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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里子一起抓宜居宜业两相宜

武陟形神兼备建设和美乡村
□本报记者 李相瑞 冯佳志 李梦露

有种食物叫“扁食”，有种心理叫

“眼气”……

“景色清新怡人，环境整洁有序，庭

院精致典雅，万花村让俺可‘眼气’。”

10月 26日，老家长垣、在北京工

作的游客赵珊珊随旅行团到武陟县龙

源街道万花村旅游。站在“爱上万花的

土味方言”网红打卡地标前，指着上面

的方言土语，赵珊珊用北京话夹杂着河

南话，有板有眼地说。

一花引得万花开，万花开放幸福

来。在武陟，让人“眼气”的地方可不止

万花村。

在詹店镇马营村，初心菜园、文化

广场、灯光球场、亲子普法园等休闲活

动场所点亮村民美好幸福生活。

在嘉应观镇御坝村，黄河大堤北岸

浓浓的绿荫掩映之中，御坝黄河文化研

学营地展现着独有的气质。

在乔庙镇关王庙村，每当夜幕降

临，路灯亮起，鲜艳的红旗引领着酷走

队迈步前行，在村里形成一道别致的风

景线。

秋高气爽，艳阳高照。行走在武陟

乡村，一砖一瓦有乡韵，一墙一院寄乡

愁，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武陟

县面子里子一起抓，乡村颜值内涵得到

双提升。

党建引领 示范带动

抓实风貌提升，建设和美乡村，武

陟高位推动，高点定位。

武陟县委书记赵红兵说，干净整

洁、美丽宜居，是人民群众对乡村最朴

素的向往和追求。武陟始终坚持统筹

布局、示范引领、共建共治，不断探索新

路径、激发新动能、再造新优势，促进乡

村风貌由表及里、形神兼备全面提升。

武陟成立了乡村风貌示范村创建

领导小组，县委书记任组长，将乡村建

设及风貌提升工作纳入全县27项重点

工作、重点项目推进专班，每周召开专

题会议，听取进展、解决问题、加压推

动。

出台《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创新实施净化、硬化、亮化、美

化、绿化、文化和产业发展“6+1”工程。

各乡镇党委书记担任“施工队长”，

亲自抓、带头干，全力推动乡村风貌提

升取得实效。

他们将乡村风貌示范村创建与“五

星”支部创建、“百村争星百村争先”行

动一体融合，充分发挥村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激发群众参与共建共治的积极

性、主动性。

“大村做示范，带动小村干。”武陟

县委副书记李军利介绍说，武陟设定

“精品示范村”“完善提升村”“基础整治

村”三类村，选取大村先行先试，按照示

范带动、梯次推进、全域提升的创建思

路，以点带面、由表及里促进全域提升。

“作为首批精品示范村，我们有底

气！”马营村党支部书记秦小五说。马

营村的底气，来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

马营村坚持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

振兴，聚力打造党建“五红”品牌，充分

发挥“红云联”“红纽带”“红马甲”“红网

格”“红心愿”功能作用，基层治理成效

显著，乡村风貌焕然一新，去年荣获“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

以“小板凳”代替“会议室”，马营村

创新推出“四共”党群议事工作法，促进

党群在面对面、心贴心的密切交流中共

“听”、共“提”、共“议”、共“决”。

“农村要发展，稳定是关键，农村要

稳定，乡村治理是重点，搞好乡村治理

工作，支部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要过

硬。”秦小五说。

产业强基 富民兴村

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方可枝荣。

武陟县副县长苏瑞君说：“我们把

依托产业、突出产业、振兴产业，作为乡

村风貌提升的‘硬支撑’，深入挖掘乡村

旅游、特色农产品等资源，把产业谋划

融入风貌建设中。”

各村立足资源禀赋，通过龙头企业

带动、模式创新，延伸产业链条，集体经

济不断壮大，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澎

湃动能。

万花村运用“小景区、大商业”理念

发展乡村旅游和夜间经济，依托独有文

旅资源，开发文创产业，打造“三季万

花、四季多彩”的美丽旅游新村，实现风

貌提升和产业发展协同推进。

培育花卉生产基地，筹建万花博览

园，每家每户的院落中都种植有花卉，

“花在村中、村在花中、家家有花、花在

家家”，万花村名副其实。

“我们村正在发展的花卉基地，光

菊花品种就有50多个，开封菊花展好

多花卉品种都来自我们村，村里种植的

花卉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甚至欧

洲。”万花村党支部书记杜小晶说。

古色古香的街景、淳厚浓郁的乡

韵，为万花村增添了无限魅力。今年的

青龙民俗庙会，仅仅两天时间，村里就

收入200万元，万花村人实实在在吃了

一口“文化蛋糕”。

“大城市有的充电桩、茶道馆、瑜伽

场所，俺村也有；大城市没有的青龙宫、

千人舞龙、高杆龙灯，俺村也有。”今年

72岁的毛文兴说。

毛文兴负责协调组织本村民俗表

演队伍，毛文兴的儿子“效力”于庙会舞

龙队。参与文化活动的家庭，每年都有

分红。

马营村把产业发展作为强村富民

第一要务，聚焦特色产业，强龙头、补链

条、聚集群，形成了“东工西商南水产”

的产业格局。

关王庙村是全县首家“党建金融联

盟示范村”，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

农商行合作，流转土地200余亩，拓宽

集体和群众收入渠道。

嘉应观镇中水寨村强基础促发展、

兴文化旺产业、治环境美家园，从省级

贫困村蝶变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一个个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一家

家活力迸发的商户企业，一处处繁忙运

转的加工车间，一个个魅力四射的文旅

项目，有力带动了广大村民增收致富，

为和美乡村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风貌塑形 因地制宜

户主：张占应。家风家训：待人和

善，为人谦和。

10月 26日傍晚，夕阳的余晖照射

在关王庙村每家每户家门口的标牌上，

村民陈宝霞带着小孙子返回家中。

陈宝霞是户主张占应的媳妇，今年

49岁，在县城超市上班，儿子儿媳在附

近的产业集聚区上班，家里还有公公和

自己的娘家父亲，一家人过的日子就像

家门口“晒幸福”牌子上写的那样：子孝

父贤、家和邻睦。

“你家共有 7口人，但住房却只有

一层，够用吗？”

“咋不够用？我们家一共 9间房，

以后小孙子大了单独住一间也够用。”

陈宝霞说，村里都盖一层，也没必要攀

比，能省十几万块钱。

放眼望去，关王庙村如同一个棋

盘，全村没有一户两层小楼，全是一层

的平房，像一个个方正的豆腐块整齐排

布在棋盘上，纵横 9条柏油路穿插其

中，路面平整笔直、宽阔洁净。

在如今家家户户普遍追求两层、三

层小楼的河南农村，关王庙村显得格外

特别。

“我们村近40年来，村民建房只能

建一层。”关王庙村党支部书记张利强

说。

陈宝霞家附近的小公园旁，一汪清

泉正汩汩流出，浇灌着旁边的绿地。这

水是村里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好的中水，

被公园绿化循环利用。公园的绿地之

下原来是个垃圾场。

如今，关王庙村家家户户都可以

“走平坦路、喝干净水、上卫生厕、住整

洁房、居优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名不虚传。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武陟以系统

观念谋划创建工作，聘请4家规划设计

院，结合各村自然禀赋、文化内涵，一村

一策对村庄风貌、基础设施等进行前瞻

性规划、特色化设计，邀请党员干部、

“五老”人员等，参与创建全过程，确保

乡村建设更符实际、更得民心。

颜值要提升，源头管控是根本。污

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硬骨

头”，武陟县创新推行“污水处理+湿地

游园”管控模式，使污水处理不再难。

武陟县因地制宜开展“三园一

场+”整治工程，将无人居住的空心宅

院打造成小菜园、小果园、小游园和小

停车场+文化长廊、村史馆等，共整治

空心宅院7220处，让沉睡的“老宅”焕

发“新颜”。

如今，武陟乡村“一村一品、一村一

韵、一村一景”的特色风貌正在加速形

成。

文化铸魂 凝心聚力

墙上写着“福”，路灯杆上装饰着

“福”。在中水寨村，目之所及，总能看

到“福”字。

利用废弃宅院改造的聚福斋里，

“中原写福第一村”的牌匾格外显眼，福

碗、福篮、福扇、福葫芦、福书签等以

“福”文化为主题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2019年，中水寨村被河南省直文

联、省直书协授予‘中原写福第一村’，

村里还成立了书画协会。”河南省社科

联驻中水寨村第一书记李瑞芳说，下一

步，将成立“福”文化研究学会，将“福”

文化提升到学术研究层面。

福到村，喜盈门。村民们闲暇时挥

毫泼墨，“福”文化滋润着村民心田，尊

老爱幼、关爱他人、团结邻里、学习典

型、争当模范在中水寨村蔚然成风。

10月 23日，中水寨村举行了“暖

心饺子宴”和乡村光荣榜表彰活动，嘉

应观镇镇长范新亮等为24名“好媳妇”

“好乡贤”等颁奖。

武陟将风貌整治与文化融合，立足

各村风土人情、建筑风格，深入挖掘独

特性和唯一性的文化资源，通过传承历

史文化、挖掘民俗文化、注入生态文化，

让村庄更有文化底蕴，为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承载乡愁记忆打造优质平台，夯

实乡村文化发展基础。

关王庙村以关公故事、忠义村风、

红色家风为主题，提炼出“忠、信、仁、

义、勇”精神标签，高标准建设了忠义广

场、结义园等微景观，将传统文化展现

得淋漓尽致。

“我们还以‘道德模范’评选等活动

为抓手，建立幸福基金，设定幸福指标，

建设幸福超市，发放幸福积分，共享幸

福成果，激发群众主动参与治理的内生

动力。”张利强说。

在御坝黄河文化研学营地，黄河泥

埙浑厚，黄河号子嘹亮。观光游乐，搭

建帐篷，劳动体验，饲喂羊驼……参加

研学体验的学生兴致勃勃。御坝村用

黄河文化为村庄风貌添彩，新建黄河泥

埙工作室、黄河书画展室等，实现文化

铸魂和旅游富民双提升。

在万花村，修筑了平平安安路、事

事如意路；在关王庙村，建起了朝阳街、

福寿街、吉祥街；在马营村，5条南北主

街被赋予崭新文化内涵：支部过硬“同

心路”、产业兴旺“振兴路”、生态宜居

“田园路”、平安法治“永安路”、文明幸

福“尚德路”。

一条路连着一条路，一座房依着一

座房，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颗心牵动

一颗心。条条道路，寄寓着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也指引着村民凝心聚力，

奋勇向前。

奔走在乡村振兴赛道上，武陟干部

群众步调一致，斗志昂扬。

走进武陟乡村行乡村行看振兴看振兴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吴会菊 梁玉川

又到一年秋收时，汝阳县三屯镇

东保村的千亩稻田里一片金黄，旱

稻颗粒饱满，微风吹拂稻浪，散发出

阵阵清香，随着几台大型联合收割

机来回穿梭，该村的旱稻迎来了收

割季。

东保村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开始试种旱稻。2018年，东保村党支

部书记丁建胜在村集体养殖业发展的

基础上，着手规模种植，在东保村发

展栽培旱稻。该村通过土地流转，实

施“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管

理模式，盘活撂荒地，因地制宜发展

生态旱稻种植，积极推动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东保村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多方关

注，汝阳县委、县政府和县委统战部等

部门把旱稻种植上升到“同心圆，共发

展”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协调解决旱

稻种植中的问题和困难。该村土地流

转后，解决了农村土地经营中的个人

经营运营成本高、收益低、土地撂荒严

重等问题，也解决了外出务工人员的

后顾之忧。流转后的土地由村里合作

社经营，不仅保障了每亩土地 700斤

小麦的补偿，村民还能拿到集体分红，

同时参与生产经营的村民还能拿到薪

金。

东保村党支部从提高旱稻品质、

产量和村民收入出发，高标准入手，集

体化管理。与省农科院联系，邀请专

家现场指导，保障旱稻品种优势、种植

合理、管理科学；将村里牛场一千多头

牛的粪便做成的有机肥施入稻田，助

力生长；注册了“三屯独稻”商标，在村

里建起了分拣车间，把优质稻米推向

市场。

“我们种植的是东北旱香 3号，6

月播种，这个品种的旱稻抗旱性强、米

质优、产量高、适应性广，能给村民带

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东保村农机合作

社负责人常战国介绍说，今年东保村

种植旱稻 1000亩，亩产达 900斤，可

实现增收450余万元。

由于旱稻的成功种植，东保村以

“农业+文旅”融合发展为媒，以旱稻

农业田园综合体为介，成功举办稻田

音乐节，先后接待游人 10万人次，综

合收入 180余万元。2021 年东保村

集体收入达300余万元，2022年集体

收入达 400 余万元。今年“十一”假

期，东保村在千亩稻田里新建了“小

花菇乐园”“小黄牛萌宠园”“草坪营

地”等基础设施，新增升空热气球、观

光小火车、观光自行车、美食小吃车等

项目。

项目所有收入通过扫二维码进入

东保村实业公司账户，每个项目独立

核算，村民可以选择感兴趣的项目入

股，根据入股股东会约定的比例分红，

分红收入即时到账。入股村民通过手

机端就可以查看入股项目每笔的收

入。目前已有 3名乡村合伙人参与，

47位村民入股，入股总金额达43.6万

元。“十一”假期结束，村集体净收入达

6万余元。

翻滚的稻浪，优美的音乐，文旅

的融入，东保村将进一步夯实村级基

础设施建设，围绕旱稻、油菜轮作种

植模式，打造特色农业种植带，走农

旅融合发展之路，因地制宜闯出富民

新路子。

东保村的新“稻”路

本报讯 （记者田明 通讯员武梦
蕊 王佳田）10月28日，在河南农业大

学—国营民权农场豫东现代农业综合

试验站的新品种示范展示中心内，河

南农业大学师生们忙碌地在农田里来

回穿梭、协同配合，拉绳、标记、作畦、

画小区、确认播种量、检查开沟器行

距、调整开沟覆土镇压轮的深浅、将小

麦种子倒入排种盒……完成一系列准

备工作后，播种机进入播种试验小区

播下种子。

河南农业大学—国营民权农场豫

东现代农业综合试验站是2022年3月

河南农业大学与国营民权农场签署合

作协议建立的野外试验站，该站集野

外试验展示平台与室内实验室、培训

室等多功能于一体，研究内容主要集

中在小麦产量形成、水肥利用效率、生

物与非生物灾害防控等方面，并在田

间对河南农业大学近年来选育的豫农

186等小麦新品种进行了大面积示范。

该综合试验站自建立以来，立足

“豫东粮仓”生产实际，先后开展了小

麦玉米新品种选育、小麦玉米新品种

配套技术研究，推广了豫农186、豫农

804、豫农 908 等小麦新品种和豫单

9953、豫单 9966、MY73 等玉米新品

种，示范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玉

米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定期开展了新

型经营主体和种粮大户技术培训，有

效推动了农业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助

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余江 吕伶仪 黄
飞龙 记者李振阳）“我们农庄水产养

殖占地面积50亩，主打优鲈3号，年产

量在15吨左右。套养的花白鲢年产量

5万吨左右，主要销售到山东、山西等

地。”10月30日，息县项店镇杨楼村的

丰乐园农庄负责人和福介绍说。

近年来，项店镇积极探索农业发

展新模式，大力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

主播”项目，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

抓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推进农

业设施完善和种植养殖主体培育，为

特色农业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据了解，该农庄实行高密度、高产

值、高效益的标准化生态养殖，通过水

质过滤，鱼长得快、产量高，鱼的品质

也更好，鲈鱼养殖周期6到 7个月，每

亩 3000 尾鱼苗，成鱼价格平均每斤

15元左右、反季节20元左右，每亩产

4000斤成鱼，年产量约 20吨。目前

农庄养殖的鲈鱼在北方城市十分畅

销，供不应求。

本报讯 10月 27日至 30日，洛

阳市乡村振兴考察团到四川省成都

市考察学习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实

践经验和典型做法，进一步开阔视

野、转变观念、提振干劲，奋力开创

洛阳乡村振兴新局面。

近年来，成都秉持“公园城市乡

村表达”理念，持续提升农业科技驱

动能力，加快构建现代都市农业生

态圈，着力打造田景相融的都市农

业景观，探索多元乡村生态资源价

值转化路径，铺展开极具成都特色

的乡村生活美学画卷。

考察期间，洛阳考察团走进天

府新区全国文明村南新村、非遗主

题村官塘村，观摩人居环境改善、乡

村治理、乡村运营等工作；走进邛崃

市天府种业创新中心、“丘山阅”田

园小镇、“我们的院子”民宿集群，学

习农业科技创新、田园综合体建设

和民宿经济发展等领域经验做法；

走进温江区农高创新中心、“川农

牛”农业科技园区，考察科技成果转

化、数字农业发展等情况；走进新都

区锦城村“夏河溪”乡野公园、“成都

足球第一村”三河村、汪家村“拾里

庭院”项目，考察农文商旅体融合发

展情况；走进新津区天府农博园，考

察城乡融合样板区建设成效。

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结合成

都经验，立足洛阳实际，深入学习思

考，明晰思路举措。他们纷纷表示，

这不仅是一次学习取经、解放思想

之旅，更是一次对标先进、争先奋进

之旅，将认真落实洛阳市委乡村振

兴“151”工作举措和“4+2”重点工

作部署，强化创新引领，树牢运营理

念，着力推动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

不断探索乡村价值充分转化的新载

体新路径，着力实现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

（许金安 赵明星）

豫东现代农业综合
试验站抢播小麦

息县项店镇
生态鲈鱼养殖
助农增收致富

洛阳乡村振兴考察团到成都考察学习

10月30日，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社员正在抢收水稻。当下，光
山县各地农民利用晴好天气加紧抢收水稻、红薯、花生、大豆等农作物，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景象。 谢万柏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中国共

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

强同志的遗体，将于11月 2日在北京

火化。

李克强同志遗体于10月 27日由

专机从上海护送至北京。

为悼念李克强同志，11月2日，首

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

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

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

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志哀。

李克强同志遗体11月2日火化
天 安 门 等 地 将 下 半 旗 志 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