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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新成就 推动大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3 月

13 日下午，在叶县常村镇金沟村

外新建的塑料大棚内，村民陆福

玲 等 将 一 个 个 菌 棒 小 心 地 吊 放

到垂着的一根根线上。

“这是黑木耳菌棒，去年贾书

记试种成功了吊装黑木耳种植方

法，今年俺村扩大到了 5 棚，全交

由贫困户承包。”该村党支部书记

申民说。

申民所说的贾书记，是市农

科院派驻该村的扶贫第一书记贾

泽鋆。

金沟村属山区村，土地贫瘠，

传统种植收入低，260 户中 161 户

属建档 立 卡 贫 困 户 。 在 摸 清 该

村情况后，借助于自己的工作岗

位优势，贾泽鋆动员大家调整种

植结构以增加收入。然而，很多

村 民 担 心 种 植 调 整 后 的 风 险 。

去年，贾泽鋆让朋友投资 3 万多

元建设了一座塑料大棚，搞吊装

黑木耳试种植。

“ 吊 装 黑 木 耳 种 植 ，没 听

说 过 ，能 行 吗 ？”村 民 们 纷 纷 议

论 道 。

该 村 与 鲁 山 县 相 距 不 远 ，

鲁 山 县 从 事 黑 木 耳 种 植 已 经 多

年 ，但 全 部 是在树枝上种菌种，

棚在架子上生长。于是，村民像

看马戏一样，盯着试验大棚的一

举一动。

在大棚内，贾泽鋆用钢管立

起了一排排架子，架子上悬下一

根根线，植有黑木耳菌种的菌棒

被 均 匀 地 吊 在 上 面 。 均 匀 洒 水

后，在温暖 的 环 境 下 ，黑 木 耳 自

然 生 长 。 由 于 均 匀 透 风 ，黑 木

耳 生 长 得 特 别 好 ，每 两 三 天 就

收获一茬，从 3 月下旬一直收获

到 6 月底。

“ 一 个 只 有 几 分 地 的 大 棚 ，

连送人带让人品尝，到最后还收

获 了 八 九 百 斤 干 黑 木 耳 。”贾 泽

鋆说，由 于 品 相 好 ，每 斤 卖 到 了

50 元 钱 ，仍 很 俏 销 。 下 半 年 ，村

民 还 可 以 在 大 棚 内 种 植 大 球 秆

菇，收益与黑木耳不相上下。

几 分 地 的 一 个 大 棚 ，收 获

了 那 么 多 的 黑 木 耳 ，这 一 摆 在

眼 前 的 事 实 让 当 地 村 民 完 全 放

了 心 。 今 年 ，贾 泽 鋆 用 第 一 书

记经费给村里建了 5 个大棚，以

每 半 年 1000 元 的 租 金 向 外 出

租，陆福玲等 3 户贫困户积极争

取 ，优 先 获 得 了 大 棚 承 包 权 。

这段时间以来，陆福玲与另外两

户从宝丰购来了黑木耳菌种，又

从 东 北 买 回 了 打 眼 机 给 菌 棒 打

眼，认真吊装菌棒。

“ 俺 有 信 心 把 黑 木 耳 种 好 ，

不 然 连 贾 书 记 也 对 不 起 。”陆 福

玲说。

贾 泽 鋆 介 绍 ，他 打 算 今 年

在 大 棚 里 试 验 立 体 种 植 小 番

茄 。“ 我 就 是 想 让 村 民 们 知 道 ，

只有搞种植结构调整，才能圆致

富小康梦。”他说。

金沟村吊装黑木耳种植

助 力 贫 困 户 脱 贫

第一书记带头试种 引领种植结构调整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任晓卿）3 月 16 日 上 午 ，叶 县

仙 台 镇 老 樊 寨 村 五 组 张 洼 斗 家

门 前 锣 鼓 喧 天 ，该 村“ 三 委 ”干

部 把 写 有“ 最 美 樊 寨 人 家 庭 ”的

牌 子 钉 在 他 们 家 大 门 右 侧 的 墙

上 ，烫 金 的 大 字 在 阳 光 下 格 外

醒目。

“年 前 没 评 上 ，都 怨 俺 平 时

好 打 个 小 麻 将 。 啥 都 够 格 ，就

因 为 这 一 条 。 过 年 时 在 舞 阳 做

生 意 的 儿 子 媳 妇 回 来 看 到 邻 居

家 挂 有 这 牌 子 ，说 影 响 了 他 们

的 诚 信 声 誉 ，没 少 数 落 俺 。 过

罢 年 俺 就 参 加 了 村 里 的 党 群 服

务队，每天到村里打扫卫生。”看

着刚刚挂上的牌子，张洼斗喜滋

滋地说。

“要想挂上这个牌子可不那

么容易，是要经过农户申请、村民

小组推荐、群众代表评议、村‘三

委’商议，对照村规民约，少一条

也评不上”。该村党支部书记刘

丰领说，张洼斗家是第 112 户评上

“最美樊寨人家庭”的。

“俺家是年前挂上的这块牌

子 ，感 觉 很 光 彩 。 别 看 它 小 ，还

有 很 多 路 数 里 ，首 先 是 听 党 话 、

跟党走、遵纪守法、勤劳肯干、诚

实守信……”在一旁的村民张胜

良说。

老 樊 寨 村 是 贫 困 村 ，有

257 户 贫 困 户 。 为 助 力 贫 困 户

脱 贫 、倡 树 文 明 新 风 ，2017 年

初 ，该 村 以 评 选“ 最 美 樊 寨 人 家

庭 ”为 载 体 ，把 勤 劳 致 富 脱 贫 与

村 规 民 约 相 结 合 ，把 听 党 话 、跟

党 走 、遵 纪 守 法 、婚 丧 嫁 娶 、勤

俭 节 约 、邻 里 和 睦 、子 孝 孙 贤 、

尊 老 爱 幼 、婆 媳 互 敬 、乡 风 文 明

等 纳 入 评 选 范 围 ，成 立 了“ 最 美

樊 寨 人 家 庭 ”评 选 会 。 评 选 会

成 员 由 村 民 代 表 、党 员 代 表 、村

“ 三 委 ”干 部 担 任 ，并 制 定 了 详

细 的 评 选 标 准 、评 选 细 则 及 摘

牌 规 定 ，每 季 度 评 选 一 次 ，对 挂

牌 户 有 违 村 规 的 及 时 摘 牌 ，对

连 续 三 年 挂 牌 的 授 予“ 樊 寨 贤

德 标 兵 户 ”牌 子 ，并 给 予 一 定 的

物 质 奖 励 。

评选“最美樊寨人家庭”的这

一举措，调动了该村群众的积极

性。“目前，文明新风倡树已在我

们 村 开 花 结 果 。 群 众 遵 纪 守

法 、勤 俭 节 约 、靠 勤 劳 致 富 脱 贫

的 思 想 觉 悟 提 升 ，参 加 村 里 公

益 活 动 的 积 极 性 大 大 提 高 。”该

村村主任赵拐说。

112个家庭挂牌

“最美樊寨人家庭”评选评出文明新风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艾向华）3 月 15 日上午，叶县昆

北新城开工奠基典礼暨首届“昆

阳文化节”启动仪式在九龙街道

邱寨村举行。

近年来，叶县在不断提升现

有城区档次、完善城市功能的同

时，围绕做好以绿 荫 城 、以 水 润

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四篇文

章 ”，抢 抓 全 省 大 力 开 展 百 城 建

设 提 质 工 程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机

遇 ，以 平 叶 一 体 化 发 展 为 目 标 ，

以 产 城 融 合 、产 城 一 体 为 抓 手 ，

积极谋划昆北新城。

该 县 把 昆 北 新 城 作 为 引 领

城 乡 发 展 的 重 要 载 体 ，谋 划 实

施 了 平 叶 快 速 通 道 、东 环 外

迁 、城 雕 公 园 、沙 河 湿 地 公 园 、

片 区 改 造 等 项 目 ，为 城 市 发

展 、项 目 摆 放 拓 展 了 空 间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也 更 加 完 善 、功 能

更 加 健 全 、产 业 支 撑 更 加 坚

实 ，群 众 的 幸 福 感 和 满 意 度 不

断 提 高 。

昆 北 新 城 紧 临 宁 洛 高 速 叶

县北出入口，规划面积 13.25 平方

公里。该项目融合沙河景观带、

滨河文化带整体规划，围绕叶公

湖 、昆 阳 湖 两 湖 生 态 圈 ，拟 打 造

城市公共服务的复合中心，建设

集金融、商贸、公共服务、文体创

意、旅游休闲等于一体的滨河生

态国际新城。

当天，该县还启动了首届“昆

阳文化节”，以各种文化艺术表现

形式，广泛传播叶县各行各业奋

斗者的追梦故事，献礼祖国 70 周

年华诞。

规划面积13.25平方公里

叶县昆北新城开工奠基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 月 12 日上

午，在位于叶邑镇辛庄村的市安华混凝

土搅拌站院内，该村贫困户田缠在给地

面洒水降尘。

“俺 60 多岁了，来这儿干活也不重，

一个月能拿快两千块钱，谢谢好心人。”

她感慨道。

田缠说的“好心人”，就是搅拌站的

负责人白建辉。

市安华混凝土搅拌站于 2011 年成

立，是一家从事商砼的民营企业。叶邑

镇属贫困乡镇，市安华混凝土搅拌站在

严格按照环保政策不断升级提档的同

时，还热心于当地的扶贫事业，主动分

担辛庄村的扶贫工作，为该村贫困村民

提供保洁等岗位，每月发放 1500 元至

2000 元的工资。“他们自由度高，有事儿

了可以不来……”白建辉说，目前，有三

四个贫困户在企业务工。

此外，该企业还承担了村里 10 户贫

困户的资助任务，每年共为他们提供两

万元的资助。今年春节前，该企业拿出

5000 元慰问贫困户，拿出 5000 元资助慈

善事业。

3 月 12 日上午，春日融融。龙泉乡冢

张村 84 岁的村民张长海来到该村村内新

建的冢张村牌坊前，沿着新搭建的木桥，

来 到 了 一 座 新 建 成 的 亭 子 内 ，悠 闲 地 坐

下来欣赏周边风光。“差不多每天我都会

来 这 儿 ，因 为 这 地 方 成 了 俺 村 新 的 一

景。”他说。

记者看到，牌坊上除了写有冢张村外，

还有“汉代古镇”四个字，并被列为叶县文

保单位。牌坊后面，是一座汉代坟冢。提

起此汉冢，全村老人都能讲出这样一个美

丽的传说：以前，该村村民办红白事的前一

天，只要到坟冢焚香烧纸祭拜一番，第二天

坟冢里就会出来待客用的碗、碟等餐具，但

是用完后，须完整地返还回去。一次有户

人家贪心，用完餐具后，将一只玉碗给藏了

起来，坟冢的主人很生气，不仅没收了玉

碗，从此再也不给全村人提供餐具了。该

村也因这一坟冢而得名冢张村。

近年来，村民的房屋新居多规划在距路

较近的地方，冢子渐渐远离村中心。再后

来，一些村民图方便，就将垃圾、秸秆等堆在

了冢子周围，汉冢真正成了一座荒冢。

“由于垃圾多，气味难闻，大家从前都

是躲着冢子走。”该村党支部书记王见峰回

忆道。

自去年开始，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力度的不断加大，该村新一届村“三委”班

子在上级部门及驻村第一书记的支持下，

在修道路刷墙体美化村庄的同时，决定对

这里的环境进行治理。

王见峰介绍，他们花 1 万多元钱雇来

钩机和三轮车，对汉冢周围的垃圾进行了

清理和清运。一个多月后，枯草丛中的冢

子露出了真容。他们在冢子上方堆出了层

层平台，种上了松树、红叶石楠等绿化树，

还在冢子周围挖出了壕沟，铺上步桥，建起

亭子，并在周围栽上了果树。

最后，他们还在冢子前立了牌坊。记

者注意到，牌坊墙用的是古砖，还建了别致

的花瓦墙，牌坊前面用旧瓦铺出了一块小

广场，当中镶嵌上了一个个的石碾子。据

介绍，该村为修牌坊专门拆了一座旧房子，

用瓦铺地，用墙上的古砖垒墙，再在墙上配

以汉代马车……

“这也多亏了‘红马甲’（志愿服务队），

他们把拆下来的砖一块块小心地清掉旧

灰，再小心地垒成墙，足足用了一星期多，

没人要一分钱的报酬。”王见峰回忆道。

“荒冢子一下子成了全乡的亮点，让全

村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气息，不少村都来观

摩。”陪同记者采访的该乡一位干部感慨地

说道。

冢子周围几十亩的田地里，已经挖出

了数百个树坑。王见峰说，他们将这几十

亩地流转给集体，发展林果业，并将在距冢

子不足 500 米的地方挖一个坑塘，建一座

农家院。目前，已和一位企业家签约，正在

开挖坑塘。下一步，他们打算精心打造汉

冢，将坑塘的水连成一体形成水系，将林

果、农家乐及汉冢连为一体，打造成全村人

最美的去处，吸引外面的人来观光，从而带

动村子里的观光农业。

（本报记者 杨沛洁）

荒冢子成了村里“新的一景”
——龙泉乡冢张村新貌见闻

3 月 9 日上午，叶县龙泉乡郭吕庄村外

道路两侧，两台吊车将树苗一捆捆地从车

上吊下来，上百名人员或植树或挖坑，干得

热火朝天。道路两侧各 30 米的大叶女贞

已经立成了行，显得格外壮观。

“这只是我们植树造林绿化国土的一

个缩影。为植树造绿，叶县县、乡、村三级

可谓‘八仙过海’，依托各自优势，克服资金

和土地瓶颈，多措并举，建生态廊道、生态

林带、村内游园和公益林……正努力让叶

县大地披上绿装。”正在此巡视的叶县林业

局副局长郭中贤说。

县级：战略合作加快国、省
干道等两侧廊道绿化

当天，在郭吕庄村外为植绿忙活的，还

有市春鸟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的齐梦

玉、金叶公司工作人员刘宸源。这一四好

公路廊道绿化项目是两家公司合作的，涉

及 龙 泉 、廉 村 、田 庄 、仙 台 和 马 庄 5 个 乡

（镇），长 27 公里，面积近 3000 亩，总投资近

亿元。

郭中贤介绍，今年，市定叶县植绿指标

1.15 万亩，叶县自我加压，仅县财政就投入

两亿元（不含乡村投入的近亿元）植树近 8

万亩。如此大的植绿任务，一需要资金，二

需要土地。叶县又是省级贫困县，基础十

分薄弱，为此，该县在县级层面采取公司化

运作模式破解钱、地困局。

该县通过国有的金叶公司，向国内专

业绿化公司招标植绿，在四好公路廊道，高

速公路廊道，国、省干道廊道植绿。市春鸟

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碧水原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公司中标。金叶公司负责

流转土地和事后运行维护，中标公司提供

树苗、种植及管理技术，双方可以间伐树木

获利，利润分成。若干年后，政府还可以照

市场价收购。

市春鸟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位于任

店镇，是一家从事生态养殖种植的公司。“以

前为扩大产业规模，我们往往要流转农户土

地植绿销售，战线长也加大了投资。此次合

作方提供了土地，将来政府托底可以回购，

彻底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齐梦玉说，为

加快植绿步伐，他们每天组织 200 多人施

工，施工机车近 10 台。目前已经干了 10

天。当天下午，龙泉乡境内的廊道绿化任务

就会完成，到本月底，全段会如期完成。

“我们政府获取了生态指标，缓解了

投资压力，还让合作公司从中获得利益，

这是一个多赢的举措。”郭中贤说。

乡级：引导种植大户与村集
体合作建设村边廊道

当天上午，仙台镇耙张村村民许现根、许

荣岗在该村村外的廊道林内为春节前栽植的

大叶女贞浇水。两人承包的廊道近300亩。

“再有几天，就能把责任廊道的树浇完

了。”许现根说，他们会好好管护，因为这是

村里的巾帼志愿服务队义务种上的。这是

他们为大叶女贞浇的第二遍水。

“ 这 是 我 们 镇 摸 索 出 的 一 种 植 绿 模

式。”该镇林管站站长吴明召说，按照县里

的规定，各乡（镇、街道）承担绿化廊道任

务，廊道宽度各 30 米。种绿同时还要管护

好，见到效益。围绕这一目标，该县指导各

乡（镇、街道）引导种植大户与村集体合作，

实现共赢。

仙台镇在耙张、布杨、柳树王等公路廊

道沿线村，借助村集体力量绿化国土。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叶县为实现稳定

脱贫和可持续发展，强力助推村集体经济

发展，各村均成立了村集体经济公司。于

是，在此次绿化国土热潮中，各村流转廊道

内农户的土地，镇政府付土地流转费（暂以

3年为期），将土地交由合作的绿化公司，或

植果树，或植绿化树。绿化公司提供管理

技术，村集体经济公司负责后期的运营维

护，3 年后间伐树木获利，绿化公司在收回

投资成本后，利润分享。“既能为村里提供

就业岗位，又能增加一部分集体收入。”吴

明召说。

在廊道 4 公里沿线内，仙台镇还种了

三四百亩的黄桃。此处所占土地没有流转

仍归农户所有，镇里负责提供桃树苗和种

植管理技术，合作方可以负责收购，桃子销

售收入全归农户，此举大大激发了农户的

积极性。

吴明召介绍，如果合作方式效果好的

话，他们就会在今后扩大种植规模，以此助

推农家乐的开展。在此基础上，申请建设

冷库，以进一步延长销售期，助力当地种植

结构的调整。

两天前，洪庄杨镇洛北村的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账户里，转来了 20.1万元。“这是我

们扶持该村集体植绿的款项，全部用于土地

流转及青苗补偿。”该镇镇长董晓峰说。

郭中贤介绍，为高标准完成生态廊道

指标，该镇采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与种植

大户合作的方式，仍由镇里交土地流转费

（暂以 3 年为期），由种植大户提供树苗及

管 理 技 术 ，村 集 体 经 济 合 作 社 以 土 地 入

股并负责运营维护，双方将来利润分成。

出售时，当地政府优先使用苗木绿化。

洪庄杨镇今年绿化廊道长度为 5.2 公

里，涉及洛北、裴昌等多个村庄。目前已经

种 植 完 成 1300 多 亩 的 绿 化 任 务 ，其 中 樱

花、海棠、红叶石楠、大叶女贞等树种面积

500多亩。

位于洛北村的融汇源绿化有限公司是

合作大户之一。该公司由返乡创业者张标

投建，目前种有香樟、海棠、樱花等树种。

张标感慨地表示，他十分珍惜此次合作，要

将廊道建设好，在乡亲们面前打出自己的

品牌，在公司取得效益的同时，也为村集体

经济发展助力。

村级：流转土地规模植绿壮
大集体经济

当天上午，龙泉乡大河庄村村委会主

任彭宝旗来到村外的廊道一侧，察看枣树

的生长情况。“这是我们春节前种上的，是

村里的集体经济。”他说。

去年，为助力脱贫攻坚，该县强力推进

乡村林果化，由派驻第一书记的单位为帮

扶村村民每家提供两到三棵果树苗。该村

驻村第一书记是市工业学校派驻的，该校

为全村 257户农户送来了 800多棵冬枣树。

一家一户种植是不现实的，也达不到

规模效应。于是，该村结国土合绿化工作，

村里流转 16 亩地，集中种植。彭宝旗介

绍，这是他们村“三委”干部到外地考察后

上的项目，枣树到明年就能大量挂果，每亩

地收益有数千元，利润相当可观。他们以

此作为示范，采用滚雪球的方式扩大村集

体经济。

据悉，按照送果树下乡的扶贫举措，扶

贫 单 位 为 叶 县 123 个 贫 困 村 全 部 送 了 果

树，像大河庄这样规模种植的处处皆是，为

全县的国土绿化贡献出了力量。

郭中贤介绍，为完成植绿目标，今年他

们 实 施 了“ 五 个 一 ”工 作 标 准 ：要 求 各 乡

（镇、街道）在村里建一条不低于 1500 米的

生态廊道、一条有防护作用的生态林带、一

个 不 少 于 3 亩 的 公 益 林 区 、一 个 不 少 于

2500 平方米的街头游园、一个不少于 20 亩

的村集体经济果园。

目前，借助于空心村治理，各乡（镇、街

道）的公益林工作正在推进，耙张、文集等

村公益林已经挂牌……

“多措并举，政府完成了生态指标，集

体经济增收，村民享受到了美的环境，还能

发展休闲观光等产业……我们就是要通过

多年的不懈努力，最终打造出一个开门见

绿、出门进园、四季有花、三季有果的新叶

县，为乡村振兴助力。”展望未来，叶县林业

局局长贾晋明这么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打造一个四季有花、三季有果的新叶县
——叶县掀起植树造林绿化国土高潮综述

3月 18日，叶邑镇段庄村村民许凤云在喂养兔子。

许凤云夫妇因病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小额贷款及贫困资金互助社的支持下，她搞起了长毛兔养殖，存栏最多时达

到七八百只，光荣脱贫。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市安华混凝土搅拌站

帮 扶 10 户 贫 困 户

喂养兔子奔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