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2021年8月10日 星期二
责编 / 吴向辉 版式 / 魏静敏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8550 E－mail / henanxdny@126.com

6
农村版

信阳市平桥区龙井乡开展“六净两起来”活动

破陋习 树新风 美化人居环境

汝南县周建林

低洼田建起高效生态园

柘城
临时摊点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武月马学
贤）自从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柘城县城

乡综合行政执法局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

服务群众的重要内容，着力解决群众季节性

瓜果蔬菜的卖难问题，以开设果蔬销售临时

便民点的形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8月2日下午5点，记者在柘城县民

主东路的果蔬销售临时便民点看到，有农

民在售卖自家产的蔬菜、瓜果。菜农王起

兰告诉记者：“有了便民点，我卖菜方便多

了，再不用推着车子到处转了。”

设立临时便民点解决了果农、菜农的

卖难问题，同时也方便了周边居民。市民

赵素丽所住的小区附近没有菜市场，她一

直为买菜而发愁。“现在一下楼就能买到

新鲜的蔬菜，方便得很。”赵素丽说。

据了解，柘城县城区共设置6处蔬菜

销售临时便民点。柘城县市容市貌执法三

分队队长陈金剑说：“在管理城市流动摊贩

上，我们按照便民利民不扰民的原则，采取

疏堵结合的方式，在居民区域设立果蔬销

售临时便民点，解决瓜农菜农的卖难问题，

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文化墙让乡村既有颜值又有气质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翁应峰

一条条道路平坦宽阔，一座座庭院干

净整洁，一张张笑脸幸福灿烂……

“以前家里脏，到处蚊蝇乱飞，孩子们

都不愿回来，自从开展‘六净两起来’活动

以来，家里变干净了，儿媳妇也愿意回来

住了。”8月6日，信阳市平桥区龙井乡沿

淮村小冯组村民冯天德说。

龙井乡党委书记陈汝河介绍，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该乡以“六净两起来”（即房前屋后、屋里

院内扫干净，家具器皿、门窗擦干净，床单

被罩、衣服鞋袜洗干净，破铜烂铁、酒瓶纸

箱卖干净，废弃物品扔干净，乱搭乱建拆

干净，家禽家畜圈起来，生活生产用品码

起来）为抓手，转变群众思想观念，破陋

习，树新风，美化人居环境，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奠定扎实基础。

干部带头帮群众打扫卫生

“农具摆放太乱，能不能放整齐一

点？！”8月2日，在南雷村付塆组金中富

家，看着满院乱放的农机具，陈汝河有些

生气。

“我家种地多，农机具也多，不这样放

咋放？”金中富顶了一句。

来之前陈汝河就了解到，金中富平

时就比较懒散，没有打扫卫生的习惯，

家中十分凌乱。“群众的不良生活习惯

彻底改变需要一个过程，一次不行就两

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多来宣传教育几

次，水滴石穿，总会让他改变的！”陈汝

河说。

看说服不行，陈汝河便撸起袖子，拿

起扫把，直接干了起来，在陈汝河的带动

下，村干部和志愿者一起行动，不一会儿，

金中富家的卫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看

着大家累得满头大汗，金中富不好意思地

说：“啥也不说了，以后我家的卫生我自己

打扫，你们看我的表现吧！”

“为确保‘六净两起来’持续开展，我

们出台工作方案，成立领导机构，由党委

书记负总责，驻村干部作为名誉村长，是

直接责任人，村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

乡机关干部和志愿者为具体责任人，通过

包片包村包户，定位定岗定责，要求机关

干部每周要到村民家中打扫一次卫生。”

陈汝河说。

转变旧观念是人居环境整治难点

“谁家的鸡又跑出来了！”8月5日一

大早，该乡人武部部长赵阳来到北雷村，

拿着大喇叭扯着嗓子吆喝。

“我家的，咋了？！”听到吆喝声，村民

沈世成慢腾腾地从家里走出来。

“给你说过多少回了，家禽家畜要圈

起来，你就是不听！”

“以前不都是这样养的吗？”沈世成没

好气地说，“你们谁敢抓我的鸡，我就和他

没完！”说完，他把大门一关，就再也不出

来了。

赵阳随后打电话叫来村党支部书记

王传坤，两人在门外跟沈世成讲道理、拉

家常，做其思想工作，终于沈世成被感动

了，他打开家门，和赵阳、王传坤一起，将

鸡子赶进院里圈养起来。

赵阳说，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生活

习惯，改变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才是人

居环境整治的重点。

“针对部分群众参与性、主动性不强

问题，乡里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巾帼

志愿者服务队和党员先锋队走村入户发

放倡议书，悬挂张贴横幅标语，利用大喇

叭、小广播、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全方位进

行宣传，不断增强村民文明卫生意识。”

赵阳说，全乡通过开展“五美庭院”“星级

文明户”的评选，发动农民群众从自己做

起，自己动手绿化美化净化家园，营造人

人关心、户户参与“六净两起来”的良好

氛围。

大扫除扫去了干部与群众之
间的隔阂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

部。看到乡村两级干部撸起袖子带头清

理垃圾、打扫卫生，那些等待观望的群众

开始纷纷响应，主动清理门前乱堆乱放的

杂物和道路两边的垃圾。

“刚开始以为这些干部是作秀，后来

通过观察，发现他们是真正为群众办实

事，我们自己再不配合、再不主动，就说不

过去了！”村民冯天德动情地说。

该乡在开展“六净两起来”工作中制定

有制度、有标准，建全有队伍、有督查的长

效机制，同时与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重塑共产党员光辉形象。

陈汝河说，表面上看，“六净两起来”活

动是打扫卫生，其实，我们就是要通过该活

动，让党员干部创新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

风，树牢人民至上理念。通过此活动，扫除广

大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建立党群干

群感情的纽带。我们要将此活动持续深入

地抓下去，力争用一年时间，彻底改变龙井

人的生活陋习，彻底改变龙井乡村的脏乱差

现象，不断提高乡亲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我每天都会带着孙子来这里看墙

上的图画，给他讲光荣榜上叔叔阿姨们

的故事，孩子虽然年纪小，但经常听道德

模范的故事，对他的成长肯定有好处。”8

月5日，在汝南县板店乡柴庄村一处文化

宣传墙前村民武余粮说。

在不远处，村民周四在欣赏文化墙

彩色喷绘，他一边看一边喜悦地说：“俺

村真是大变样了，以前房前屋后环境很

差，沿路的墙体上都是‘牛皮癣’，现在村

里环境变好了，原本脏兮兮的墙体上还

画了那么多好看的图画，我们就好像生

活在画中一样。”

“我们村这两年变化很大，特别是这

文化墙，大街小巷里都有。核心价值观、

村规民约、乡村好人、脱贫致富标兵这些

宣传对群众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非

常受群众欢迎。”柴庄村第一书记郭志平

说，“文化墙影响着村民的言行，现如今

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少了，村风、民风更

好了。”在郭志平看来，文化墙不仅美化

了乡村环境，而且传播了文明新风，潜移

默化地影响和引导群众积极向上，让文

明生活的理念渗透到群众的思想之中，

提高了群众的文明素养和乡村内涵，同

时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宣传阵地。

近年来，板店乡为进一步提升人居

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不仅在村容村貌规

划整治上花心思，大力实施硬化、净化、

绿化、美化、亮化工程，更在提升文明素

养上下功夫。通过绘制人居环境整治、

移风易俗等接地气的文化宣传墙，让富

含文化气息的墙体喷绘扮靓美丽乡村，

真正做到“一墙一亮点、一墙一特色、一

墙一风景”。文化墙宣传文明乡风，弘扬

社会正气，营造和谐氛围，让美丽乡村既

有颜值又有气质。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
华）“俺的生态水产养殖园实行莲鱼

共养和鳝鱼、青鱼混养两种模式，一

亩水塘一年能有2万到8万元的收

入，实现了生态和效益双丰收。”8月

1日，汝南县常兴镇曾庄村建兴水产

生态养殖场负责人周建林对记者说。

“过去这里是低洼地，每到七八

月份就受涝。”周建林说。2011年，

在福建从事多年水产养殖的周建林

返乡创业。在镇政府的支持下，他将

自己和亲戚的30亩低洼地改造成了

水产养殖生态园。

周建林在水产养殖园实施莲鱼

共养，就是在莲藕池中放养泥鳅和

鲫鱼，每亩产莲藕5000多斤并能收

获泥鳅和鲫鱼200多斤，去年周建

林依靠莲鱼共养，就收入了80多万

元。此外养殖鳝鱼，每亩有8万多

元的收入，为实现立体增收，周建林

还在莲藕池和鱼塘边种植桂花树、

西瓜、香瓜，将低洼田“变”成了立体

高效生态园。

带动村民致富是周建林发展生

态水产养殖的初心。2015年春，周

建林采取“合作社+农户”的方式，

吸纳 13 户农户流转土地 100 多

亩。合作社采取统一供苗、统一技

术指导、统一销售等方法，带领农户

共同发展。

在周建林的带动下，如今，该镇

发展莲鱼共养面积6000多亩，水产

养殖面积1万多亩，参与农户1400

户，户年均增收1万余元。

“作为洪涝灾害多发区，发展产

业要瞄准市场需求，立足资源优势，

强化科技支撑，抱团发展，打出品牌，

把生态园建成带动能力强、可持续发

展的‘铁杆’园区。”周建林说，“下一

步，我将继续扩大规模，打造集吃、

住、游、购于一体的生态园，带动更多

的村民一起致富。”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阴
晓燕）8月4日上午，叶县龚店镇司赵

村的庞小丽正在养殖基地里为獭兔

进行健康检查。“养兔子必须细心，做

好预防，尤其是季节更替的时候，脚

皮炎、黄尿病等很容易发生。”庞小丽

说。

庞小丽今年56岁，2009年，她

听说肉兔养殖投资小、收益高，于是

利用自家的闲置空地搭建兔舍、添置

兔笼，购回了 30多只獭兔开始试

养。遇到问题，她就查阅相关书籍，

请教专家，很快掌握了獭兔的饲料搭

配、疾病防治等技术。

科学养兔让庞小丽当年就有了

收益。随后，她又投入7万余元，从

新疆、浙江等地引进兔种，不断扩大

饲养规模，最多时达到了3000只。

她养的兔子多销往洛阳、周口等地，

一年纯收入10万多元。

得知庞小丽养兔致了富，村民们

纷纷前来请教养殖技术和经验。庞

小丽总是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被乡

亲们亲切地称为“兔司令”。“我们养

了100多只兔子，长势、行情都很好，

多亏了小丽给我们提供兔种和技

术。”该村村民毛晓培感激地说。

在她的帮助下，附近有10多户

村民发展起了獭兔养殖。“下一步，我

将扩大规模，发展更多的兔子品种，

为想要学习养兔技术的村民，无偿提

供技术支持，供应兔种，和乡亲们共

同致富。”谈起今后打算，庞小丽信心

十足。

叶县庞小丽

“兔司令”成为致富领头雁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张俊
望）8月4日，在洛阳市洛龙区白马寺

镇洛阳绿香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梨树长势

旺盛，一个个梨子挂满枝头，累累硕果

让基地负责人张伟国笑容满面。

今年48岁的张伟国在外打拼多

年，2015年，他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家

乡白马寺镇下黄村创业，种植果树

100余亩。6年来，他的公司坚持走

“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之路，把

增加农户收入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

基础，鼓励流转土地后的农民到园区

工作，并定期开展种植技术的免费培

训。在自己致富的同时，公司安排

300多户农民到果园工作，培养出了

20多名果树管理人员。

“回乡创业，不仅自己要致富，还

要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这样才能真正

实现乡村振兴。”张伟国说。

洛龙区张伟国

返乡种果树带着乡亲一起富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通讯员马泽一戴煜）“以前村里是

脏乱差，垃圾满天飞，现在你看俺们村

多干净，看着都让人心情舒畅。”近日，

固始县李店镇刘营村村民周玉明笑着

说。

走进刘营村，绿树繁花掩映着一栋

栋别具特色的农家小楼，田野葱郁、村

容整洁，一派生机勃勃、和谐宜居的景

象。

刘营村曾被当地群众称作是“村容

村貌脏乱差，组织软弱散如沙”。如今

的刘营村，借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

势，实现了由“软弱涣散村”到“市级基

层党建示范村”再到“市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美丽乡村红旗村”的嬗变。

从2018年起，该村按照“乡村林果

化”“庭院花园化”的标准，有序推进全

村绿化、美化工作。

在李店镇党委、镇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刘营村精心打造“一村一品”，通过

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心帮扶和县林

业局协调，购置桃树、桂花、紫薇、香樟

等各种苗木3万余棵，免费发给农户在

房前屋后种植，在村内的公共区域及道

路两侧集中连片种植苗木，部分闲置宅

基地则统一种上了百日菊。

“为了实现乡村林果化和庭院花

园化，俺们村以政府补贴的形式，统一

配发梨树、桃树和槐树，把庭院建成小

花园。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

上，并利用闲置宅基地等闲置土地修

建了休闲广场、村党史馆和农具博物

馆等乡村旅游所需要的配套设施。”刘

营村党支部书记祁远俊向记者介绍

说。

据李店镇镇长胡溢华介绍，该镇坚

持把人居环境建设作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

坚持以民为本，不搞大拆大建，慎砍树、

不填塘、不拆房，尽量维持村庄现状，注

重发掘和保护古建筑、古树木等历史文

化遗迹，让群众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邢博）

8月6日，走进灵宝市故县镇冯家塬村的

珍珠枣油桃收购现场，一个个水灵灵的

油桃堆积如山，村民们正娴熟地挑拣、

验级、装箱。

冯家塬村海拔600米，土地肥沃，昼

夜温差大，是优质果品最佳适生区。为

引导群众发展特色产业，2018年，该村

“两委”干部赴山东莒县考察后，引进了

果实肉厚脆甜、耐运输、易管理、经济效

益好的珍珠枣油桃进行栽植。

为做强油桃产业，该村成立了冯家

塬盛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具体运营，

进行线上统一销售。如今，该村种植油

桃农户有80户，油桃栽植面积700余

亩，油桃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一

条新途径。

今年7月下旬以来，该村油桃陆续

成熟上市，吸引了各地客商上门收购。

村民王巴有栽种了50亩油桃，每亩产量

4000多斤，预计今年能收入20多万元。

“现在已是第二茬采摘，市场行情非

常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栽植规

模，加强科学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并准

备建设一座冷库，提高经济效益。”冯家

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文生

说。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当下正是黄金蜜桃成熟期，8月8日，

在沈丘县洪山镇王油坊村富鑫家庭农场

生态果园里，10多名工人戴着口罩，正忙

着摘果、分级、装箱，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富鑫家庭农场创办于2013

年，流转土地600余亩，农场主叫王振

营。果园基地种植有黄金蜜桃3号、黄

金蜜桃4号和映霜红冬桃等三个优质桃

树新品种，并注册了“豫富鑫”商标。

“自果园创办以来，我们坚持发展有

机水果的理念，不打除草剂，杀虫采取粘

虫贴和防虫灯，施用的是专用有机肥，产

出的桃子达到了绿色标准。所种黄金蜜

桃果核小、肉厚、清香甜脆、品相好，单果

重普遍在250克以上，大的在600克以

上。”桃园管理员介绍说。

“这几天，由于出现疫情，我们取消

了发往南京、郑州等地区的外销订单，就

连其他低风险地区的订单也取消了一部

分。眼下，一部分采摘的黄金蜜桃暂存

进冷库，待疫情过后，再外销。另一部分

采摘后，销给当地的水果专营店或大型

超市。”王振营说。

外形匀称、汁多甜脆的黄金蜜桃更

受客商们的青睐。“这桃子不仅汁多

甜脆，口感好，而且还耐储运，今天准备

再拉回去500公斤。”来自附近付井镇

一家超市的张老板拎起一筐黄金蜜桃

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张佩
佩刘柄丽）“这桃子好大啊”“这桃子长得

真好”……日前，在济源邵原镇花园村的

花语季富硒桃园人流涌动，济源示范区富

硒鲜桃产业技术观摩会在这里举行。

在桃园里，与会者纷纷拍照、录视

频。“快尝尝，可甜了。”相关人员递上桃

子，让大家一饱口福。

与会人员边走、边看、边品尝、边讨论，

绿色、高质、高效成为大家讨论的高频词。

“富硒鲜桃要走规模化发展、区域化种植、

产业化经营之路，向精、细、稀、名、优、特方

向发展，向现代化农业迈进。”邵原镇镇长

胡凤林说，花园村按照“特色化、多彩化、景

观化”原则，充分发挥“花语季”的龙头带动

作用，发展葡萄、苹果、樱桃、桃等富硒水果

种植800余亩。

“这桃子品相好、口感好，产业发展模

式好，我准备试种。”克井镇北樊村村民苗

维国参加观摩会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富硒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济源示范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李泽萍介绍，目

前，济源发展富硒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及产

业园区40余个，种植富硒农产品11000

余亩，有富硒功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50

家、富硒高新技术企业3家。今后，济源

将进一步提升富硒产业发展水平，实现富

硒产业集群化、品牌化，产业园区标准化。

“我们将聚焦鲜桃新品种、新技术，进

行创新研究和集成示范，围绕富硒鲜桃产

业产前、产中、产后提供科技服务。”济源

农科院副院长成东梅表示，将进一步集聚

资源力量，加强精准科研和服务，为济源

农业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和一二三产

业的融合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固始县刘营村

生态宜居托起乡村振兴梦

济源
富硒产业富乡村

沈丘“绿色”黄金蜜桃受青睐

灵宝 珍珠枣油桃市场俏销

8月7日，襄城县山头店镇范庄村陈宏伟（右）在收获南瓜。近日，他的菜田

遭遇暴雨，由于排水及时、管理科学，60余亩南瓜获得丰收。古国凡赵争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