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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5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清

明。

上午 9 点多，九龙街道孟奉店南

村党支部书记袁爱军在检查完疫情防

控工作后，又来到了村内的一处空闲

场地，这是他们招商引资建设的石磨

面粉项目工地，目前正在办理前期开

工手续。“这里原来是村里的荒坑废

地，垃圾遍地，村民经过时都绕着走，

现在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

50多万元的收益。”他感慨地说。

自 1998 年袁爱军任村党支部书

记以来，该村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动员

群众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治理荒

沟荒坑，改变村庄面貌。石磨粉项目

就是他们治理荒沟荒坑工作的缩影。

高出去的地基，自己扒
下来

当天上午，村民司爱国在拆除自

家的 4 间房。“三米七的门檐，俺自己

注意着呢。”看到村党支部副书记袁红

跃走了过来，他主动走上前说道。

村民盖房或重建房屋，是袁红跃

负责的一项工作。前一阵子，司爱国

建房前，来找他申请。申请的同时，司

爱国还找到了同排房屋的左邻右舍

“通气”。

“与左邻右舍‘通气’，是我们 20

多年来形成的规矩，就是保证地基的

台阶和门檐一样的高度。”袁爱军解释

道。

孟奉店南村是九龙街道的普通乡

村，有 2000多口人。修房盖屋是村民

一生中的大事儿。由于宅基地建设往

往会牵涉到左邻右舍，平时相处好的

邻居，相让几分也就相安无事了，平时

不和睦的邻居，建房则往往会花费大

的周折，甚至搁浅。

1998 年，村民尹怀亮就遇上了这

样的遭心事儿：儿子当时已经27岁了，

娶媳妇成了急事大事。然而，几年过

去了，宅基地却因与邻居的纠葛而搁

浅。

类似尹怀亮家的情况远不止一

例。再难的事儿也不能躲，那年，袁爱

军当选村内“掌门人”后，就决定直面

宅基地的难题。“当年，那一批解决了

近 30户，尹怀亮家就在其中。”他回忆

道。

袁爱军解释道，宅基地规划难，缺

少的是公平和公正，一把尺子拉到底，

不向群众索拿卡要，事儿就好办！

村民盖屋，最在意的还有地基的

高度和房檐的高度，往往因为后盖者

高出前盖者，引起邻居的纠纷甚至肢

体冲突。

为此，袁爱军在规划宅基地之初，

通过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制

定出了“村规”：每排地基高度统一，屋

檐高度也统一。为确保执行到位，村民

申请盖房屋时，要附上同排邻居同意的

证明。哪家违规，必须自觉改正。

尹怀亮新宅门前的道路狭窄，建

房前，袁爱军通知他注意地基别高出

地面。然而，他还是被举报地基高出

地面了。村里立即作出让他纠正的决

定。尹怀亮连连认错，并自觉将高出

的地基扒了。“俺服气，俺口服心服！”

他说道。

袁爱军也坦言，起初也有少数村

民拒不纠正的，村里就先礼后兵，强行

拆除纠正。邪不压正，慢慢地，大家自

觉达成了共识，多年来再没有违规建

房的。

树如果再不活，俺自个
儿来栽

当天，袁爱军又领着记者沿村外

的一条水泥公路看村集体种植的高效

作物。公路两侧栽植的是 3年前种植

的红叶榆和紫薇，依稀还能见到先前

伐树的树坑。“此前种植的是杨树，个

个都一搂多粗。”他感慨道。

原来，这些杨树已经长了 20 多

年，因为这条公路是村里修建的第一

条公路，当时栽上了杨树。

1999 年，村宅基地最难啃的“骨

头”拿下后，袁爱军就将注意力放到了

村内的道路上来。

原来，1999 年前的该村，尽管紧

临叶县城区，却因距离公路远而成为

“灯下黑”的偏僻村，村内荒坑荒沟多不

说，也没有一条硬化的道路。由于距城

区近，当年的村民为增加收入种植了蔬

菜。夏天气温高是出菜的黄金季节，却

也是多雨的季节。一到雨天，土路变成

了泥路，一年年往返，路上的沟越来越

深，菜贩们不愿意来，村民只能挑着菜到

城里去卖。

听取群众的建议后，村里开始修建道

路。没有灰沙石子，该村按人头分，每人

到外边捡砖头1.5立方米。一时间，叶县许

多地方都有该村村民捡砖头的身影。

靠着 2000多名村民运来的砖块，该

村将道路历史性地进行了硬化，结束了

挑着担子出村卖菜的历史。“一时间，我

们村也成为雨天不踏泥的明星村。”袁爱

军自豪地说。

道路硬化后，袁爱军又协调来杨树

苗，同样组织家家户户挖树坑的同时，又

组织村里的学生栽下一棵棵树苗。“人人

参与劳动，大人和小孩儿就都会珍惜劳

动成果。”他解释道。

为照顾好树苗，该村还组织了护

林员，每人每年发放 700 元钱，让他们

护树浇树。

树苗的成长与村庄治理一样，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树苗栽植在责任田

旁，个别村民出于方便耕种等原因，毁苗

的事儿时有发生。其中一户村民田地旁

十几棵树苗全部被拦腰折断。

村里找该户村民的时候，对方辩称

是不懂事儿的小孩儿弄的。

“那为什么专门破坏你家的，谁家的

小孩儿这么不懂事？”

在事实面前，对方哑了口。

于是，袁爱军又协调来树苗补种。

此举也感动了该户村民，他连连保证：

“树苗再长不活，俺自个儿来栽！”

自此，一棵棵杨树苗茁壮成长。3

年前，村上建村室，成材的杨树全被砍

伐，卖了 11.5 万元，用作了村室的建筑

款。

道路美化靓化后，该村又借助人居

环境整治的东风，率先挖建了下水道

等，使得村庄的美由村外不断向村内延

伸。

美化家园，各自清扫“门前
雪”

前不久，叶县开展人居环境观摩，该

村就是一个观摩点。统一照白的墙体、春

耕图的墙画、干净且硬化的背街小巷，给

观摩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 肯 定 花 了 不 少 钱 ，村 民 捐 款 了

吧？”有人忍不住问道。

“我们没有让群众捐一分钱。”袁爱军

的回答令人意外。

原来，同样本着让人人参与的原则，

该村给村民备灰砂等材料，要求村民按照

要求“自扫门前雪”，或墙体照白，或硬化

排间道，或硬化门前场地……

“村上给料，自己美化自家，没有谁有

理由拒绝。”袁爱军说。为此，家家户户掀

起了门前的美化运动。

当天，60多岁的村民袁红坡坐在门前

晒太阳，他家门前也硬化了，与村上道路

连成一体，形成了小广场。“晒麦子玉米也

很方便。”他说。当初，他雇人干了好几

天，花了三四千元的工钱。

“其实，按照家家户户投出的工钱，算

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袁爱军精明

地说。让自扫“门前雪”，自己的劳动成果

自己会更珍惜。

自己家门前美了，村民也就希望村里

变得更美。于是，村内道路美化，村庄靓

化便水到渠成。目前，亮起了路灯，建起

了广场，还协调建起了灯光球场，还请来

了墙画师美化墙体……

如今，只要走街串巷的保洁车上的音乐

一响，村民就自觉将垃圾掂出来放到车上。

村内争文明户的多了，创文明之星家

庭的多了，村民争着做“好儿媳”“好公婆”

“好邻居”……

孟奉店南村党支部成为叶县六好党

支部，该村也被评为市级文明村，目前正

在争创省级文明村……

（本报记者 杨沛洁）

——九龙街道孟奉店南村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掠影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吴冰洋）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

形 势 ，叶 县 纪 委 监 委 在 清 明 假

期，坚守监督岗位，明确责任分

工 ，严 格 抓 好 疫 情 防 控 措 施落

实。

为强化监督，助力疫情防控

“两个责任”落实落细，4 月 3 日，

假期第一天，县纪委监委采取“不

打招呼、直奔地点”的暗访方式，

坚守疫情防控前沿，织密筑牢疫

情防控安全网。对疫情防控工作

中发现的问题，发现一起、通报一

起、整改一起，持续为疫情防控提

供坚强的纪律保障。同时，为补

齐疫情防控短板，县纪委监委在

“三无小区”疫情防控前线，每名接

到任务的纪检监察干部都化身“志

愿红”，坚守在一线卡点。志愿者的

值守工作主要是守好“三无小区”大

门，对来访人员做好登记，督促进出

居民扫描场所码，在监测体温的同

时督促居民做好个人防护，同时向

居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4 月 5 日，假期最后一天，叶县

纪委监委召开疫情防控集体约谈会

议，对疫情防控工作任务推进落实

不力的 5个单位进行教育提醒，对 6

名负有责任的科级干部进行约谈。

“面对面”地约谈，督促各乡镇和相

关部门扛牢抓实工作责任，确保全

县疫情防控万无一失。

暗访查找问题 约谈解决问题

县纪委监委强化疫情防控监督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4月 6

日，从叶县农业农村局传来喜讯：

在农业农村部 4 月 2 日公布的

《2022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创建名单公示公告》中，叶县常村

镇榜上有名，是我市唯一获此殊

荣的乡镇。

常村镇属叶县南部山区乡

镇，风景优美，曾属省重点扶贫开

发乡镇。该镇在经过调研的基础

上，在确保粮食面积的同时，以发

展村集体经济为抓手，大力发展

艾草等中草药产业，吸引艾草加

工等下游产业入驻，并带动了电

商等产业快速发展。

截至去年年底，该镇艾草种

植面积 2.5 万亩、产量 5 万吨、产值

2.5亿元，成为叶县中草药（艾草）种

植基地、叶县产业扶贫及乡村振兴

示范基地，其中 2021年 12 月栗林店

村被认定为省级首批“一村一品”示

范村。

全镇现有涉农企业 16 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 35 家、家庭农场 15 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发展走在全

县前列，辐射带动周边农户近 5000

户，直接带动贫困人口就业约 2000

人，已初步形成以中草药（艾草）为

主的农业产业，以康养、田园山居

旅游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社会经

济发展稳步推进。全镇 2021年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452元。

我市唯一一家

常村镇入选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4 月 8 日，叶县乡村振兴局工

作人员到盐都街道草厂庾村马团

成家入户调查。连日来，该局班

子成员带队分 3 个调研组入户，

实地查看大排查大起底行动、防

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帮扶“春季提升

行动”、涉贫信访防范化解、扶贫项

目实施、资产管理、小额信贷等工作

落实情况。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动态监测

4 月 7 日 ，在 邓 李 乡 后 炉 村 村 集

体经济标准化厂房，脱贫户高丽丽坐

在轮椅上穿鞋带。

叶县在全县建起近百座村集体

经济标准化厂房后，乡村振兴局等部

门招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吸引众

多村民尤其是低收入的村民就业，有

力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巩固脱贫成果

田庄乡有个尤潦村，传说是由当

年留宿孔子的学生子路（字由）而得

名，更是留下了荷蓧丈人的传说。

孔子与叶公问政后不遇，自叶邑

（今叶县叶邑镇）北上，学生子路掉了

队。

人少路荒村镇稀，子路看到一位

老人用手杖挑着装满青草的竹篓走过

来（荷蓧丈人），便很有礼貌地问：“老

先生，看到我的老师孔子没有？”

老者流露出很看不起的表情说：

“这人平时不参加劳动，五谷粮食都分

不清，还算什么老师？”说完，老人把手

杖插在地上，开始锄草。

子路感到他见识不一般，很恭敬

地听着，并未动身。老者见子路很有

礼貌，就笑着说：“天已经很晚了，你先

住下来，等明天再找吧！”

晚上，老人为他杀了一只鸡，做了

小米饭。次日，子路赶上孔子，向老师

说明情况。孔子说：“这是隐居在乡村

不愿做官而很有学问的人啊！”让子路

带些礼物再去拜访。可是子路到门前

一看，已人去屋空无处寻。

荷蓧丈人虽然对孔子不满，但对

孔子的弟子仍热情相待，足见叶地的

淳厚之风由来已久。对于这位荷蓧丈

人，史籍并无更多的记载。

后来，子路留宿的村子就叫“留由

处”。时间长了，人们讹传为“牛落铺”

“尤潦铺”，就是现在的田庄乡尤潦

村。现“荷蓧丈人墓”仅存遗址；“止子

路宿处”碑刻尚存。

《论语》原文为：子路从而后，遇丈

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

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

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

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

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

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

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

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

（杨沛洁 孙晓光 整理）

尤潦村与荷蓧蓧丈人

本 报 讯（记 者 杨 沛

洁 通讯员胡留卿） 4月 3

日，在龙泉乡草厂街村的

一块钙果田地里，种植专

业户王长海正在果园里

教妻子修剪钙果枝。“剪

中枝，留边枝，挂蕾密，产

量高……”他对妻子耐心

地说道。

王长海今年 68岁，一

直 在 龙 泉 乡 小 学 任 教 ，

2015 年退休后，不甘清闲

的他看到农业发展前景

广阔，便想在土地上干一

番事业。

当年 11 月，经过调研

后，王长海便决心种植钙

果树。当年冬季，他从银

行贷款 50万元，流转土地

530 亩，从山东引进 10 万

元的钙果树苗，先种植了

50亩。

万 事 开 头 难 。 第 一

年，因果树不适应气候，

加之缺乏管理技术，部分

树苗发黄，甚至枯死。为

此他受了妻子多次抱怨。

次年冬季，他在果园

里重新补种钙果树，科学

使用了农家肥，对土地进

行了深翻。夏季，钙果干

旱时，他及时浇灌，促使

果树发育。他又到山东钙果基地聘请了

专家，到果园言传身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秋季，硕果累

累，长势喜人，结的果子有红色的，有黄色

的，灿烂夺目，吸引了村上男女老少都来

果园观赏。果子采摘后，亩产1500公斤以

上，除去两年的成本，亩收入超过万元。

2021 年，尽管遭遇疫情，然而在他

的精心管理下，产量同比增长 8%。

王长海致富不忘乡邻，他带动了周边

16户村民种植钙果。他还与人合伙将钙

果深加工成红酒、白酒和罐头。由于产品

质量好，口感好，深受消费者欢迎，远销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效益倍增。

王长海透露，明年再扩大 50亩种植

面积，带动更多的农户种植钙果致富。

他还打算成立专业种植钙果合作社，实

行四个统一：统一供苗，统一管理，统一

培训技术，统一销售。

王
长
海
种
植
钙
果
带
领
群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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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8 日，在昆阳街

道聂楼村村外盖着黑网布的塑料

大棚里，60多岁的脱贫户张长现

和 20 多名村民在收割羊肚菌。

每收割一把，就小心地装进一旁

的筐里。“这活不累，每天能挣 80

多块钱，真好！”张长现满足地说。

这些大棚有 24 座，占地 24

亩，种植的是羊肚菌，目前正值羊

肚菌收获期。

忙着整理装筐的该村党支部

书记张国群心里也乐开了花，因

为上述大棚是该村去年争取来的

村集体经济项目。该村有 1000

多口人，村民多外出务工增收，村

里也曾流转了部分土地，但由于

种植传统作物，每年收益不大。

面对部分村民或因年纪大或因照

顾老人孩子不能外出务工的现

实，张国群与乡村振兴局派驻该

村第一书记卫秋成积极寻找出

路。

去年，平叶快速通道从村西

通过，给该村发展提供了交通区

位优势。他们经过调研，决定利

用有限的土地种植羊肚菌。50

多岁的龚店镇村民杜胜君已经

种植 4 年多，积累了成熟的种植

和管理经验，正准备扩大规模。

双方一拍即合，当年麦收后杜胜

君就与聂楼村签订了合作种植协

议。

通过多重努力，该村的羊肚

菌项目获得了 75 万元的上级项目

资金，入股到杜胜君成立的平顶山

昌农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同投

建了上述 24座大棚。

去年 12 月，羊肚菌苗首次种入

聂楼村的大棚。经过精心呵护，自

今年 4月开始，终于迎来了收获季。

在现场负责的技术员杜志强介

绍，羊肚苗平均亩产 250多公斤，每

公斤能卖 200 多元，刨除投入地租

和人工等，每亩纯利润在 2.5万元左

右。他还透露，羊肚菌收获后，他们

将种植吊瓜、精品甜瓜，瓜罢后再种

植一季菜。

“羊肚菌丰厚的收益，在更坚定

了我们发展村集体经济信心的同

时 ，也 正 示 范 带 动 着 村 民 创 业 增

收。”张国群说。目前，包括聂楼村

村民在内的许多农民表示，今年冬

季要跟着种植。杜志强表示，他们

愿意提供种子和管理技术等，还能

帮着销售，带领村民把该产业做大

做强。目前，他还筹划着来年发展

更多的稀有菌种，从而实现更大的

收益。

为助推该项产业发展，昆阳街

道今年已争取项目资金 220 多万

元，上马冷库项目及菌业包装等深

加项目，通过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

在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力

求产业利润更大化，从而为产业提

供更大的支撑。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每亩纯利润2.5万元左右

聂楼村羊肚菌产业迎来好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