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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9日，洪庄杨镇党委书记王小

红在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上强调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也强调到全镇全面

推动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她在台上

讲话信心满满，下面的村干部听得劲

头十足，整个会场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洪庄杨镇有 24个行政村 3.9万口

人，位于叶县东北部，与许昌和漯河

两市相邻，村民多外出务工。由于位

置偏僻，多数村庄基础设施差、底子

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困难重重。

去年下半年以来，新一轮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热潮在叶县各地掀起，此次一

改以前以点带面示范带动的方式，而是

全面开花全面启动。“没有退路，我们被

‘逼’到了墙角。”王小红坦言道。

于是，该镇机关党员干部带头，

“红马甲”参与，各村通过“邻里守望”

“重点突击”等方式，开展了一场场

“雷霆”整治行动……

“我现在觉得人居环境整治越干

越有劲儿了，因为近期的推动工作，

已经意外实现了一招多效的局面。”

王小红感慨道。

十几年的邻里疙瘩解开了

洪庄杨镇镇区分布在两个村，分

别是洪庄杨东村和洪庄杨西村。镇

区的集市生意兴隆，沿街的地方寸土

寸金，这也使一些人为一己之利，随

便占用公用地带，久而久之，当成了

自家的“私地”。

妨碍别人通行，自然引起路人不

满，尤其引起邻居的抱怨。你堵我也

堵，好好的一条路就变成了死胡同，两

家也成了“对头”。

在洪庄杨东村，就有这么一对邻

居，其中一方在排间道上种了一棵椿

树。“椿树的树干比罐口还粗。”该村党

支部书记杨文平回忆道。

杨文平介绍，加上杂物堆积，排间

道过个人都得侧身过，通行不易。

去年 12月，该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强力启动。该村先通过大喇叭一遍遍

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意义和重要性，形

成浓厚的舆论氛围，又在镇机关党员干

部的共同努力下，用铲车、货车清运了

一车车的陈年垃圾。

与此同时，该村在各处张贴了清除违

建消灭占道现象的公告。除村上的大喇

叭一遍遍广播公告内容外，他们还特意为

违建户上门送达公告，令其限期自行拆

除。就这样，沿街的违建被一间间拆除。

杨文平说，针对杨东村两家已达十

几年的积怨，他和另一名村干部分别上

门劝说。没想到，两家都表态愿意清

除。村上就分别帮助两家找地方清运，

并把在路上生长多年的椿树锯掉。随

着排间道的打通，两家人也没有了心

结，见面也互相打起了招呼。

伴随着违建的拆除，该镇多个村十

几年以上的断头路也打通了，仅洪庄杨

东村打通的断头路就达 4条。

群众满意度高了

洪庄杨镇董村紧临湛河，对岸就是

襄城县辖区。该村有许多大坑，道路不

平且有多条断头路。村子主干道还属

土路，由于车流量大，再加上雨水泡，路

基经常被轧坏。“至少已经垫过 3次了。”

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国红说。

王国红在镇区经营一家大型超市，

在最近一次村“两委”换届选举中，他当

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乘着人居整治的东风，王国红决定

让村庄旧貌换新颜。他带领村民清除

了村内排间道的垃圾杂物，填平了几个

荒坑，还将一个臭水坑进行了整治，挖

建下水道，修建沉淀池，并将村内的主

干道进行硬化，拆除违建，将南北两条

大街拓宽到 6米多……

董村的变化，令王小红非常欣慰。

为给该村鼓劲，上月 19 日，她带着机关

党员干部来参加该村的人居环境整治

集中行动。

当天，村里搭起了大锅台，蒸起了

大锅馍，烧起了大锅饭。王小红说自己

忘不掉那一幕：村民脸上笑得像朵花，

干起活儿来也特别带劲，不少人称赞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得好。

村民自治参与度高了

“随着人居环境整治的开展，群众

参与村务管理也积极起来。”1 月 19 日，

在王湾村村口的疫情防控服务点，该村

党支部书记王龙海感慨地说。

该村与襄城县相邻，外出务工人员

多，目前正是外出人员返乡的高峰。由

于该村出入的路口较多，疫情防控压力

大，村“两委”干部及公益岗人员少。为

此，该村村民主动参与，积极向村里报

到，要求参加疫情防控值班。那些家中

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也积极帮忙干些力

所能及的事儿。

王龙海告诉记者，针对近期疫情防

控压力变大的现实，该村村民积极与外

边的亲人联系，要求他们在外地过年，不

给村里的疫情防控工作增添负担。有村

民向村里建议，给外出人员建个微信群，

每天，将村里值班及巡查等疫情防控动

态告知。还有村民表示，愿意为需要提

供帮助的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尽点力，譬

如买春联帮购年货，让外出的人在外边

放心。65岁的王群柱已经两年多没有见

到儿子了，原定今年春节家人团聚。几

天前，他却打电话叮嘱儿子留在当地。

目前，该村 90%以上务工者表示不回家

过年。

该村为发展集体经济，建个养鸡场，

今年需要扩大规模，不少村民要求入股，

还建议将鸡粪用于有机肥，发展村集体

有机果树。“通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我们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带领群众谋发展、共

同奔致富路了。”王龙海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洪庄杨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印象

意外实现的一招多效

1 月 16 日，田庄乡柏树李小学的孩子们喜领新鞋。

当日,叶县妇联开展“把爱带回家‘鞋’手助童行”活动，通过平顶山市妇联协调中国儿童基金会，携手起步股份 ABCK-

IDS 品牌，为农村困难儿童捐赠 5000 余双童鞋。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喜领新鞋

1月 14日，天空飘起了雪花，位于

燕山水库畔的保安镇前古城村显得

格外冷。

当天上午，在该村所辖的张焕庄

自然村，村民们在用挖掘机挖路边沟

培路肩，路两侧是新栽不久的大叶女

贞。在该村疫情防控服务点值了半

天班的郝红亚来到劳动现场，拿起一

把锹就干了起来。

郝红亚是叶县人大常委会驻该

村第一书记，自 2020 年入村以来，为

村民所做的实事儿，村民一件件都记

在心上。

力争让村村有个游园

当天，尽管飘着雪花，60 多岁的

村民张存还是沿着村内的文化广场

走了一圈，并在亭子中欣赏周围美丽

的雪景。“这里变成了公园，是郝书记

给我们办的大好事儿呀。”她说。

前古城村辖 5 个自然村、7 个村

民组，总人口 1961 人。由于地处偏僻，

不少村民靠外出务工增收，村内基础设

施薄弱，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郝红亚

就任后走访了解到这一情况，决定从改

变村庄面貌入手。

前古城村建有一文化广场。然而，广

场周围荒草萋萋，陈年垃圾堆在四周。郝

红亚与村“两委”干部多次商议后，组织施

工机械清运了垃圾，又积极协调资金 30

万元，填平了荒坑，修建了广场附近的道

路，栽植了桂花等景观树，并将城区拆换

下来的路面砖拉回村铺路。他协调来文

化舞台背景墙项目资金 15万元，对文化

广场进行美化。“原来没人来的广场，变成

了村里人休闲娱乐的游园。”张存说。

近两年，郝红亚协调资金修通了多

个自然村的道路，并开挖路沟培育路

肩，进行绿化，使得村里的水系连为一

体。去年 9 月 24 日，叶县遭遇特大暴

雨，该村相对别的地方受灾面积小，村

民们说，这里面有郝书记的功劳。

如今，前古城村修建了 3 处游园广

场，最近，又有一处游园即将动工。“争

取让每个自然村都有游园。”郝红亚说。

做大做强集体经济

前古城村属于农业村，郝红亚刚来

时，该村集体流转土地不足百亩，种植了

高油酸花生。因种种原因导致当年亏

损，村里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不高。

郝红亚了解这一情况后，带动村干

部外出学习，结合自身现状，决定种植

花生和小麦。当年，小麦和花生均获得

了丰收，每亩地村集体纯利润达 500 元

以上。看到希望，该村加大了发展步

伐，流转土地面积 500亩。

当天，在该村村外的空地上，几台

挖掘机在工作着。原来，这是正在实施

的大坝除险项目，也是郝红亚为该村谋

划的产业项目。此处是一座水库，但因

水 库 长 年 失 修 而 没 有 得 到 很 好 的 利

用。郝红亚积极向自己所在的单位申

请，县人大常委会领导为该村筹措项目

资金 220万元，将大坝硬化，周边植绿，并

在水中种植芦苇等净化水质，使水库成

为村庄一景。据悉，该项目建成后，他们

将在水面上搞水产养殖。

借势发展特色产业

近段时间，平顶山鹰城银记餐饮有

限公司董事长银登府多次入村，来到大

坝除险加固项目现场，了解附近荒地的

规划进展情况。

银登府是郝红亚联系进村考察的。

去年 9 月通车的叶县富民旅游线路从该

村前穿过，这使得原本偏僻的村庄，区位

优势陡然体现。

该村距燕山水库不远，河汊多、荒沟

荒地多。郝红亚在实施大坝除险项目的

同时，又将水库周围的荒地进行整合，并

对外招商。

银登府是前古城村村民，在郑州、平

顶山等地开有多家饭店。他决定在家乡

依水库建民宿项目，投资 1 亿元，上马 4

条预包装速煮烩面生产线和 1 条中心厨

房生产线。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3亿

元，将带动当地相关产业链快速发展，增

加劳动力就业岗位 500多个。

“如果能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未来的前古城村将会大变样。”郝红亚

谈及未来充满信心。（本报记者 杨沛洁）

——记保安镇前古城村驻村第一书记郝红亚

立足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记 者 杨 沛 洁 通 讯 员

王岚莹）1 月 20 日上午，一辆装满防

疫物资的小货车来到叶县邓李乡人

民政府院内，这是该乡后炉村驻村第

一书记邱会杰出资为家乡筹备的物

资。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这是我的

责任，希望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战

胜疫情贡献一分力量。同时，作为一

名党员，我更应该以身作则、认真履

职、坚守岗位。”正在卸货的邱会杰说

道。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今年

33岁的邱会杰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

每天与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合力做好

卡口值守。面对村里防控物资匮乏

的情况，他自掏腰包 1.2 万余元，购买

3.2万个口罩、150余箱方便面，捐赠到

该乡政府，助力疫情防控。

去年 8 月，邱会杰被派驻到后炉

村任第一书记。平日里，邱会杰勤走

访、听呼声、知民意，兢兢业业、任劳

任怨，坚持“抓大不放小”，把老百姓

的揪心事、操心事当成“头等大事”，

设身处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当好群众

的贴心人。不论是工作能力还是敬

业精神，都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邱会杰自费
1.2万元助力抗疫

“冬季修剪非常重要，要去掉弱

枝和不规范的枝条，保留粗壮的枝

条。”1 月 19 日，在位于叶县叶邑镇兰

庄村的利群农场基地，基地负责人朱

培群在为村民讲解冬季阳光玫瑰的

修剪技巧。

“修剪完毕后，要及时进行冬季

清园工作并进行冬灌，防止葡萄根系

冻伤。”朱培群一边说一边示范。

朱培群今年 40 岁，高中毕业后

参 军 。 5 年 的 侦 察 兵 生 涯 ，将 他 打

磨成一个不怕吃苦、富有激情和拼

搏精神的年轻人。退伍后，他先后

在 浙 江 、上 海 等 地 工 作 。“ 当 过 保

镖、干过装修、开过大车、经营过饭

店，还是觉得回家好。”朱培群笑着

说。

决定回乡创业，朱培群考察了很

多项目，最终决定发展种植业。“只要

经营得好，不但能带来可观的收入，

还 能 带 动 家 乡 的 父 老 乡 亲 共 同 致

富。”带着这种朴素的想法，朱培群回

到家乡，流转土地，成立利群农场基

地。从种植苦瓜、丝瓜、水果玉米、大

豆等开始，不断摸索种植技术，积累

经验。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叶县水

寨乡等地有人种植阳光玫瑰葡萄取

得不错的收益后，朱培群有些心动。

经过市场调查，他发现阳光玫瑰售价

高、耐储藏、好运输，且本地土壤和气

候也适宜其生长。朱培群决定，将农

场的 10 亩地腾出来，专门种植阳光玫

瑰。“一亩地产量约 5000 斤（1 斤 =500

克），除去一些果形不够标准的，这 10

亩阳光玫瑰就能带来 60 余万元的收

入。”朱培群满脸自豪。

目前，该农场形成了“葡萄+蔬菜+

粮食作物”的种植模式，除了阳光玫瑰

外，还种有西兰花 20 余亩、粮食作物

200 余亩，产品销往浙江等地，实现年

经济效益 100余万元。

他乡不似故乡亲，吃水不忘挖井

人。自己发展种植的同时，朱培群不

忘带动家乡群众共同致富。为此，他

被省科技厅评为河南省优秀科技特派

员。

叶邑镇大桥村农户吴文生在朱培

群的指导下种植阳光玫瑰，去年吴文

生的葡萄开始挂果，虽然不多，但也获

益几万元，“跟着培群种葡萄以后，技

术、销售俺都不愁了，等到葡萄丰产

期，收入还得翻一番”。

“下一步，我将继续推广高品质阳

光玫瑰的种植，免费向周围乡亲们讲

解阳光玫瑰的种植技巧，争取带领更

多农户增产增收，为家乡振兴作出自

己的贡献。”朱培群说。

（本报记者 杨 沛 洁 通讯员 焦

萌 姬冠鹏）

“阳光玫瑰”串起致富链

1 月 19 日，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生杨硕在九龙街道北关居委会一家属

院疫情防控服务点为进出人员测量体温。目前，在共青团叶县县委的倡导下，

1800 多名大学生在全县各地参加疫情防控服务点志愿服务。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踊跃参加志愿服务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月 19日，

叶县洪庄杨镇小庄村的田地里，8 座

温室大棚并排建起。“每座大棚占地 3

亩，全部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该镇

村集体经济办公室主任朱培海说。

记者看到在这些温室大棚外，分

别竖着白庄、曹李、洛北和贾庄村集

体经济的牌子。再有几天，他们就要

在大棚里栽植羊角蜜苗了，羊角蜜是

一种市场上很俏销的甜瓜。

洪庄杨镇是典型的农业乡镇，有

种瓜和菜的传统，王庄村是远近闻名

的“西瓜村”。近年来，王庄等村建设

大棚种植西瓜和辣椒，唐马、裴昌庙

和麦刘等村则引进蜜瓜+蔬菜，该镇

曾 举 办 西 瓜 节 来 助 推 这 一 特 色 产

业。截至去年底，全镇瓜菜面积达

1200多亩。

“瓜菜产业已成为洪庄杨镇的特

色产业，我们必须依势将其持续做大

做强，进而实现群众富、集体富。”该

镇党委书记王小红说。

特色产业规模的日益扩大既是

优势也意味着经营风险的加大，为

此，该镇因势利导，顶层谋划如何做

大做强产业。

他们考察后认为，之所以瓜菜产

业收入不稳定，一是经营分散，不能

吸引外地客商规模收购；二是产品生

产链条粗放，导致成本高；三是现存

的低档次大棚导致瓜果销售不能错

峰，从而卖不出好价钱。2021 年下半

年，该镇从山东寿光请来师傅，建设国

内一流的温室大棚，每座大棚投资 50

万元，采用资金扶持一半、村里自筹一

半的办法，鼓励村集体投资建设。

当天，王景涛也走在建成的大棚

里观察温度。“再有 3 天就可以栽羊角

蜜苗了。”他说。他来自兰州成联新果

蔬公司，这是一家专业种植和销售果

蔬的公司，有丰富的种植和管理技术，

更有稳定的销售渠道。该公司与洪庄

杨村各投一半运营资金，公司负责栽

苗、管理和销售，种植羊角蜜和圣女果

等，实现风险共担。

引进龙头企业，不但能提升产量

和瓜果的品质，更能让好瓜卖出好价

钱，也就能给村集体经济发展吃下“定

心丸”、注入“强心针”。果然，龙头企

业进驻后，各村争着加入瓜菜产业行

列。目前，就在即将栽植羊角蜜苗的

温室大棚旁边，又有 9座同样规模的温

室大棚在加紧建设。今年，该镇又争

得一批上级扶持资金，继续在附近再

建 13 座温室大棚，就能实现全镇村村

有大棚、村村有瓜菜产业，而且正好与

唐马等 4个村子的瓜菜产业连成一体。

“随着龙头企业引领和村集体经

济的示范带动，必将会有更多的村民

加入到瓜菜产业中。”王小红说。

龙头企业引领 村集体示范带动

洪庄杨镇“瓜菜”产业发展势头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