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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4 日早上 6 点多，不少邓李乡孙

寨村村民就来到村部附近的游园里，或散

步，或慢跑。游园占地十余亩，里面既有

被花草簇拥的仄仄甬道，又有水面清澈的

池塘；既有月季、桂花等绿化树的装点，又

有红薯、花生等农作物的点缀……

“这里成了村里最美的地方，谁能想

到，几年前这里还是最荒凉破败的地方。”

该村党支部书记丁跃进说。

把村部建到最荒凉的地方

当天，在有着空调和会议室的村部，

村干部和部分村民向记者介绍起了孙寨

村人居环境整治带来的变化。

村上几位耄耋老人回忆，在他们爷爷

那一代，村上还是个像样的寨子，一排排带

屋脊的瓦房和大院印证了村子的辉煌。经

过上百年的风雨剥蚀，古建遗迹消失殆尽。

邓李乡是农业大乡，孙寨村是个传统

农业村庄，全村 2100 多口人靠种植小麦和

玉米为生。因为没有工业和集体经济，改

革开放后，村民靠外出务工为生。由于交

通不便，近年来村民盖房屋时，都选择交

通相对便利的村外。“新房屋建起来了，老

房子没有扒，于是，村里越来越荒凉……”

丁跃进说。

古寨一般都有护寨河，孙寨村也不例

外。随着时代变迁和村庄发展，越来越多

的人搬到了寨外，护寨河日益沦为荒沟和

荒坑，荒宅多、坑多沟多成了孙寨村最大

的特征，荒坑最多时有 22处。

2012 年，丁跃进回村当党支部书记。

这 是 他 第 二 次 当 选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

今年 62 岁的丁跃进 1984 年就当上了孙寨

村党支部书记，考上公务员后离开了家

乡。“我想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他说。

丁跃进首先调整产业结构，带领村干

部种植胡萝卜、花生等作物，帮助农民增

收；又争取了自来水项目，让全村在 2012

年就用上了自来水。由此一来，党员干部

在群众中的威信渐渐树起，谋发展的理念

得到越来越多村民的认同。

一回来，丁跃进就发现，村部是村北

的 5 间房，年久失修，外面下雨，屋里就漏

雨。“把村部建到最荒凉的地方。”他逐渐

下定决心。

丁跃进说，他之所以要把村部建到全

村最荒凉的地方，是因为这里曾是村子的

中心，是最热闹、人员最集中的地方，如今

却荒地、荒宅聚集，还有多处沟坑。村部

建在这里，就能顺势把荒地收回，同时改

造荒沟、荒坑。这一思路很快得到了全村

50 多名党员的支持，他们大力向群众宣

传，得到了广泛响应。

“说实话，拆迁旧宅不好推进。”丁跃

进回忆道，万事开头难，尽管群众支持建

新的村部，但拆到了自家旧宅，就不乐意

了。于是，丁跃进带领村干部一户一户做

工作，说破了嘴、用尽了办法，最终拆除了

30多户荒宅。

2018 年，两层小楼的村部出现在了孙

寨村民面前，里面共有 7 间屋子，设施齐

全，干净整洁。

抓住机遇精心规划建游园

村部门前有条七八米宽的公路，两旁

栽植有绿化树，附近还有门面房经营日用

品等。“其实，这些地方也是我们借力建成

的。”丁跃进说。

村部建起来后，有人想围绕着村部建

房，还有人依着村部建门面房。“这正是我

们想要的结果。”丁跃进说。

正如前文所说，该村坑多沟多，由于

缺乏管理，荒坑荒沟成了垃圾场，污水雨

水存得久了臭气熏天。要整治这些沟和

坑，需要一大笔资金，这对于没有集体收

入的孙寨村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既然村民争着在村部周围建房，村干

部及时作出规划并出台举措。建房可以，

建门面房也没问题，但有前提条件：房屋

前后退路三四米，退让出来的部分要填平

好，并将路基拓宽，还要填平路边及房屋

周围的坑。“这样一来，道路变宽了，村里

发展也加快了。”丁跃进说。

两年前，该县组织人居环境整治集中

观摩，记者曾随观摩团到该村观摩。当

年，村部前面的游园正在施工。“那是我们

借县里出台的政策建的。”丁跃进介绍道。

原 来 ，当 时 该 县 强 力 推 进 空 心 村 整

治，按照国家政策，每整治出一亩地并成

功验收后，可以网上销售用地指标，村里

可以得到一两万元。整治荒宅还有钱挣，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孙寨村加快步

伐，当年拆除荒宅 89 处 36 亩，整治荒沟荒

坡 92 亩，居邓李乡第一，获得了 100 多万

元奖励。依靠这笔钱，村里开始大手笔整

治：填平沟坑，挖出池塘，建起游园，栽植

树木……

看着村庄一天天变美，村民们也投入

美化家园的热潮中。如今，丑小鸭变成了

白天鹅。孙寨村村容成功“逆袭”，外村人

向他们投来羡慕的眼光。“每天到游园里

走一走，觉得格外自豪。”村民孙留奇说。

他因生病不能外出打工，村里为他办了低

保等补助，还让他成为游园里的花工，一

年有 3000 元的收入。

村庄新貌也赢得了在外创业孙寨人

的赞许。多年来，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支

持家乡人居环境整治，为乡亲们融来了一

笔笔建设资金。近期，丁跃进的弟弟答应

再为家乡建设捐款，金额 100万元。

村容村貌成为吸引项目的招牌

在村部附近，有一座新建的现代化幼

儿园，园内滑梯等设施一样不少。

这是该村 2017 年争取来的项目。原

来，乡里争取来幼儿园这一项目后，看到

孙寨村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班子凝聚

力增强，尤其通过空心村整治腾出了足够

的土地，就放心地将项目落户到这里。“孩

子们有福了。”村民刘金重说，政府还给幼

儿园派来了老师。

幼儿园附近还有一座冷库，也是整治

村容后争取来的项目，上级匹配有一定的

资金。“这为我们调整种植结构提供了有

力支撑。”丁跃进说。

为助农增收、发展村集体经济，该村

发展果树种植。目前，该村流转土地 800

亩，种过白术、白芍等药材，种过花生等作

物，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从无到有。

如今，他们又陆续建起大棚，计划种葡萄、

西瓜和蔬菜。获得上级资金支持后，这些

大棚明年就能大规模投用。“到明年底，村

集体收入将超过 100 万元。”丁跃进信心满

满地说，村集体收入日益壮大后，他们会

继续大力整治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

“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孙寨村变成花

园村。”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邓李乡孙寨村蝶变记

空心村迎来实心人 古寨子萌发新活力

8月 24日，施工人员在叶邑镇常庄村拆除违建。

为消除违规占地现象，叶邑镇组织全镇机关干部、巡防队队员共同上

阵，动用钩机、铲车集中拆除 6宗违规占地建筑，共 4000 余平方米。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合力拆违建

8月 24日，洪庄杨镇小庄村村民在游园里散步。

小庄村原来有个荒坑，坑内满是污水和垃圾，每到夏天臭气熏天。近两年来，该村筹资将荒坑填平后建起了游园，改善了人居

环境。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荒坑变游园

8 月 18 日上午，常村镇暖泉村村民

孟庆东在黑李果园干活儿，一位 30 岁左

右的青年到来后，他赶紧放下手里的活

儿迎了上去：“孩子，今年要不是你，我们

家这一园果子就又烂地里了，谢谢你。”

这个被孟庆东称作“孩子”的青年叫

顾梦柯，今年 33 岁，是常村镇纪委委员，

也是该村的党支部书记。

暖泉村位于镇政府西 2.5 公里，共有

287 户 1212 人。明末建村时，村前竹林内

有一水塘，因塘内清泉长年温度在 15℃

左右，该村故而被称为暖泉村。因荒山

承包等历史遗留问题，村里信访矛盾突

出，发展相对滞后。在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关键时期，常村镇党委决定选派顾

梦柯到暖泉村任村党支部书记。

4 月 27 日，顾梦柯第一天到暖泉村，

安顿好后，夜里就开始入户走访。“我忘

不了第一次走访的情形，20 多名村民围

着我说了近一个小时。”他回忆道。

“我们村没人管，历任村干部让我们

自生自灭”“村里连个路灯都没有，路口

的电线杆歪了两年多了，眼看就要倒了

也没人管”“谁来当都一样，没有啥好结

果 ”“ 这 么 年 轻 ，能 收 拾 咱 村 这 个 烂 摊

子？”……面对村民的质疑，顾梦柯没有

辩解，而是默默地在本子上认真记录群

众的诉求。等所有人说完后，他郑重地

向群众表态：“大家放心，我是镇里派来

的，到这儿就是来给你们服务的，请大家

看我的实际行动。”

不久，电线杆、饮水、路灯等问题一

个一个得到了解决，群众开始对这个年

轻的村党支部书记刮目相看。

“叔、伯、婶”是顾梦柯入户走访常用

的称呼，他把“办公桌”搬到了群众家中，

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他都仔细倾听、耐

心解答。

孟庆东是暖泉村“有名”的上访户，

他 反 映 的 都 是 些 小 事 情 ，但 因 久 拖 不

决，执拗的孟庆东走上了上访道路。顾

梦 柯 了 解 到 这 个 情 况 ，就 经 常 和 他 沟

通，生产生活里有什么小问题，就及时帮

他解决。

孟庆东的果园旁有一座桥，每年汛

期都会因桥下积於导致果园被淹。7 月

21 日晚，暴雨不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顾梦柯就带领村“两委”干部拿着耙子、

顶着暴雨到桥下河道里清理冲下来的堵

塞物，方便及时行洪。

雨 停 后 ，孟 庆 东 的 果 园 还 是 受 灾

了，种植的黑李也卖不出去。顾梦柯知

道后，利用微信群、朋友圈为他找销路，

晚上还开车给城区的客户送货，短短几

天，就卖出去 2000 多斤（1 斤＝500 克）。

当最后一筐黑李装车时，孟庆东夫妇感

动地说：“谢谢你，孩子！以后我们不上

访了，有你这么好的书记，啥事儿都会

解决。”

顾梦柯实实在在的付出，不仅让孟

庆东这个上访“钉子户”息访，更让全村

群众重拾对村干部的信任，看到了暖泉

村未来发展的希望。

暖泉村，那股清澈的泉水还在汩汩

流淌，荒山种上了果树，一条笔直的道路

即将连接上县里的旅游线路，投资 1000

余万元的乡村旅游项目和矿产设备生产

项目正在协商中……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张旭光）

——常村镇暖泉村党支部书记顾梦柯印象

暖 泉 汩 汩 润 民 心

村口的牌子是块大石头，花圃

边 由 石 头 砌 成 ，人 行 道 是 碎 石 铺

的，墙是片石垒的……8 月 24 日，

记者进入常村镇下马庄村，仿佛进

入石头的世界。“这也是前不久人

居环境观摩团的集体评价。”该村

党支部书记葛继廷自豪地说。

下马庄村外是马拉庵水库，水

库周围就是众多的山，山上石头奇

特 ，有 青 石 、红 石 等 ，著 名 的 岩 画

和“天书”就位于这些山坡上。

山区地薄，收成少，加之交通

不便，该村靠山吃山，从山上刨石

头垒墙，用青石垒门墩。葛继廷、

闫权等村“两委”干部今年 60 多岁

了 ，自 青 年 时 就 跟 着 父 辈 垒 墙 。

用 他 们 的 话 来 说 ，全 村 家 家 都 有

垒 墙 的 石 匠 。 山 里 人 民 风 淳 朴 ，

谁 家 盖 房 子 了 ，别 人 都 会 帮 忙 垒

墙 ，主 人 管 一 顿 饭 就 行 。 这 些 石

匠中有一批匠人靠石头营生，用青

石做门墩、做捣蒜臼、刻石碑、刻石

狮子。

在村里游园凉亭下休息的 78

岁村民闫岭，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小

时候卖捣蒜臼的经历。他挑着几

个捣蒜臼，走着羊肠小道，到十几

公里外的南阳市方城县拐河镇去

卖，早上四五点就出发，一个捣蒜

臼才卖两三毛钱。他说，父辈们一

天也只能做出来三四个，他刚学，

一天才做出一个。

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

交通日益发达，村里年轻人纷纷外

出，石匠们也一天天老去，在世的

日益减少。后来，村里有人盖房子

都用砖砌墙，石头房子逐渐减少，

到处都是拆房后留下的石头。

近年来，叶县人居环境整治不

断深入，从先前的扫干净、摆整齐

向一村一景悄然推进。“整治过程

中，我们盯上了石头。”葛继廷说，

把大块的石头砌到了村里迎宾路

两侧做花墙，村外的土地护坡用小

石头，更小的碎石铺在了游园甬道

上。他们特意用石头把村里的老

井围了起来，留住了乡愁，并从山

里挖回形状奇特的石头，让健在的

84 岁石匠郭长太刻上“下马庄村”

几个字立在村口。

沿着石头铺成的小路进入该

村，只见家家墙上爬满了藤蔓，门

口 花 圃 里 种 着 花 草 ，挂 满 果 实 的

核 桃 树 、柿 树 伸 出 石 墙 外 。“ 这 些

景 象 吸 引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城 里人，

我们正考虑建民宿，让他们看完岩

画和‘天书’后住进我们的石头民

宿……”葛继廷充满信心地描述未

来的发展景象。

（本报记者 杨沛洁）

石头扮靓下马庄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郑鹤凌）8 月 26 日，在常村镇政府

的“五小（小食堂、小澡堂、小卫生

间、小阅览室、小活动室）”周转房

建 设 工 地 上 ，机 械 忙 碌 ，人 员 穿

梭。该镇纪委书记崔俊铭在现场

监督检查时反复叮嘱施工人员，在

保进度、保质量的同时务必确保施

工安全。

为改善基层工作环境，叶县今

年强力推进“五小”周转房建设，常

村 等 多 个 乡 镇 成 为 首 批 建 设 对

象。“五小”周转房建设投资量大、

工期紧，为避免腐败现象发生，开

工伊始各乡镇纪委就及时跟进，坚

持同步监察。他们主动介入土地

流 转 、项 目 招 标 和 签 订 协 议 等 过

程，监督资金管理、核算、使用等情

况，对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进行预

测研究，提出规避风险意见，不断

提高纪检监察效能。施工过程中，

各乡镇纪委通过现场督查、催办督

查、暗访督查等方式，深入一线，问

进度、听意见、提要求，全面了解建

设进度，全程监管，切实把好质量

关和安全关。

加强“五小”周转房建设监督

检查，是叶县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

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

用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叶县纪

委监委把“六稳”“六保”落实情况

作为主要监督内容，贯通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严查快处在扶持

困难行业、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

落实全面复工复产达产、基本民生

资金保障政策落实工作中存在的

消极懈怠、推诿扯皮、徇私舞弊、优

亲厚友等突出问题，以有效监督推

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

时，充分发挥“委领导+纪检监察

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协作区

制度优势，强化监督实效，通过明

察暗访、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多

种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

题，推动立行立改，消除“六稳”“六

保”任务落实“中梗阻”。

叶县纪委监委严查“六稳”“六保”领域突出问题

全程跟进紧盯 提高监察效能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李国宾）

8 月 21 日上午，在昆阳街道圪垱店村农家

书屋，几名孩子和家长聚精会神地阅读。

昆阳街道共有 14 个村（社区），每个村

（社区）均配备有农家书屋，藏书数量均在

2500 册以上，涉及文学、科技、儿童读物、

医药卫生、种植养殖等多个领域。平日里，

不少种植养殖户来这里阅读。

该街道文化站站长张国琦说，今年暑

假以来，该街道为各村（社区）农家书屋增

添了适合孩子的书籍，还加装了空调、电

扇，有的还配备了桶装纯净水。凉爽舒适

的环境和迷人的知识海洋，使农家书屋成

为不少孩子最爱去的场所。“没事的时候我

就来看书，对写作文帮助很大。”学生华跃

蕾说。

此外，该街道还为农家书屋配备篮球、

羽毛球、跳绳等体育用品，让孩子们在读书

之余进行锻炼和放松。许多家长闲暇时也

来陪孩子一起读书，学习农业技术、医疗保

健等方面的知识。

针对留守儿童多的现状，个别村还在

农家书屋旁设置了活动室，供 6岁以下的留

守儿童玩耍。为避免孩子乱跑尤其是到河

边玩耍，有的村子安排文化专干或者志愿

者陪伴孩子一起做游戏等。“孩子进书屋

后，我就不用担心他乱跑了。”家长彭青说。

添书籍 加“装备”

昆阳街道农家书屋
成为“快乐驿站”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8 月 25

日，邓李乡丁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国

民来到村外的一大片花生地查看

花生长势。“你看，每棵秧都结了一

捧，今年雨水充足，晚花生不比春

花生产量低呀！”他欣慰地说。

两 天 前 ，该 村 30 亩 春 花 生 丰

收，目前已基本晾晒干，每亩地保

守收成 800 斤（1 斤＝500 克），每斤

市价 3.5 元，能收获 2800 元。“刨除

800 元地租、700 元种子成本以及人

工 费 用 ，每 亩 地 咋 说 也 能 落 800

元。”张国民扳着指头算道。

丁杨村是农业村，村民多靠外

出务工增加收入。近年来，该村流

转 土 地 种 植 高 效 高 质 农 作 物 ，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由于种花生

多年，前年该村首批流转土地 150

亩，打算继续种花生。没有启动资

金，村干部或筹借，或利用叶县发

展村集体经济政策贷款。为规避

风险，去年，麦收后该村开始种花

生、大豆等，结果大豆收益不佳，花

生取得了丰厚了回报。当年，刨除

一切成本后，村集体最终收入 3 万

多元。

稳妥的收益提高了该村发展

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去年秋收

后，该村又流转了土地 250 亩，全部

种上了春花生，空心村整治又复垦

出 50 亩，种上了小麦和晚花生。今

年，麦子平均亩产 800 多斤，每亩收

入 900 元左右够支付地租，晚花生

收入基本就是村集体收入。

“每亩地就按 700 斤干花生算，

也能卖个 2000 多元。”拿着拔出来

后结满花生的秧子，张国民脸上乐

开了花，“总共至少收入 20 多万元，

算是给村里有个交代。”

张国民还透露，他们会继续扩

大流转土地面积，再买台收花生的

机器，还要考察养殖项目。

丁杨村种植高效作物增加村集体收入

流转土地种花生 一年收入二十万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张茜茜）

8 月 19 日上午，“关爱困境儿童·助力脱贫

攻坚”扶贫助童公益行——叶县站启动仪

式在该县司法局会议室举行。

此次活动由叶县县委宣传部、团县委、

叶县司法局、叶县心天地社工中心联合河

南省福兴儿童基金会共同举办，通过爱心

人士和孩子一对一结对的形式，帮助孤儿、

贫困单亲等孤困儿童实现上学梦。

当天，29 名学生得到救助，领取助学

金 3.8万元。

29名困难学子圆梦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陈红丽）

8 月 26 上午，叶县司法局水寨司法所组织

全所干警在水寨村物资交流大会上开展法

治宣传活动。

水寨村物资交流大会人员相对集中、

流动性大，水寨司法所趁势开展法治宣传

活动，旨在增强群众法治意识，让大家知

法、懂法、用法、守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天，水寨司法所悬挂横幅、摆放展

板，发放法律读本、宣传资料 5500 余份。

水寨司法所
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采访札记
人居环境整治需要资金，对于收入几

乎为零的村子和收入微薄的村干部来说，

是很现实的难题。丁跃进带领的村班子做

到了，他说，当村干部就要有担当，要公平

公正，要真抓实干，这样才会赢得群众的认

可，才会获得上级部门的支持。他还说，干

事不能被逼着干，要主动干，主动干才会有

激情，才会做到办法总比困难多，才能抓住

政策机遇，争取更多的项目，从而顺利打开

工作局面。 （杨沛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