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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试验基地、院士工作站，
听到这样高大上的名字，恐怕大
多数人都不会将其与“防水工程
队”几个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在
平舆县防水产业园区的河南蓝翎
环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不仅设
有国内首家防水防护院士工作
站，还建设了为大型建筑工程“把
脉问诊”的坝道工程医院，整个厂
区处处是高科技的自动化生产
线，由内到外透着生机与活力。

平舆县地处豫东南，是传统
农业大县，历史上也是经济穷
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解决
粮仓、粮库雨天进水、潮湿导致粮
食霉变的问题，人们开始尝试用
沥青对粮仓、粮库作防水防潮处
理，这就是建筑防水施工的雏形。

改革开放后，平舆第一代防
水人卷上铺盖、拎起沥青壶，迅速
投身外出打拼的人潮中。虽然常
常烟熏火烤、爬高上低，但从这种
常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中，平舆
人获得了远高于种地的收入。随
着更多人加入，平舆防水队伍越
来越大，足迹踏遍全国各地，“平
舆防水”开始逐步在全国叫响。
蓝翎环科就是其中的代表。

“严格来说，我其实是一个

‘水二代’。因为我父亲就是做防
水工程的。”蓝翎环科负责人李宏
伟告诉记者，与父辈不同，他从创
业之初就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质
量提升。李宏伟说，当年长辈们
用沥青壶“打天下”，但平舆防水
不能一辈子靠着沥青壶。要发展
壮大，得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在建设生产的同时，蓝翎环
科与韩国首尔科技大学联合设立
了国际联合实验室，与专家联合
设立了国内首家防水防护院士工
作站。企业研发的“非固化橡胶
沥青防水涂料及应用技术”解决
了鸟巢防水工程渗漏、国家大剧
院椭球形屋面渗漏等多项行业重
大技术难题，先后承揽了国家体
育场、国家大剧院等多项大型防
水防腐施工工程。

蓝翎环科的成长正是平舆防
水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县把建筑防水产业作为特
色优势产业、脱贫主导产业进行
重点打造，通过做大做强建筑防
水产业，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提
供重要支撑。

李宏伟告诉记者，在加快自
身发展、助力行业发展的同时，
企业与东和店镇董庄、高庄等两

个行政村建立起结对帮扶关系，
共帮带当地贫困户699户，发放
帮扶资金100多万元，户均增收
2000多元。累计吸纳2000多名
贫困劳动力从事防水材料生产
和防水施工，人均月收入 3000
元以上。通过开设短期防水培
训班，重点培训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有劳动能力人员 5200 人次，
其中贫困劳动力 2100 人次，帮
助村民逐步走向富裕。

平舆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平舆防水”与“林州建筑”、

“长垣防腐”齐名，是河南省建设
劳务输出三大品牌之一。目前，
平舆防水从业人员25万人以上，
各类防水企业2000余家，年产值
突破600亿元，已成为该县经济
发展的支柱产业。

“一把把沥青壶，一个个在外
奔波的防水人，记录着天中人民
为幸福生活吃的苦，付出的努
力。如今，沥青壶鸟枪换炮，但平
舆防水产业的深耕与探索没有
变。有着这股子韧劲，有着勤劳
质朴的中原儿女特性，相信中国
建设工程防水之乡的名头一定会
越叫越响。”采访团成员、香港每
日电讯副总编雪峰说。

以白芝麻产业打造农旅田园综合体，从沥青壶“打天下”到规模产业

“一黑一白”推开平舆致富门

在平舆人眼中，白芝麻粒是大
地的馈赠，铁皮沥青壶则是勤劳的
象征。这一黑一白的两种特产虽不
起眼，却被实打实做成了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
主要支柱。

6月8日，“百年伟业路 出彩河
南行”2021主流融媒体看河南采访
团走进平舆县，见证芝麻和防水两
大产业给当地带来的致富经。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宋迎迎
付雨涵/文 记者张晓冬

见习记者 王九天/图

浑身都是宝的白芝麻
让村民每年增收超3万元

提起芝麻，你能想到的产品有哪些？
小磨香油、芝麻糊，最多可能也就再加一个
芝麻酱。不过，在平舆县东皇街道大王寨
村的蓝天芝麻小镇，小小的芝麻衍生出芝
麻叶茶、芝心丸、芝麻木酚素等数十种高科
技产品，令采访团的记者们赞叹不已。

“在平舆，芝麻不仅仅是芝麻，更是通
往小康之路的钥匙。”蓝天芝麻小镇负责人
冯志合告诉记者，平舆县白芝麻栽培史可
上溯至周初，《史记》记载：周公稷，儿时以
种植树和芝麻为游戏。这是有关中国栽培
芝麻的最早记载。此后的数千年里，芝麻
一直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特产之一。

2017年，平舆县把白芝麻产业列入当
地“五大产业”之一，芝麻产业迎来了新的
发展契机。

“芝麻可以说浑身都是宝，因此，我们
当地也一直努力把小芝麻做出大文章。”冯
志合说，为进一步做好乡村振兴工作，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平舆县委县政府高规格
推进建设蓝天芝麻小镇。以白芝麻产业发
展为特色、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打造一
二三产融合的农旅田园综合体。

“目前，我们与省农科院合作打造
5000亩绿色无公害白芝麻种植基地，辐射
周边种植面积逾20000亩，平均亩产达到
100 公斤以上，亩均综合效益达 5000
元。”冯志合说。

如今，行走在芝麻小镇，处处充满着生
机和希望，收割完的田地，等待着芝麻播
种，远处荷叶连连，清香扑鼻，桃李繁盛。
小镇里的农民变成了新农人，务工不出村，
在园区开办农家乐、小吃店、民宿、购物店
等，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芝麻小镇吸纳了
东皇街道及周边玉皇庙乡、杨埠镇十个村
的1500名青年劳动力就业，其中贫困人口
1220人，通过土地流转租金、自主创业收
入、参股分红收入，每人每年增收3万元以
上。

冯志合表示，未来，他们还将建设
3000亩高标准示范田，对1500亩瓜果梨
桃采摘园进行景观打造。并建设国内最大
的白芝麻科创加工产业园，合作研发芝麻
木酚素系列产品。

“总书记勉励我们‘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天中大地最不缺的就是勤劳肯干的
人，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咱老百
姓的日子一定会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
高！”

“在《一千零一夜中》，‘芝麻开门’是财
富的代名词。童话归童话，但在平舆，通过
对芝麻进行深度开发，当地人推开了增收
致富的大门。”采访团成员、津云新闻记者
劳韵菲“点赞”道，小小的芝麻有大用，平舆
县农民“离土不离乡、失地不失业、务工不
出村”，已经成为新农民，可以说真正过上
了“在家门口创业”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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