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2年11月7日 星期一
责编 / 李鹏 版式 / 张峰 校对 / 陈群锋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本报记者 孙雅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升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境

整治。

村庄环境整治如果没有规划，就是

瞎整治；村庄建设不编制规划，就等于

乱建设。

10月 1日，《河南省村庄规划编制

和实施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开始施

行，全省的村庄建设有了全方位规范标

准。

不挖山、不填湖、不毁林，尊重村庄

自然地形地貌、居住习惯、地域文化、村

庄建设脉络和街巷格局。这是《规定》

对村庄规划提出的首要要求。

《规定》还对全省的村庄规划进行

了分区域分类布局，提出要运用乡村设

计手段，在豫南、豫西、豫北山地丘陵地

区打造“山乡风貌”乡村；在黄淮海平

原、南阳盆地传统农区，打造“平原田

园”乡村；在沿淮地区打造“河乡韵味”

乡村。

村庄规划，是一个村庄未来几年、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建设的发展蓝图，

既要整体规划、尊重科学，避免“大拆大

建、千篇一律、千村一面”，还不能脱离

村庄实际，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乡村建设

为由强制农民“上楼”。

记者在襄城县凹郭村采访时，印象

深刻的是村里没有一座楼房，清一色的

瓦房和平房，整个村子形成疏朗有致的

乡村空间，横平竖直的水泥路通到家家

户户，院墙外的路边用青砖整齐地砌出

一块小菜园，不仅种有辣椒茄子，还有

柿子、核桃、葡萄等果树，夏秋之际瓜果

飘香，别有一番乡愁滋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今水、

电、路、网等几乎已全面覆盖各个村

庄，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基本得到满

足。因此，对于村庄规划也提出了新

的需求。

村庄环境要更美。农村人居环境

除了整洁之外，房前屋后栽花种树，绿

化覆盖率要达 30%以上，村子里的古

树要保护，新栽树还要有经济价值，公

用绿地的树还要落实责任制。

公共服务更完善。未来二三十

年，村级养老服务的需求会较大，农村

教育和医疗需求向县城集中是一个大

趋势。但是，普惠制幼儿园和村办幼

儿园数量不足，县城扩大义务教育和

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压力大，中低收入

的农村居民到县城就学就医的成本

高、负担较大，分级医疗又需要农村医

疗服务向乡镇和村级下沉，在这样的

背景下，村庄规划如何做，也是一个问

题。需要按照“城市品质、乡村味道”

建设乡村生活圈，补齐乡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村庄特色要挖掘。嵩县黄庄乡三

合村，2017年前还是个经济落后、无人

问津的小山村。近年来，依托秀美旖旎

的田园风光和古色古香的古村风貌，打

造为“伏牛山写生基地”。村民们把破

旧的住宅、豆腐坊等进行翻修，“修旧如

旧”的老宅别有韵味，石子铺路、泥土筑

墙、茅草搭顶……既保住了山村的纯

朴，又增加了艺术气息，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游客。2020年，三合村列入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今年，又入选2021年度

国土空间规划优秀案例。

记者在采访中还遇到许多与三合

村相似的村庄，比如汝州市陵头镇王湾

民俗村、兰考县张庄村，等等。这些村

庄将特色文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

局，推进了村庄经济的转型和快速发

展。

乡村不光要宜居，更要宜业。在编

制村庄规划时，还要将村庄产业发展作

为重要内容予以规划引导。为了更好

地支持农村产业发展，《规定》在第五条

明确“鼓励在村庄规划产业布局中明确

促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返乡创业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要求；第十七条

明确“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一县一

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引

导农村集体围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

振兴”。用立法手段，引导村庄和村民

结合自身特色，发现比较优势，发展特

色优势产业。

村庄规划编制的过程中，还要强化

民众参与，广泛征求意见。村庄建设的

根本目的，是为了给居住在这里的人，

在居住上、生产上、文化需求上提供更

好的设施和环境，让他们更有幸福感、

获得感。让村民了解村庄规划，尊重他

们的意愿和风俗习惯，才能真正实现村

庄规划为村民服务的目的。另一方面，

全民参与才能广泛调动大家的建设积

极性，齐心合力搞好这场乡村建设的

“大动作”！

通过村庄规划，打造有产业、有颜

值、有内涵的特色村庄，让乡村面貌别

有一番风味，不仅要在大处下功夫，还

得在小处耐心做。在乡村振兴的新形

势下，因地制宜，克服经验主义，增强科

学意识，编制接地气、可操作性的规划

方案，才能切实走好村庄整治的“第一

步”。

□黄红立 许金安 王海英 高晨奇

一幢 120平方米的木结构别墅，6

名工人6天就能建起。拎包入住“精装

房”，造价仅30万元。

“30万元住别墅？”你没有听错，这

是真事。在建筑材料、人工成本水涨船

高的当下，是什么企业、怎样的人敢承

揽这样的工程？

在古都洛阳，洛阳汉子木制品安装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子木业）敢接

“招”。

10月23日，走进汉子木业，我们从

杨树红的家风家训中寻找答案。

传承 杨家人“不打弯线”

1971年，杨树红出生在洛阳市伊滨

区李村镇（原偃师县李村乡）一个普通

的农民家庭，兄妹五人，家里日子过得

紧巴巴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的第

五年，父亲发挥木工手艺特长，靠加工

制作木锨贴补家用。小时候，杨树红经

常帮父亲“推刨子”、拉锯，随父母“赶

会”卖木锨。

父亲用过的一只船形百年老墨斗

是杨家的传家宝。“做人要像墨斗一样，

堂堂正正，规规矩矩，走得直行得正，咱

杨家‘不打弯线’！”父亲的话影响了他

一生。

高中毕业后，杨树红随家人走村串

寨卖过几年服装。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偃师个体企

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钢制办公家具行

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杨树红也想试水。2000 年秋罢，

他怀揣900多元钱当了推销员。

牢记父亲教诲，堂堂正正干事，规

规矩矩做人。杨树红每天骑自行车联

系业务，住廉价招待所，既是业务员又

当搬运工，两个多月就赚了6万元。

2001年春，云南昆明之行，让他在

南方扎下了“根”。

杨树红说，当时昆明还没有洛阳繁

华，钢制办公家具很畅销，加之价钱公

道，服务周到，订单不断，业务很快覆盖

云南26个地市州。

创新 开洛阳木结构别墅建造先河

2009年 10月，70岁的父亲查出食

管癌，杨树红迅即赶回。手术室外他想

了很多：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孝道、责任、担当，杨树红的心底涌

起了无名酸楚。“回家照顾父亲！”他的决

定妻子也很理解，毅然辞去医生职务。

照看父亲的同时，杨树红也把南方

的绿色木结构产品和生态发展理念带

回家乡。

2013年，杨树红投资1000万元，在

伊滨区寇店镇工业园创办洛阳汉子木

业，开洛阳木结构别墅建造先河，定位

“建造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木结构建筑、为

用户提供各种户外木制品解决方案”。

杨树红介绍说，如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砖

混建筑建造成本高、周期长，再生利用

率低，国家支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发

展，木结构房屋经济环保，在欧美等国

有广泛应用，是未来建筑的方向。

汉子木业承接的木结构房屋，所有

结构件和连接件都是标准化生产，不仅

美观、节能、环保、抗震、可再生，而且装

配快，施工周期短。

据了解，汉子木业坚持绿色发展，

多年来环保投入达 80多万元，使用无

毒、无刺激性气味、纯环保、不含苯类等

有害溶剂的绿色环保水性漆。

前不久，汉子木业参与了渑池仰韶

酒业集团文化展示项目提升改造工程，

完成了仰韶仙门山景区、洞藏酒品鉴大

厅和酒吧一条街的木结构建设任务。

目标 铸造“百年品牌”

杨树红说，公司的名字是“汉子”，

就是要做“男人”，说一是一，雷厉风行，

诚实守信。汉子木业坚持使用炭化木、

防腐木、集成材。

汉子木业坚持把传统木结构建筑

与世界先进技术有机结合，一次次突破

跨度、高度、结构等技术难题，培养了数

百名专业技术人才，年营业额 6000多

万元，安置100余人就业。

作为伊滨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谊会副会长，多年来，杨树红积极发挥

作用，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奉献爱心等

活动，累计捐款捐物20多万元，连续多

年被表彰为“洛阳市优秀政协委员”。

汉子木业是南京林业大学木结构

研学基地，先后获得“中国房地产领域

应用木结构建筑 10大品牌推荐企业”

“中国木结构产业领军企业”等称号，杨

树红还参与了《木结构工程施工企业等

级评价》《英汉日木材与木结构词典》的

编制工作。

在伊滨“千企兴千村”活动中，汉子

木业和寇店镇水泉社区结对，社区是

“洛阳大谷关客家小镇”所在地。杨树

红的想法是，援建木屋家庭宾馆，助力

旅游致富。

杨树红和妻子还经常走出国门学

习先进建筑理念，德国、荷兰等比比皆

是的百年企业，让杨树红有了深入思

考：工匠就是坚守，专注成就品质，坚守

铸就辉煌，要“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择

一业成一事终一生”。

杨树红的父亲被汉子木业聘为技

术顾问，如今每天坚持到一线检查，用

老木匠、“老管家”的威严严把质量关。

“我和妻子会在推广生态环保建筑、建

造木结构别墅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杨树红说。

杨树红的大女儿大学土木工程专

业毕业后，到汉子木业负责管理工作，

儿子和小女儿上大学也选择了“木结构

专业”。杨树红说，他们将来也会进入

公司，“墨斗要一代代传下去”，目标是

铸造“百年品牌”，打造“百年企业”。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

聂建武 王丽君）“如果心里太苦，就

啃口甘蔗吧。脆在口中，甜在心

头，甘蔗有价，情谊无价，欢迎大家

购买……”11月3日，一条卖甘蔗的

“广告”刷爆了新县人 的“ 朋 友

圈”。不到两个小时，这条“广告”

就被转发了数百次。

“我前几天推了一车甘蔗到街

上卖，一根都卖不出去。现在好了，

我家的甘蔗再也不愁销路了。这还

真得感谢我们的金书记。”正在地里

砍甘蔗的沙窝镇熊河村农民熊保志

笑得合不拢嘴。

熊保志口中的“金书记”，是新

县审计局派驻沙窝镇熊河村第一

书记金强。在村里走访的过程中，

金强了解到熊保志地里的 6000余

斤甘蔗面临滞销的问题，在深入了

解情况后，他在朋友圈为熊保志家

的甘蔗“量身打造”了销售广告。

“效果还不错，单位的同事和身

边的朋友都争相购买，而且很多都

是回头客呢。”金强笑着说。

为了加大宣传、拓宽销路，金

强打起了直播销售的主意。“这里

是信阳市新县沙窝镇熊河村甘蔗

种植基地，我们的甘蔗皮薄汁多，

完全使用的是有机肥料……”在甘

蔗地里，金强和村干部边挖甘蔗边

直播，大家各展所长，诙谐幽默的

风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观看，订

单一个接着一个。

“把直播间搬到了甘蔗地里，大

家看得更直观，更相信我们的品质，

甚至很多附近的群众看到我们的直

播，直接到地里来选购。”金强说。

目前，直播销售甘蔗670余棵，销售

额3000余元。

“ 多 亏 了 金 书 记 ，太 感 谢

了 ……”当金强将卖出的货款交到

熊保志老两口的手里时，他们感激

地说。

“虽然辛苦点，但我的心里却比

吃了甘蔗还要甜。接下来，我会继

续为熊河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

力，用实际行动践行第一书记的使

命和担当。”金强说。

本报讯“你看，很匀实，前期墒势

不错，刚播下后又下了半天及时雨，

天气很给力！”11月 2日，洛阳市偃师

区翟镇镇宁北村一块麦田边，望着刚

刚露头的麦苗，村党支部书记陈宇龙

喜上眉梢。

宁北村有 529 户 2259 人，耕地

1081亩。长期以来，群众收入主要靠

种地和外出务工，村集体经济每年仅

有5万余元。

“农村要发展，土地是基础，必须

在产业上做文章。”陈宇龙说。

2021年 5月，宁北村创新思路，

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依托，对分散

的土地进行规模整合，流转830亩土

地，发展小麦、玉米等种植。村民除

了能拿到每亩地800元的地租，还作

为股民享受 30%分红和 20%公益福

利。

今年，统一种植的小麦、玉米丰

收，除去分红和其他开支，村集体净

增收90万元。

“9 月底村里给俺家发了 1800

元，还有大米、小米、花生和玉米糁等

福利，这日子真是越来越幸福！”村民

张世高喜不自胜。9月21日，该村举

行分红大会，1859名入股村民共领到

24.2万元分红。

宁北村还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多

条腿走路”模式，不断激发村集体经

济发展动力。目前，该村注册的“耕

耘宁北”五谷产品已上市销售，“城市

菜园”观光农业项目和宁北粮食仓储

及烘干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中。

宁北村在土地和产业上做文章，

短短两年内实现了村集体经济从5万

元增至90万元。集体经济的发展，又

为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基础设施改善

等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许金安 牛朝霞）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罗玉
兰 姜雨虹）“油茶果成熟了，我们正在

忙着采收、晾晒呢。”11月1日，商城县

金刚台镇王坳村高水田种植合作社负

责人蒋与宏趁着晴好天气忙着组织工

人采摘、晾晒油茶果。

蒋与宏发展油茶900亩，一年可以

收200多万斤油茶果，是金刚台镇发展

油茶产业的典型代表。近年来，该镇把

油茶作为百姓增收致富的新渠道、生态

建设的新亮点、乡村振兴的新动能，鼓励

村民充分利用低产林、荒山等资源，发展

油茶种植，先后打造刘小坳、卢店、王坳

3个油茶精品基地，新发展油茶 3000

亩，全镇8个村油茶种植面积达1.2万

亩，油茶产业年产值近5000万元。

“镇里鼓励我们发展油茶和茶叶，

我们的合作社还有1300亩的茶叶，年

产干茶5000斤，春秋‘两茶’成了咱增

收致富的资本。”蒋与宏说，自己依靠

油茶和茶叶每年可收入30余万元。

依托优越的自然禀赋，金刚台镇

除了发展油茶产业，更是凭借良好的

茶产业基础，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富”的“两茶”产业发展之

路。该镇大力建设金刚台万亩有机茶

园，不断促进茶园标准化和有机化，以

金刚碧绿、袁凤茶叶、清凉寺茶业专业

合作社为引领，建成了1.2万亩旅游观

光茶园，培育茶叶专业加工大户 30

户，全镇茶叶年产量 150 吨，总产值

3000余万元。

“立足‘两茶’产业的发展，我镇正

探索‘旅游+产业’新发展模式，积极打

造金刚台镇‘一游两茶’新名片！”金刚

台镇主要领导邓真说。

本报讯（记者杨青）11月4日，记

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漯河的谷勇

辉、林耀武等44位农民朋友已经获评

为中级职称。

据了解，去年年底，漯河市人社

局向省人社厅申请开展新型职业农

民职称试点工作，省人社厅下文同意

漯河市开展该项工作。作为全省新

型职业农民中初级职称评审唯一试

点城市，这也是漯河市首次开展此类

评审。

漯河市申报专业包括种植、养

殖、农产品加工等，申报对象主要是

漯河市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及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中从事农业专业技术工作的

骨干人员，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申报初级职称的，须连续从事相

应农业技术工作3年以上。申报中级

职称的，须连续从事相应农业技术工

作5年以上，组织或参与农业技术的

试验、示范和推广。

“今年的评审工作安排已经下发

至各个区的人社部门，相关工作正在

推进。”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职称科负责人林忠说，根据方案，

漯河市符合条件且已取得新型职业

农民证书的人员，可优先参加新型职

业农民职称评审。市级以上示范农

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示范家庭农场农

场主、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中的

农业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已参加

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的人员，可优先

推荐参加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

漯河市符合条件的农业类技能

人员可直接申报新型职业农民职称，

其中取得技师以上资格的可直接申

报新型职业农民中级职称。获得县

级以上政府或市级以上部门“创业之

星”“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等与

农业相关的荣誉者，可直接申报新型

职业农民中级职称。

本报讯（记者杨青）11月 4日，记

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人社部门

公布了 2022年第三批拖欠农民工工

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河南润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

南爱思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安县

苏豫坊饭店等 19家企业拖欠农民工

工资，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其中重庆福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拖欠113名劳动者劳动报酬507.7298

万元，涉及金额最高。根据《拖欠农

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

理暂行办法》，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

工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经人社行

政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支付工资，逾期

未支付的，人社行政部门应当作出列

入决定，将该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列入失信

联合惩戒名单：克扣、无故拖欠农民

工工资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数额标准的；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

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

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当事人被

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期限为 3

年，自人社行政部门作出列入决定之

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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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农民工工资 19家企业失信被联合惩戒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曹怡然 通

讯员张中坡）同唱丰收盛景，共叙光

影梦想。11月5日，2022中国农民丰

收节第五届中国农民电影节在南阳

市方城县开幕。

本届中国农民电影节的主题是

“乡村振兴新征程光影增辉二十大”，

通过开展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

“光影甄选”助农公益直播、“丰年丰

景”特色农产品展示、公益电影放映

等富有特色的电影主题文化活动，讲

好农民丰收故事，展示乡村振兴成

果。

为展现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

貌，让农民当主角，电影节邀请英模

人物、推荐影片主创、地方先进模范

等一大批支持“三农”发展的社会各

界人士和农村代表走红毯参与晚会，

让农民电影节成为展示“三农”发展

成就的窗口、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平

台。

举办乡村电影发行放映大会，邀

请电影行业专家、学者、优秀创作人

员及“最美放映员”为乡村电影发行

放映建言献策、沟通交流，打造“三

农”影视学习、交流、借鉴的平台。开

展“庆丰收迎盛会”电影放映活动，南

阳市把公益电影放映列为重要的民

生实事，通过政府采购，免费在农村、

城市社区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近两年来，完成公益电影放映8万余

场，累计受众达1500万人次，深受城

乡群众欢迎。

“光影甄选”助农公益直播、特色

农产品展示等活动，精选南阳各县市

区30余个特色农产品进入直播间进

行销售，宣传推介方城烩面、黄金梨

等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优质农特产品，

同时充分发挥王宝强等节会嘉宾的

名人效应，展示南阳艾草、木瓜、猕猴

桃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和方城石猴、黄

石砚等特色文旅产品，促进产销衔

接，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电影节期

间，南阳市完成签约项目51个，总投

资额516.3亿元，与奇瑞商用车、颐高

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签订投资合作

协议，实现以节会经济撬动产业融合

发展。

讲好农民丰收故事
展示乡村振兴成果

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五届中国农民电影节在方城举办

11月4日，在光山县禾园合作社砖桥水稻种植基地，农民正在抢收晚稻。眼下正是光山县晚稻收割时节，当地农民利用晴好天
气加紧收割，田间地头呈现一幅幅美丽的丰收图景。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