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样了，变得有城市的味道了。路
更宽了，交通标线规范了，楼房更高了，
休闲运动场所也多了。从平顶山火车站
下车，25分钟就赶到家了。”5月23日，长
年在外创业的李军涛激动地说道。

近年来，安良镇紧紧围绕“工业强
镇、陶瓷重镇、旅游名镇、生态大镇”建设
方略，以大物流、大陶瓷、大市场为抓手，
突出“三产融合”、“产城融合”，切实抓好
陶瓷产业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城镇建

设、招商引资、脱贫攻坚、环境污染防治
和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努力打造平顶
山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桥头堡和郏县县
域经济副中心。

突出陶瓷建设 打造全国
知名陶瓷生产销售集散地

距镇区以北3公里有个丘陵岗地小
村庄——神前村，1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
连庄稼都长不好的荒凉之地，如今，这里
已是占地 6平方公里、拥有 68家陶瓷企
业的产业园区。

2003 年，安良镇党委、镇政府利用
这里丰富的陶土资源和可用来办厂的大
片荒山丘陵、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尤其
是大批在神垕陶瓷厂做工当师傅的安良
人等优势，规划了 1500 亩陶瓷产业园
区，并实现了水、电、路“三通”。当年，财
源瓷业有限公司、强玉瓷业有限公司等
纷纷落户神前陶瓷工业园区，投资额也

越来越大，除生产普通陶瓷外，还生产高
级宾馆用瓷和出口瓷。

目前，园区已入驻豪派、华泰、银泰、
中佳、任氏等大型陶瓷企业 68 家，年产
量达到4亿件（套）。产品主要有仿古建
筑瓷、工业陶瓷、日用瓷、卫生瓷、工艺
瓷、出口炻瓷等八个类别300多个品种，
远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市以及非洲、
东南亚等地区，园区已形成了以陶瓷研
发、生产、销售为主，运输、包装、餐饮等
产业配套，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功能完
善的现代化大型陶瓷集散地。利用神前
陶瓷专业园形成的市场效应，仅去年，园
区新开工项目10个；续建项目1个；全年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亿元。

尤其是随着李国桢纪念馆、任坚纪
念馆的建立以及李国桢学术研讨会的召
开，全国陶瓷界的名家齐聚安良，神前陶
瓷园区在中国陶瓷界的知名度有了很大
提高，形成了投资洼地效应，引来温州、
许昌等众多外地客商投资兴业，带动周
边村民就业1.2万人。

安良镇镇长范宗锋说：“我镇依托平
郏快速通道、三洋铁路、前石路、禹神路
在安良交会的区位优势，依托陶土资源
丰富的资源优势，加快推进陶瓷园区建
设，着力打造全要素、全产业链、特色鲜
明、竞争力强的省级陶瓷专业园区。”

统筹城乡发展 打造秀美
宜居的历史文化古镇

近年来，该镇按照“生态、特色、文
化、宜居”的要求，秉承以人为本、服务民
生的理念，积极推进特色小镇基础设施
建设，打造河滨公园精品商贸街，投资
450 万元建设了镇区自来水供水工程。
大力加强特色街道建设，新修镇区神安
大道、府前街下水道 2500 米，新装路灯
130盏，补种绿化树3500棵，绿化面积新
增两万平方米。为提高城镇品位，积极
推进文体娱乐设施建设，先后投资70万
元建设了 1.1 万平方米文化广场，投资
250 万元的中心幼儿园、投资 1000 多万
元的中心小学已经开始招生。为加快城
镇建设提档升级，安良镇通过招商引资，
在镇区北部邻近镇中学位置，高起点、高
标准规划建设了祥安社区。

该镇实施农村畅通、环境净化、乡村

绿化、村庄亮化、农村文化“五大工程”建
设，全面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建立
健全村庄环境整治长效机制，把人居环
境改善工作纳入目标考评机制，努力改
善垃圾围村、污水横流等环境污染现
象。以保障水环境质量达标为目标，切
实落实“河长制”，大力实施胡河、肖河、
蓝河河道垃圾清理等综合整治措施，确
保河道地表水达到Ш类标准。实行科级
领导负责制，书记、镇长及所有班子成员
每人各分包一个村，具体负责谋划部署、
协调指导和组织推动。各村按照500人
配备一名保洁员的标准，配齐各村保洁
员。对省道、县道两侧村的环境卫生整
治到位的，分类别进行奖补。

立足自然资源优势，利用马头岭荒
山，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培育种植了适
宜本地的速生经济苗木和日本清香薄皮
核桃、杏李、黄金梨、雪桃、竹柳等经济树
种及杜仲、迷迭香中药材品种，建成了杜
仲药材种植基地、小杂果种植基地、藏香
猪养殖基地等5家规模型的农业生产示
范园区，形成了 15000 亩的马头岭万亩
绿色生态长廊，辐射带动了任庄、岩郭、
高垌、高楼、邢楼、雷庄、老山薛、磨石坑、
段沟等17个村劳动力就业10万余人次，
为安良镇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增效、农民
脱贫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八路军豫西抗日曹沟革命纪念馆开

馆以来，每天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
群众络绎不绝。 安良镇将整合陶瓷文
化、生态农业、红色资源，打响“拜红色曹
沟，赏唐钧艺术，观陶瓷制作，游万亩花
海”特色品牌。将加强曹沟旧址文物保
护工作，努力打造3A级旅游景区。

蓄势待发 绘就安良发展
的宏伟蓝图

如今的安良镇，到处生机勃勃。陶
瓷园区开发建设、马头岭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工地机器轰鸣，祥安社区、神前社区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客（货）运车辆通
过笔直的平郏快速通道，往返于城乡，驶
向远方；镇区休闲广场、李国桢文化广
场、红色曹沟等旅游景区已成为群众健
身休闲的好地方。

谈及今后的发展，安良镇党委书记
卢卫阳信心满怀：“全镇党员干部将以坚
定不移的信念，昂扬向上的斗志，撸起袖
子加油干，争做出彩安良人，努力‘营造
学习进取、务实苦干、风清气正’的氛围，
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特
色城镇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层
次，不断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奋力开创安
良转型发展新局面。”

本报记者 温书功 通讯员 刘泽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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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民居错落有致、一户户庭
院整洁美观、一幅幅传播文明的宣传
画……初夏时节，走进郏县渣园乡，移
步是美景，入目皆清爽。广袤的乡野，
处处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文明画卷。

当地干部群众说，这一切来源于渣
园乡巧打了“五张牌”，使农民鼓了钱袋
子、盖了新房子、买了新车子，走上了强
乡富民之路。

改善人居环境，打好美丽乡村牌。
该乡围绕二号路，进行“仝楼、小卢寨、马
庄”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建设，将渣园、宋
堡、杜庄、十里铺、青龙湖社区和郝庙村
纳入建设范围。该乡以开展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集中整治为抓手，按照“三无一规
范一眼净”的目标要求，开展人居环境集
中整治行动，为全乡农民群众建设一个
干净、卫生的生活家园。投资 232 万元
购置洒水车、垃圾清运车和垃圾收集箱
等配套设施、对“三堆”进行了治理、对老
墙进行粉刷，对沿途景观墙垛进行建设，
对乡二号路进行路肩培土及青龙河治
理，对十里铺至马庄段道路进行硬化及

绿化；投资118万元，聘请武汉远景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对美丽乡村示范片区进行

“高起点、高标准和高规格”一体化规划
设计，充分考虑人文历史、地方产业、休
闲居住和对外形象，围绕“一带一路和三
门八窗”进行详细规划设计；与此同时，
投资 20 万元，聘请漯河市政工程设计
院对镇区所在的宋堡村建设也进行了
高标准规划设计。各行政村制定保洁
分片管理责任制和集中清扫制度，按照
每个片区有一名村干部和两名群众代
表负责监督管理的原则，将卫生区进行
细化，村配备两名保洁人员，做到日清
日扫。组织乡包村干部、村两委会成员
及群众代表每周四下午参与卫生打扫，
每十天对各片区进行一次检查评比，评
选结果作为文明卫生户评选和年终评
先的主要依据。投资 1000 多万元，建
成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太阳能垃圾处理
站、污水处理厂，对沿街墙体进行涂白，
并根据规划设计理念绘制不同内容漫
画，打造了美丽乡村示范片区沿途生态

廊道，建造了百花园，形成了以“仝卢
马”为核心的美丽乡村建设亮点，利用
亮点，引领辐射郝庙村、宋堡村和渣园
村，进而带动全乡25个行政村的美丽乡
村建设。

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打好蔬菜
牌。为改变传统农业一家一户的经营模
式，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该乡成立渣
园新军蔬菜种植合作社、天地人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国安蔬菜专业种植合作
社、平顶山陇海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等
蔬菜种植合作社 10 个，大力发展蔬菜
种植业。投资 2500 万元的渣园新军蔬
菜种植合作社，共建日光温室大棚 109
座，建成了 1600 余亩的芦笋基地，亩均
年收益 3000 元左右，安排农村劳动力
100 余人。投资 1.5 亿元的平顶山陇海
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着力打造集生态、
观光、休闲、养生、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
农业示范园。一期已建成山东寿光第
六代蔬菜大棚 19 座，阳光连体式大棚
6000m2。苗木花卉种植区，主要种植香

樟、龙脑樟、七叶树、榉树、无患子、桂
花、石楠、海棠花等 20 多个品种。苗木
花卉不施农药，保障产业园区内所有植
物纯无公害。大棚蔬菜种植采取增施
羊粪等有机肥做底肥，治虫采取增设粘
虫板物理治虫方法，授粉采用人工在花
蕾根部实施，真正做到不施化肥和农
药，确保蔬菜绿色环保。禽类养殖喂养
饲料为桑叶、墨西哥甜高粱、俄罗斯牧
草、鲁梅克斯草添加豆、玉米，不添加任
何添加剂，养殖方式以在种植园区内散
养为主，对禽粪粪便采取地面铺设石灰
锯末混合料 20 厘米，定期喷水消毒，使
禽粪分解达到消除臭味，现存栏鸳鸯鸭
300只、鹅 600只、珍珠鸡 200只、芦花鸡
5000只。农业园区建设，进一步加快了
农业产业化进程，解放了农村的劳动
力。解放出来的农民，不出村到合作社
务工，达到地租和务工工资双收。目前，
全乡合作社已吸收农户1300户，提供就
业岗位 1000 多个，每人每年人均增收
1.5万元。目前，该乡的农业合作社辐射

了 13 个行政村，带动农户 2000 户，受益
群众15000人。

建设三个万亩基地，打好增收牌。
该乡通过建造良种、蔬菜和烟叶三大支
柱产业万亩示范基地，狠抓经济，助农增
收。该乡已规划三个万亩示范基地：即
以新军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中心的万
亩蔬菜基地，以广阔渠沿岸为核心的万
亩烟叶种植基地和以粮食高产示范方为
核心的万亩良种繁育基地。基地建成
后，将辐射全乡近 4000 户农户，在基地
内，采取“统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科技
培训，统一销售”四统一模式，农户可以
以资金或者土地入股，统一分红。

加 大 科 技 培 训 指 导 ，打 好 科 技
牌。该乡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入户工
程，通过领导包片、机关干部包村，农
业科技人员包科技示范户，科技示范
户带动辐射周边农户，举办技术讲座、
现场指导，发放科学技术宣传册等形
式，引导农户进行科学灌溉、配方施肥
及除草、防病、治虫等全程科学化管
理。目前，该乡共举办农户培训班 8 期
次，直接培训农民 1000 人次，培训示范

户 500 户次，发放测土配方施肥宣传单
和建议卡共 2000 份。

加大特色农业投入力度，打好特色农
业牌。该乡充分发挥北部岗区的地域优
势和传统优势，投资700万元建成广玉果
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核桃、梨、红枣、
石榴、苹果、柿子和葡萄等小杂果 300 多
亩，并以合作社为依托，辐射寺街、望月河
等村的经济林生态园区；朱庄村以杏李种
植为依托，发展葡萄、桃子、梨、猕猴桃等
果木种植，建成蓝水湾生态采摘园，带动
休闲旅游。

该 乡 曾 先 后 荣 获“ 河 南 省 文 明 村
镇”、“河南省美丽乡村”、市“发展十快
乡镇”、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进乡镇”、

“鹰城最佳特色经济乡镇”及县“2016 年
度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工作二等奖”、县“高
标准粮田建设先进单位”、县“粮食高产创
建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发展没有完成时，渣园乡永远在路
上。“美丽”二字正不断嵌入渣园乡农村群
众的幸福生活之中。

本报记者 温书功 通讯员 孙文涛
文/图

渣园乡：巧打“五张牌”促美丽乡村建设升级提速

美丽新家园 魅力新安良

安良镇名片
●全国重点镇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中国唐钧基地
●中国园林建筑陶瓷创新

示范基地
●中华陶瓷大师联盟郏县

窑创作基地
●中州名镇
●河南省生态乡镇
●河南省卫生乡镇

休闲广场的读书娃

安良镇位于郏县县城北部8公
里大刘山脚下，总面积 100 平方公
里，辖41个行政村，96个自然村，总
人 口 6.1 万 。 2016 年 ，GDP 完 成
15.37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2518 万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0.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7136元。

日用陶瓷生产车间

荒山变成“花果山”

家园如画

瓜农笑开怀

小杂果基地 幸福广场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