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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向
平）绿意盎然的村庄里，一幅幅手绘墙

画将院墙装饰一新，柏油马路通村达

户，村民们在新修的文体广场上健身休

闲……6月 2日，走进平顶山市湛河区

曹镇乡银王村，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展现

眼前。

“现在，再也见不到原来臭气熏天的

猪圈和粪坑了，家家户户都有了卫生间，

路两旁还栽上了绿化树，现在走在村里，

感觉跟逛公园一样。”村民王亚洲感慨万

千地说。

银王村的美丽场景只是湛河区按下

乡村治理“美颜键”的一个缩影。

整治人居环境，“变”出农家新生活。

近年来，该区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构建起生态美、个性美、整体美、整

洁美的宜居乡村。该区共投资3100余

万元，修建农村公路里程50余公里，实

现所有自然村主干道硬化；建成小游园

110 余处，建设景观林工程 56 万平方

米，实现了村村有游园、路路见景观。

截至去年年底，湛河区已累计投入600

余万元对全区7000余户农户厕所进行

了无害化改造，每个村还建成了标准公

厕。

垃圾革命，绘出环境“高颜值”。按照

“乡村化生活，城市化管理”的发展思路，

该区各方联动，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将乡

村主干道交由物业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

发动群众在各村成立志愿者环保服务队，

在村主要街道摆放垃圾箱，修建垃圾房，

配备垃圾车，由物业公司集中清运。截至

目前，该区已有3000余名农民加入志愿

者队伍，服务美丽乡村建设；建起城乡垃

圾中转站5座，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日产

日清”。

产业兴农，提升百姓“幸福感”。围绕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该区积极推动农

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该区积极抓好曹镇乡万亩水稻高产

创建，夯实粮食稳产基础；投资1.2亿元，

建起了正安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引进了韭

菜科技田园综合体项目，打造了市民休闲

旅游的“后花园”。以农业为出发点，通过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做强该区“十大特色

农产品”“十大特色美食”品牌，初步实现

从“卖产品”向“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

转变。

据介绍，该区把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

动、建设“森林湛河”放在战略和全局的高

度，加快构建“两纵五横”生态廊道网络体

系。同时，坚持将生态廊道建设与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美丽乡村建设等进行有机结

合，打造文旅融合的生态观景平台，助推

全面乡村振兴。

漂亮庄重的牌坊、宽阔洁净的街道、设

施齐全的文化广场、舒适宜居的庭院，村旁

绿树掩映、鸡鸭成群……

前不久，笔者走进享誉盛名的省级生

态文明村——安阳县崔家桥镇双塔村，这

里绿树白墙相映生辉，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已成为豫北平原上乡村振兴的打卡地。尤

其是村委会旁建的村史馆，成为人们寻找

乡愁的好去处。

在村史馆的橱窗里，陈列着铁水壶、旧

茶缸、老话机、泥斗、煤油灯、农具等100多

件不同年代的老物件，生动还原了昔日的

质朴村风，详细记述了生产力发展、生活习

惯演变的历史脉络，见证着双塔村的历史

变迁。

谈及建设村史馆的初衷，已干了30

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宋玉印介绍说：“村史

馆的建设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项

重要举措，村史馆既融入了村庄的记忆，

见证着乡村的建设发展，也是留住乡愁、

凝聚人心、开展文化润乡、传承乡村文化

的重要载体。”据介绍，2020年年初，该村

投资120余万元建成了高标准的村史馆

和群艺馆。

“村史馆是传统教育基地，可以让孩

子们铭记历史，了解双塔村一步步发展

到今天的光辉历程。”村小学校长李森堂

说。

“这几年村里变化很大，好多村民拆掉

了旧房子，盖上了新楼房，出门有柏油马

路，路旁有绿化树和花池，晚上路灯明亮，

村里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村民王俊霞

兴奋地说。

村民朱玉凤说：“看到村史馆陈设的东

西，不知不觉想起了父辈们那时的艰苦和

朴实的生活，如今国家实施的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战略，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日

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我们要感党恩，要更加

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薛金山文/图）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侯宪
丽）“自打美丽乡村建设以来，硬化了道

路，栽植了花草，新建了游园广场，村庄

变得和花园一样。”近日，林州市振林街

道办事处王家池村74岁的王有金开心

地说。

2020年以来，该村巧用“加减乘除”

工作法，凝聚干部群众智慧和力量，同

心描绘出一幅环境优美、乡村宜居、农

民幸福的新农村画卷。

做亮“加”法，完善设施强基础。该

村整合资金800余万元，对4个自然村

的所有街巷道路进行了硬化，并新建了

游园广场、铺设了下水管网，为全村安

装了天然气。

做好“减”法，清洁家园美环境。该

村积极开展垃圾“清零”行动，去年以来

共清理村内垃圾8万立方米，清除秸秆

杂物堆场50余处，拆除老旧房屋、养殖

场60余处。

做足“乘”法，党建引领聚合力。该

村设立党员示范岗，实行“1+10”党员包

户制度，成立了巾帼志愿服务队，推行

“院外卫生三包制”，开展“美丽庭院”评

选活动。党员、村干部、志愿者争做表

率，“一带十、十带百、百带千”，带动村民

积极投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做好“除”法，健全机制促长效。该

村实行“日检查、周评比、月奖惩”工作

机制，在全村配备了32名保洁员，投放

了38个垃圾桶，实现了垃圾日产日清，

对环境卫生进行每日巡查，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

“今年雨水充足，金银花长势好，质

量和产量都要好于往年，目前市场行情

好，非常好销。”6月4日，商水县巴村镇

胡集村金银花种植户刘建民高兴地介

绍道。

今年46岁的刘建民，曾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2017 年，在扶贫干部的帮助

下，他从封丘县引种了10亩金银花，当

年亩均收入 7000 多元，摘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尝到甜头的刘建民通过流转

土地将金银花种植面积发展到50亩，从

贫困户到致富能手，刘建民成为商水县

励志脱贫的典型，并被县政府评为“励

志脱贫光荣户”。

“我能脱贫致富全靠党的扶贫好政

策，现在，我光荣脱贫致富了，就应该感

恩党和政府，帮助和带领群众走上致富

路。”刘建民在全县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

发言时这样说。

从2019年开始，刘建民培育金银花

苗，并以赊销形式把金银花苗提供给贫

困户和村民栽植，并上门指导生产和管

理技术。因为金银花烘烤技术性比较

强，加上一些贫困户没有资金购买烤

箱，刘建民就用自己的烤箱免费为贫困

户烘烤金银花，同时，还帮助销售。 两

年多时间，在刘建民的帮助和带动下，

巴村镇金银花种植面积发展到2000多

亩，50多户村民通过种植金银花实现发

家致富。

今年52岁的訾所听是巴村镇小訾

村脱贫户。2019年，为了帮助訾所听脱

贫，刘建民赊销给他金银花苗和肥料，手

把手地传授管理技术，帮助联系销路，当

年，訾所听种植的8亩金银花就收入了6

万多元。

刘建民在做好金银花产业的同时，积

极发展菊花产业。去年，他引种20亩金丝

黄菊，并实现豌豆、菊花一年两收，亩均年

收入1万多元。今年，在他的带动下，当地

又发展菊花种植500多亩。

去年，刘建民光荣入党，今年村“两

委”换届时，他又当选为村委干部。对于

未来发展，刘建民说：“镇党委、政府将金

银花、菊花种植作为全镇重要产业来发

展，我要积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带领更

多的群众种花致富，为巩固扶贫成果与

乡村振兴发挥更大的作用。”

（乔连军）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张文
韬）6月4日，记者从漯河市人大常委会

了解到，自“助力乡村振兴，人大代表在

行动”主题活动开展以来，漯河市各级人

大代表积极响应号召，投身乡村振兴主

战场，充分发挥代表骨干表率、桥梁纽带

和监督促进作用，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4月，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对持续

深化“助力乡村振兴，人大代表在行动”主

题活动进行了部署，要求全市各级人大、

乡镇（街道）代表联络站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广泛动员组织各级人大代

表投身乡村振兴主战场，推动农村基层

高效能治理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主题活动在增强实效上下功夫，与

星级代表联络站创建活动相结合，与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相结合，与创先争优活动相结合，不

断丰富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主题活动以星级代表联络站创建

为契机，采取专题讲座、以会代训、学习

考察等形式，组织各级代表、乡镇人大干

部积极参加学习培训，引导各级人大代

表当好乡村振兴的“宣传员、联络员、示

范员、监督员”。

目前，漯河市各级人大代表依托代

表联络站，确定乡村振兴联系点234个，

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乡村振兴调研，

帮助联系点制定发展计划、补齐发展短

板、破解发展难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刘禾）

“12天的文旅课堂满满的都是‘干货’，

让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回去后要对我

的民宿进行升级改造。”6月4日，西峡县

二郎坪镇中坪村村民宋新锋感慨道。

几年前，宋新锋在西峡县老君洞景区

投资建起了民宿，虽然硬件设施完善，但

是由于文化元素不足，他的民宿一直不温

不火。在西峡县，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

从事乡村旅游业的农民越来越多，但是由

于缺乏创新性思维、商业化理念，当地许

多像宋新锋一样的从业者，渴望能获取乡

村旅游方面的专业培训和指导。

西峡县文广旅局了解到该问题后，

与洛阳师范学院取得联系，在8个旅游

重点乡镇组织了50名从事乡村旅游的

农民，举办了以乡村旅游休闲、新型民

宿经营开发为内容的培训班，经过9天

理论课、3天研学实践，50名学员均以优

异成绩通过结业考核。

“通过学习，我才知道文化元素如

何全面展现、如何巧妙融合，这下我有

信心把我的民宿建成独树一帜的文化

体验馆了。”宋新锋充满信心地说。

“乡村振兴得走市场化、商业化道

路，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不断增强致富后发优势。”该县文广旅

局局长万芳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焦萌
范旭东）6月4日上午，叶县洪庄杨镇第

二届西瓜节在唐马村开幕。“我们种出的

西瓜皮薄、瓤红、个大、味甜，去年的西瓜

节就吸引了一大批客商，今天又来了这

么多人，我们村的西瓜想不火都难。”看

着来客争相购买西瓜的场面，唐马村党

支部书记马新卫脸上洋溢着笑容。

“去年办第一届西瓜节时我也来

了，买了点尝尝，真甜。今年我要多买

点，带回去给亲戚朋友尝尝。”市民李先

生对唐马村西瓜赞不绝口。

唐马村所在的洪庄杨镇是典型的

平原农业乡镇，沙河、汝河、湛河3条河

流在境内交会，土质肥沃，多是沙土地，

适宜西瓜和蜜瓜生长。

2019年，唐马村“两委”经过论证，决

定利用沙土地资源发展村集体经济。同

年9月，唐马村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

通过外出考察项目，综合该村土质情况、

种植经验等因素，确定打造“两瓜一菜”

项目，即“西瓜、蜜瓜+蔬菜”。

“我们的‘两瓜一菜’项目，已经发

展到100多亩，除去各种费用开支，村

集体一年可收入30万元以上。同时，可

以满足40人在园区务工，能实现村集体

经济、村民双受益。”马新卫介绍。

“乡村振兴离不开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好项目做大、

做深、做强，发挥先进村的产业带动作

用，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动力。”该镇党

委书记王小红说。

本报讯“区纪委监委为我们办事处

芦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保

障，为芦荟种植户办了件大好事。”近日，

周口市川汇区华耀城街道办事处主任

陈少华在芦荟产业产销对接会上说。

据了解，该办事处把种植芦荟作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龙头”科技项目

推广发展，先后在本辖区内葛湾、朱村、

李楼等村建设大棚500个，种植芦荟

1500余亩，安排劳动就业近2000人，年

实现经济效益5000万元。

“整合农业部门的资源优势，对芦

荟种植户进行科技培训，印发芦荟种植

技术培训资料，选派技术员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大棚建设和栽培技术，协调供应

商向芦荟种植户提供优质专用肥和药

物、器械，确保芦荟产量和质量。”该区农

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李守伟表示。

据了解，该区纪委监委乡村振兴工

作专班会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市

场调研，研究芦荟产业发展走向，组织举

办产品展销对接会、订货洽谈会等，开展

芦荟“订单”服务，保障芦荟产品卖得快、

卖得好。 （乔木李红套）

6月4日上午，游客在新蔡县顿岗乡班台源种植基地采摘鲜桃。目前，班台源400多亩桃子迎来收获季，大红桃子挂满

枝头，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尝鲜。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宋超喜摄

平顶山市湛河区

按下“美颜键”乡村换容颜

刘建民
脱贫户成了致富带头人

林州市王家池村

巧用“加减乘除”打造美丽乡村

新蔡县 鲜桃丰收采摘忙

安阳县双塔村 建起村史馆 留住乡愁

漯河市人大代表

投身主战场 助力乡村振兴

西峡县

文旅课堂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叶县洪庄杨镇唐马村

“两瓜一菜”促增收

周口市川汇区华耀城街道办

芦荟种植效益高

双塔村村史馆一角

6月6日，在汝阳县小店镇付庄村的洛阳瑞民农业有限公司，公司员工采摘着西瓜，

脸上乐开了花。据了解，近年来，小店镇通过“党支部+公司+农户”模式，在付庄村、小寺

村集体经济集中共建项目发展西瓜、甜瓜等特色产业，加快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当地村

民增收致富。 康红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