3000
缸，约500吨。”该公司负责人
刘鑫说。今年，他们从7月4日
开始酿醋，采用传统手工工艺，
延续20多天，再过几天就制作
完毕。每年初伏时装缸封坛是传
统，经过约140天的日晒夜露，
到大雪节气起醋。

在王勿桥乡王勿桥社区正阳
县古井醋业专业合作社，一排排
大缸整齐排列，工人们正在热火

朝天地忙碌着，空气中弥漫着浓
浓的醋香味。

“我们社区今年酿制500缸
伏陈醋，100多吨。”社区负责
人彭文强说，他们严格遵循传统
酿造工艺，恪守时令节气，端午
前后制曲，入伏装缸，传承千年
的酿醋技艺与匠心，酿造的王勿

桥伏陈醋品质上乘。
近年来，正阳县围绕“一村

一品一特色”，让传统醋业焕发
新活力。如今，王勿桥社区家家
有醋缸，空中飘醋香，拥有5家
醋业公司、2家醋业专业合作
社、1家醋厂，社区居民基本都
参与食醋生产。

泌阳：特色林果业助农增收

正阳：传统工艺酿醋香飘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