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寨乡位于叶县最东部，与舞阳县接

壤，位置偏僻，乡镇企业过去几乎是空白。

该 乡 有 33 个 建 制 村 ，3.6 万 人 ，耕 地

面 积 5.6 万 亩 ，村 民 多 靠 外 出 打 工 为 生 。

近 年 来 尤 其 是 今 年 以 来 ，该 乡 立 足 土 地

这 一 现 状 ，村 村 均 流 转 土 地 发 展 村 集 体

经 济 。

乡、村干部观念是如何更新的？村集体

经济的投入从哪里来？都种植了什么作物？

带着这一系列问号，12 月 3 日，记者深

入该乡田间地头走访调查。

“我就是要让每个村都先流转土地。”

当天上午，该乡党委书记殷高洁得知记者

的来意后说。

当天，恰巧叶县政协到该乡调研集体

经济发展情况，一同来的还有廉村镇党委

书记李记刚。廉村镇紧邻县城，发展集体

经济的劲头十足。“俺也是来学习水寨经验

的。”李记刚说。

“首先统一我们班子的思想意识，因为

当初我们的思想就不统一。”殷高洁直言不

讳。今年，他们通过调研后，决定在全乡强

力推行村集体流转土地搞集体经济发展的

做法。然而，班子内部有人疑虑，有人反

对：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在深入学习了有关文件精神并到外地

参观学习后，该乡班子成员最终统一了意

见，却有人提出：要不要先在 5 个管理区各

发展一块“试验田”？

“ 不 行 ，每 个 村 都 要 搞 ，都 必 须 搞 一

块，由村‘两委’带头搞。”殷高洁斩钉截铁

地说。

此后，该乡分头开管理区的会，专门到

村里开村班子的统一思想会，并走到田间

地头向农民宣传。村子里的大喇叭成了

宣传的重要阵地，每天都有播发发展村集

体经济的消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公布各

村流转土地的进度。

殷高洁对记者说：“对于村集体流转土

地搞发展，我是逢会必讲，态度上我是说一

不二的。我曾经出去学习半个月，怕走了

事凉了，又专门交代给孙明旭乡长，让他逢

会就讲，逢会就强调。”

终 于 ，通 过 多 种 形 式 的 宣 传 ，该 乡 流

转 土 地 发 展 村 集 体 经 济 的 热 情 被 炒 热

了。各村也依托各自的优势，八仙过海，

围绕土地书写出不同的发展答卷。

关庙沟：
盘活荒沟荒坡“捡”来20多亩土地

关庙沟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村前的关王

庙据说是明朝的建筑。这里也曾是交通要

道，许昌到南阳、洛阳到漯河的两条古道在

此交会。该村还是古河渡口所在地，被称作

九龙口。村里老人说，明朝以前，该村就形

成了车水马龙的古集，村上商铺林立，有人

在此购铺定居，村上的 386 口人多是当时商

贾的后裔。距离此村不远处，有一寺庙名字

叫法云寺。寺门口一块石碑记载，唐朝诗人

贾岛就是在该村附近的法云寺留下了“僧推

（敲）月下门”的美妙传说。

如今，该村已与其他村子一样普通，村

民靠外出打工谋生，村子里长年种植小麦、

玉米等传统作物。由于属非贫困村，今年前

不久，在县政府支持下，该村以村民共建的

形式，新修通了公路，硬化了排间道。

当天中午，关庙沟村党支部书记李二

军来到村口，察看村沟边刚刚平整出的 20

多亩土地。“明年春天你来的时候，这里就

会花香扑鼻了。”他笑着说。

这条沟叫石潭河，水流已经很小，一侧

形成了宽宽的河滩，被个别村民占去种些

树木、蔬菜等。由于疏于管理，河滩杂草丛

生，不少村民还将垃圾倒在了这里，几乎成

了臭水河、垃圾河。前不久村子修路的时

候，也将河上架上了桥，石潭河又一下子引

人注目起来。

“发展村集体经济需要土地，那为什么

不把废弃的河滩先利用起来？”李二军的提

议，让村“三委”干部眼前一亮。他们召开

群众代表大会，谈村子的发展谋划，动用村

民自治，通知占地的村民，将占去多年的河

滩地给腾出来。

“（占地村民中）有人不乐意甚至还发

了狠话。”李二军回忆道。他就与村“三委”

干部做工作，很快河滩上的杂树被伐了，荒

草被铲了。该村还花 4 万多元钱用车清理

了多年积存的垃圾，请来两台挖掘机干了

20 多天，填的填、挖的挖，整出了眼前的这

片河滩地。

李二军说，这些“捡”来的土地，加上流

转的 150 亩土地，将栽上新品种的果树，发

展农家乐。

余寨：
“逼”出来的50余亩红叶石楠

余寨村村外公路旁两侧几十米的田地

里，种着红叶石楠树苗。“这是我们村被‘逼’

着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有五十好几亩。”该

村党支部书记赵国申不好意思地说。

“说是被‘逼’出来的，一点也不夸张，

因 为 赵 国 申 是 让 殷 书 记 顶 着 头 干 起 来

的。”陪同记者采访的该乡工作人员王冰

说道。

今年 68 岁的赵国申在村里当了多年的

党支部书记，村里人居环境整治、秸秆禁烧

等工作，他领着干的都不落后。该县人居

环境及四好公路观摩的时候，余寨村还被

选为观摩点。然而，一提起发展村集体经

济，他的头就摇得像拨浪鼓。去年，该村公

路两旁绿化，乡里愿意拿流转的土地费用，

县里有关单位愿意无偿提供树苗，他还是

没有“动”。

今年，该乡发展村集体经济，赵国申还

是心里直打鼓：“要是赔了咋办，赔了还不

得让乡亲们戳脊梁骨！”当天，他还向记者

这么说，如果要稳当，可以种高油酸花生和

高强筋小麦，一亩地即使挣 200 元钱，100 亩

也能赚两万元钱。尽管乡干部轮番开导，

但他还是请求：“你让我干啥都中，就是别

提发展村集体经济！”

“不换思路就换人，就是要村党支部带

领着村民发展村集体经济。”乡里撂出狠话

后，该村不得不盘算自家的发展了。

就这样，上述提到的地方被该乡留侯

店村一村民流转，交由他们村上管理，实

施利润分成。在管理的过程中，该村摸清

了市场行情。“乖乖哩，一亩地弄好能净挣

1 万多元。”赵国申说，每亩红叶石楠投入

1.4 万元左右，第一年就能卖苗，现在市场

供不应求，一年下来就卖苗 3 万多元，纯利

润就超过 1 万元。如果再长一年，利润还会

再增加。

经过与对方协调，该村彻底接管了 50

多亩红叶石楠树苗。赵国申还告诉记者，

现在他们有信心了，下一步准备再流转些

土地，在扩大红叶石楠面积的同时，也可以

再种花生等高产作物。

桃奉：
“文化包装+群众入股”同发展

当天，桃奉村 34 岁的年轻党支部书记

董晓柯来到一座正在建设的肉兔养兔场察

看进度。该养兔场投资 40 多万元，年出栏

成兔 1.8万只。

董晓柯尽管年轻，头上却有着“河南省

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叶县优秀共产党

员”等多个头衔。他让桃奉村的人居环境

整治等工作步入先进行列，还带头发展村

集体经济。在相关部门及驻村第一书记的

支持下，该村率先争取到了省扶贫的集体

项目——村级光伏电站，加上建成的标准

化厂房收入，该村集体经济收入丰厚。但

董晓柯等人没有止步，他们积极谋划发展

村集体经济，今年春流转了 80 多亩土地，发

展大棚种植，种植了西瓜。尽管因天灾受

挫，但是他们总结经验后又种上了 20 多亩

草莓。

桃 奉 村 因 以 桃 奉 母 的 孝 道 故 事 而 取

名。近年来，该村在从娃娃抓起，宣传孝

道 文 化 的 同 时 ，种 植 了 60 多 亩 的 优 质 桃

树 ，发 展 乡 村 采 摘 游 。 他 们 还 用 桃 奉 孝

道 文 化 对 桃 子 进 行 包 装 ，通 过 网 店 等 形

式销售。

由于上述项目尤其养兔场项目资金利

用量大，董晓柯和其他村干部带头筹款十

几万元，目前正筹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

董晓柯介绍，一只出栏肉兔至少赚 10 元钱，

每年利润还是很可观的。为此，他们想通

过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宣传，动员村民入股,

与村集体经济共同发展。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八 仙 过 海 显 神 通
——水寨乡立足土地发展集体经济调查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张艳杰）“爷爷奶奶，我们来帮

你们打扫卫生。”12月 8日是星期

天，当天，水寨乡实验学校六（3）

班学生李志铭和父亲一起来到爷

爷奶奶家里，一进院便开始整理

菜园、扫地、擦桌子……老人看着

懂事的孩子，笑得合不拢嘴。

随着农村人居环 境 整 治 工

作 的 深 入 推 进 ，倡 导 文 明 新

风 、孝 老 助 老 等 活 动 也 在 叶 县

各 地 开 展 起 来。为助推全乡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弘扬敬老孝老

美德，在水寨乡党委、政府的支

持下，水寨乡中心校利用学校教

育的主阵地，以学生为纽带，从

今年 11 月份开始，在全乡 15 所

中小学 3000 多名学生中开展“小

手拉大手 尊老敬老孝老”主题

活动。

主题活动围绕“尊老敬老孝

老 ”主 题 ，通 过 横 幅 、微 信 、宣 传

栏 、黑 板 报 等 宣 传 弘 扬 传 统 美

德 、传 播 文 明 新 风 ；鼓 励 引 导 学

生 利 用 空 余 时 间 做 力 所 能 及 的

好 事 ，周 末 牵 手 父 母 为 爷 爷 奶

奶 、外 公 外 婆 做 日 常 家 务 ；开 展

经 典 诵 读 活 动 ，选 入“ 尊 老 敬 老

孝 老 ”的 文 章 ，在 孩 子 们 幼 小 的

心灵播下弘扬良好家风、促进社

会发展的种子。

为确保活动落到实处，该中

心校制定了主题活动实施方案，

组建了全乡教育系统“小手拉大

手 尊老敬老孝老”主题活动工

作微信群，各个学校每周择优报

送 10 幅活动图片或 5 段活动小

视频；中心校定期进行督查，实

行 每 周 一 小 结 、每 月 一 汇 总 制

度，评先评优，并将各学校活动

情况进行通报。

家住丁华村的杜博文是水

寨乡实验学校五（3）班学生，他

和父母平时除了帮助爷爷清理

户院外，还利用周末买些水果到

本村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

“随后，我们计划让全乡 10

所幼儿园也加入进来，加大活动

普及力度，逐步形成长效机制。”

该乡中心校校长张晓营说。

改善了环境 和睦了家庭
水寨乡开展“尊老敬老孝老”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我

是 西 城 区 居 民 ，这 里 居 民 众 多

但 休 闲 地 带 少 ，能 否 建 个 游

园……”“能否打通车站路……”12

月 5日一大早，“叶县今朝”微信公

众号上就收到多条留言。

自 12 月 1 日开始，叶县县政

府通过报纸、电视、“叶县今朝”

微信公众号、电子信箱、电话和

来 信 等 形 式 ，倾 听 群 众 建 议 和

呼 声 ，从 中 筛 选 出 来 年 的 民 生

实事。

近年来，叶县在助推脱贫攻

坚实施转型升级的同时，加大了

民生工程建设力度，打通了多条

“断头路”，实现了雨污分流，实

施了城乡一体化保洁，将八成以

上的财政支出用在民生工程上，

让群众享受发展成果。

该县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继续

强 力 实 施 民 生 工 程 ，采 取 面 向

社 会 公 开 征 集 的 方 式 ，以 丰 富

来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民生工

程 部 分 ，倾 力 把 民 生 工 程 做 实

做细，做到百姓心坎上。

征 集 活 动 将 持 续 至 本 月

26 日。

有什么建议尽管提

叶县公开征集来年民生实事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吴丁玲）近日，在位于叶县任

店镇月庄村的韭菜科技园里，绿

油油的韭菜连成片，一眼望去看

不到边……

日前，国家农业农村部发布

公告，认定全国 442 个村镇为第

九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河南

省共有 20 个村镇入选，其中，月

庄村（韭菜）榜上有名。

月 庄 村 共 有 286 户 1117 口

人 ，耕 地 面 积 1360 亩 。 人 多 地

少，多年来村民都是种植小麦、

玉米等传统农作物。

去年 6 月，河南久星生物科

技研究院拟在该村流转土地作为

韭菜育种基地，该村成立了叶县

金丰百合农业技术开发公司，流

转土地500亩，入股该研究院。

“入股后，村民既能得到流

转费用，村集体还会有分红。”该

村村委会主任郭国义介绍，为鼓

励村民继续种植，第一年的分红

5 万元全部分给村民，村集体一

分没留。

“我把家里的 7 亩半土地流

转给合作社，每年稳拿 7500 元的

流转钱，年底还能有分红。”月庄

村村民郭宗林说。

今年初，该村流转邻村 700

亩土地入股河南久星生物科技

研究院，壮大了村集体产业。

46 岁的村民温凤霞将自家

3 亩土地全部 流 转 了 出 去 。 从

去 年 种 上 韭 菜 开 始 ，她 就 在 村

里 打 工 ，每 天 能 挣 50 元 左 右 。

通 过 研 究 所 技 术 员 的 指 导 ，她

现 在 掌 握 了 选 种 、育 苗 、移 栽

以 及 田 间 管 理 等 多 个 环 节 的

技 术 ，成 为 村 里 韭 菜 种 植 的

“技术员”。

今年 6 月，叶县农业农村局

依托月庄村连片种植 1200 亩韭

菜的优势，申报了“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项目，并成功入选。

“获此殊荣后，濮阳市、郏县

等陆续前来学习。”郭国义自豪

地说。今年 6 月，该村又流转邻

村土地 200 亩种植韭菜，发展村

集体经济。郭国义给记者算了

一 笔 账 ：每 亩 地 两 茬 鲜 韭 菜 约

4000 公斤，差不多卖 8000 元；每

年每亩还能产 75 公斤 的 种 子 ，

河南久星生物科技研究院以每

公斤 60 元的价格收购，这又是

4500 元的收入。

“ 依 靠 久 星 科 技 的 技 术 优

势 ，我 们 村 才 能 发 展 得 这 么

快。我们打算逐步腾出土地全

部 种 植 韭 菜 ，发 展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带 领 村 民 共 同 致 富 。”郭

国义说。

据 悉 ，在 该 研 究 院 的 带 动

下 ，韭 菜 种 植 产 业 已 经 发 展 成

为任店镇主导产业之一。该镇

的 史 营 、中 旗 营 等 村 已 累 计 流

转 3000 余亩土地种植韭菜进行

种 子 繁 育 ；高 营 村 、新 营 村 等

十 几 个 村 庄 也 自 发 种 植 了 700

余 亩 韭 菜 ，目 前 仍 在 继续扩大

面积。

以韭菜产业种植为抓手发

展 村 集 体 经 济 ，目 前 已 是 任 店

镇的一项发展规划。

“ 小 ”韭 菜 成 就“ 大 ”产 业
月庄村获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从叶县县城沿许南公路驶过

南北水调大桥后，折入乡间公路

一公里多，就到了前古城村。

此前，记者因各种缘由曾来过

该村两三次，觉得此村与保安镇的

其他村庄一样普通。只是在最初

听到村名时，有个念头闪了一下：

前古城，莫不是一座古城吗？但由

于来去匆匆，来不及细细打量。

村口的文化广场旁，立着一

块黑色石碑：河南省文物保护单

位——古城遗址。石碑周围是广

阔的麦田。

在叶县文物局人员曹国朋的

指点下，记者顺石碑方向放眼望

去，发现前古城村地势与周围地

貌相比明显较高，是一个台地。

沿前古城村向北不远，一条数十

米宽的沟壑拦住了去路，沟壑底

部仍有溪水流淌着，当地人称作

翟河，是寨河的谐音。对岸就是

后古城村，每年雨季来临时，河水

暴涨，一河隔两村（城）。

在前古城村东侧的两块麦田

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狭窄地带，

据说这里就是古城的东城壕，南

北长 400 多米，原来宽 22 米至 34

米。因村民长期开垦，这块土地

形成了现在十几米宽的低洼地

带。在田地间，人们随便就能捡到

陶器碎片。在该村不少人家门口，

很容易就能发现残缺不全的陶

器。一户人家干土垛的墙犹在，不

少陶片被嵌在了墙土里。

关于这些古物的故事，走在

前古城村，随便哪个上年纪的人

都能说上一两个。75 岁的村民

关文艺说，他年轻时就在村北的

地里不经意间刨出一个盔甲上

的护心镜。上世纪 80年代，另一

村民在挖土烧砖时，意外挖出一把

完整的宝剑。前些年，该村村民还

挖出过一捆十几支的弓箭……

对 此 ，考 古 人 员 认 定 ，此 古

城就是春秋时期的卷城，其北临

翟河，东临甘江河，是春秋时期

军事重镇。南北朝时期，卷城仍

为军事重镇，也一度是南齐和北

魏、东魏以及西魏等国的地理分

界线，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东魏

时，卷城改为南安郡，管辖附近

的南安、南舞、南定和叶县四县，

有历史记载的在南安郡的主要

战役就有四五次之多。北周时

期，南安郡改为定南县。到了唐

朝 ，这 座 古 城 又 被 更 名 为 仙 凫

县。金、元以后，随着历史变迁，

繁荣千年的古城渐渐走向衰落。

在战略位置不断被弱化的

同 时 ，战 斗 的 破 坏 性 也 随 之 弱

化，代之而起的农耕文化逐渐走

强。春种秋收，周而复始，这座

古城渐渐湮灭在田间阡陌里。

古城，也蜕变成了一个村庄

的符号。

前不久，古城遗址荣晋国保

行列。如今，省考古人员已经入

驻该村开展保护性挖掘工作。相

信不久的将来，这座远去的古城

将会以新的形象进入人们的视野。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古城遗址：湮没在阡陌中的兵家必争地
文 保 风 采

前古城村外的翟河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2 月

5 日，叶邑镇组织机关干部和相

关村“两委”干 部 、党 群 服 务 队

队 员 300 余 人 次 ，出 动 大 型 机

械 8 台次，先后对沈全线、逍白

线境内段道路两侧违章建筑进

行全面清理。这是该镇本月采

取的第二次集中拆除行动。

据统计，两次行动共拆除彩

钢瓦棚 61 处、面积 3660 余平方

米，拆除围墙 26 处、1030 米，拆

除违建房屋 84 处、面积 2300 余

平方米。

今年夏季，该镇曾对境内的

叶龙线沿线的违章建筑进行了

集中拆除。

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村民在

公路红线内建房子拉院墙，既影

响了村容村貌，又带来了极大的

安全隐患，更影响了道路的升级

改造。今年，随着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的深入，该镇也响应广

大村民的呼声，对路域环境进行

大力整治。

全面清理沈全线、逍白线道路两侧违建

叶邑镇大力整治路域环境

12 月 8 日，叶县县委党校副校长张建民

在常村镇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当日，叶县县委组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宣讲团分 4 组赴全县各地宣讲，以提振基

层党员干部信心，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李凡 摄

下乡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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