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4年7月4日 星期四 E-mail:rbwztp@pdsxw.com综合编辑 李 晗 校对 李京晶

7月 3日上午，在舞钢市武功乡后

营村，44 岁的岳文学在自家的蚯蚓养

殖基地里指挥工人有序用小型铲车将

牛粪翻上养殖床，另外几名工人则在

发酵好的肥土上淋水，为蚯蚓成长做

好准备。“看看生长状态，做好记录，掌

握好质量和数量，以便下一次对比。

别看俺这块地面积不大，里边可都是

小小的‘金疙瘩’。”岳文学说。

2002 年，岳文学从牧业专科学校

毕业，后一直在外打拼，但他内心始终

有个返乡创业梦，因苦于找不到合适

的创业项目，一直将梦想深埋心底。

2019 年 6 月，酷爱钓鱼的他到一

家渔具店买饵料时发现，一小盒蚯蚓

居然能卖好几元，还供不应求。学畜

牧养殖的岳文学瞬间眼前一亮，立刻

联想到老家村里闲置的林下空地是不

是可以利用起来养殖蚯蚓。

说干就干。岳文学利用一切资

源，上网查资料、打电话求教、走访周

边市场……经过多方调查求证，他发

现利用林下资源养殖蚯蚓不但投资

小、见效快，还可以缓解土质板结的问

题，有助于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这让岳文学十分兴奋，随即投资

30多万元在后营村流转 10多亩（1亩≈
666.67平方米）林下空地，并购置了电

动小铲车、松土机等设备，开启了林下

养殖、土里“淘金”的创业致富路。

初期，为了能尽快掌握第一手的

蚯蚓养殖技术，岳文学到河北、山东、

山西等地的蚯蚓养殖基地学习求教，

网上但凡能查到的养殖技术他都详细

记录。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 8月，

岳文学养殖的第一批蚯蚓一经上市便

被抢购一空，他也顺利赚得了回乡创

业的“第一桶金”。

“林下蚯蚓养殖投资不高，效益却

非常好，不仅解决了林地土壤易板结

问题，养殖废料（蚯蚓土）也是营养丰

富的有机肥，是瓜果、大棚蔬菜最好

的肥料，还可做无土栽培的营养基

质。”谈起养殖蚯蚓的好处，岳文学如

数家珍。

经过四五年的技术摸索和市场积

累，如今，岳文学养殖基地里的成虫蚯

蚓“足不出户”就被周边县市的渔具店

订购一空，甚至还远销山东等地，蚯蚓

土也是供不应求。“基地已经有了稳定

的客源和市场销售渠道，通过出售成品

蚯蚓和销售有机肥，每年销售额 60万

元、纯利润20多万元，还吸纳了村里 10

余名留守妇女长期务工。”岳文学说。

“一人富不算富，带着乡亲们一起

富才是真的富。随着市场逐步打开和

养殖规模的扩大，会安排更多的乡亲

们来这里务工，让大家不出村就能挣

钱养家。”岳文学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记者 杨德坤 通讯员 王丽）

土里“蚯”金“蚓”上富路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张茜茜）“我们已通过惠民补贴‘一

卡通’系统发放了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资金，且叶县为全市首发。”7月

2 日，叶县财政局农业农村股股长

王玉峰说。

叶县是农业大县，粮食产量占

全市的三分之一。近年来，叶县为

提高群众种地积极性，在打造高标

准农田、完善服务设施和提供保险

的同时，用足用活政策，让种地农

民及时享受到各种红利。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国家发

给农户的政策“红包”。叶县财政

局提前谋划部署，配合县农业农村

局制定专项实施方案，按照“建立

清册、核实公示、汇总审定、及时发

放”的要求，实行三级审核制度，指

导各乡（镇、街道）加快补贴面积核

实。加强对补贴面积和资金发放

公示流程的监督，做到公开透明、

公正公平，确保补贴资金安全、及

时发放到农户手中。

截至目前，叶县 2024 年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中央资金 1.053亿元

已发放至全县农户社保卡，涉及

耕地面积 86.48 万余亩，惠及 18 万

农户。

惠及18万农户

叶县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053亿元

7月 3日，在卫东区东工人镇街道

吕庄村的中草药种植基地，一棵棵连

翘长势喜人，几名村民忙着除草、施肥。

“我们村去年冬季种植的连翘成

活率在 99%以上。”吕庄村党总支书记

崔风云高兴地说，一亩地投资成本约

600 元，亩产 100—150 公斤，按照目前

的市场行情，预计每亩地年收入 6000

元以上。

吕庄村全村土地处于采煤塌陷

区，水土保持能力较差，地下水资源匮

乏，小麦、玉米、黄豆等农作物亩产量

较低。驻村第一书记周宜良到任后，

积极与村干部商议，并广泛征集群众

意见建议，全力寻找产业突破口。

“市场上中成药、中药饮片需求旺

盛，中药材价格看涨。”周宜良说，通过

充分调研和论证，吕庄村决定以中药材

种植为突破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为此，该村成立由村委委员和种

地能手组成的调研组，先后到南阳淅

川、郏县安良等地的中药材种植基地

考察、学习，并邀请中药材种植专家、

药材企业到村里考察，最终决定将连

翘作为中药材种植的主要品种。

“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去年我和

4名村‘两委’干部各拿出自家的 10余

亩地先行试种。”崔风云说，今年村民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纷纷要求加

入，目前已吸纳农户 15户，连翘种植规

模已达 100余亩。

“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

索乡村振兴新路径，由吕庄村党总支

牵头，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与河南度帮

中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

框架协议，由该公司提供种苗和技术指

导，并与豫西南中药材仓储物流基地签

订销售协议，建立了稳定的产销全链

条，构建起‘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运营模式，不断带动村民增富、集体

增收。”该街道党工委书记朱晓丽说。

（本报记者 朱江淼 通讯员 何彬）

连翘连成片 村民笑开颜

7月1日，鲁山县张店乡白象店村坡

岭上果树连片，粗看像本地桃树，但果实

仅有野生毛桃大小，且呈椭圆形。

“这是巴旦木树，原产于新疆，后

推广到山西，我这批树苗是 2022 年

从山西引种过来的，今年开始少量挂

果，算是引种成功了。”今年 59 岁的

果园主人李文壮说。

李文壮是白象店人，早年在南方

从事家纺行业。“岁数大了，我有了叶

落归根的想法，2021年回老家发展规

模农业。”李文壮说。

物以稀为贵，要干就要干稀缺的

农业项目。李文壮到山西考察时，发

现那里从新疆引进的巴旦木树照样

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经过咨询专家，

李文壮了解到，家乡白象店村山坡的

土质和山西差不多，气候差异不大。

于是他流转荒山 600余亩，2022年引

种了山西的巴旦木树苗。

巴旦木又称巴旦杏、薄壳杏仁、

扁桃、大杏仁，形状椭圆，果仁饱满。

巴旦木花像桃花，又不似桃花那么红

艳。巴旦木秋季成熟，果肉只有薄薄

的一层，里面是个大大的果核，果核

经过炒制就成了价格不菲的坚果。

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管理，李文壮

引 种 的 巴 旦 木 树 今 年 开 始 少 量 挂

果。“明年就会大量挂果，后年就会进

入盛果期。我一共引进了两万多棵，

盛果期按一棵树采摘 25公斤鲜果计

算，以现在的市场行情，一亩地毛收

入在 1万元左右。”李文壮说。

果园日常浇水、除草、施肥需要

大量工人。“最多时我们村有一二十

人在这儿干活，每人每天 80元工钱，

明年采摘期用工会更多。”白象店村

党支部书记爨永新说。

“我准备在园子里铺设滴灌管，

再把园子扩大到 1000 亩，带动更多

乡亲就近打工增收。”李文壮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通讯员 乔新强）

引种巴旦木 花开挂“金果”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7 月 3

日，从市群艺馆传来消息，为创新

文化惠民工程，提升市民文化素质

和艺术修养，市群艺馆和市文化艺

术中心联合推出“文化客厅”公益

课堂+“和光同行”星光夜校公益

课堂，7月 4日至 6日报名。

暑期公益课堂项目涵盖主阵

地培训、基层阵地培训、社会资源

整合及新型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四

大部分，并创新引入送课上门服

务，重点关注特殊群体，尽力保障

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大众化。

具体报名时间为7月 4日 9：00

至 7月 6日 17：00，上课时段为 7月

9日至 8月 25日。其中，市文化艺

术中心授课点设置课程有少儿硬

笔书法、成人毛笔书法、少儿葫芦

丝、少儿古筝、少儿舞蹈、少儿美

术、少儿非遗面塑等，通过点击“平

顶山市群众艺术馆乐享云文化”小

程序进行报名。

此外，市群艺馆联合郏县未来

盒子（市群艺馆分馆）夜校、湛河区

西苑社区夜校、卫东区东苑社区夜

校及部分社会资源开设少儿快板、

成人瑜伽、声乐合唱等课程，市民

可选择报名。

7月 4日至6日报名

市群艺馆联合市文艺中心推出公益课堂

“ 余 自 修 为 人 民 利 益 ，我 为 什

么？”“余金文图村民健康，我图什

么？”这是悬挂于宝丰县石桥镇师庄

村传承馆内叩击心灵的发问。

“让有矛盾的群众坐在这个传承

馆里，看看墙上先辈们的事迹，扪心

自问一下，你来这儿争什么？为什

么？要什么？”6月 26日，该村党支部

书记胡清锋说。

传承馆是师庄村近年来打造的

村级信访阵地。走入传承馆大门，西

侧笔直挺拔的竹子映入眼帘，内堂两

边的对联“传民风与人为善 承家训

谦退立身”十分醒目。侧墙上展示的

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的主人公分别是

为革命奔走 29 年的先驱余自修和为

村民健康殚精竭虑的医者余金文。

“来看看余自修为了人民的这份

心，瞅瞅余大夫为了救人的这些事

儿，村民很多矛盾就解决了。”胡清锋

介绍说，正是因为有了红色精神和至

善品格的传承，师庄村崇德向善、民

风淳朴，一切矛盾都能化解在无形之

中，从未发生过三级上访件。

传承馆内堂庄严肃穆，正中高挂

着一副对联：“为人民立大志做大事

亲邻里存善心做善人”，横批“见贤思

齐”与中间方正的“善”字相映衬。立

于其中，会被墙壁上的灵魂“九问”所

环绕，“我要什么”“我为什么”“我争

什么”“我犟什么”……胡清锋说：“仰

观先辈之大，方觉身之渺小，地边纠

纷、邻里不和、田间矛盾与‘立大志’

‘存善心’相比，微不足道。”

“俺村德高望重的人和老党员坐

在正堂底下这两把主凳上，有矛盾的

村民坐在中间长凳上，先让他们看这

‘九问’，再说矛盾，自己都会感觉无地

自容。”老党员余金须说，防病比治病

更重要，于信访工作而言，同理同源，

以红色传承治“未病”，用灵魂“九问”

治“已病”，打造信访工作新格局。

小小的传承馆，传承的不仅是红

色家风，更是与人为善的善德善行，这

也是石桥镇信访工作阵地向村级延伸

扎根的一个代表。润物无声，育人无

痕，东大庄村的“老娘舅茶室”、高铁炉

村的“乡贤为民说事屋”，都让矛盾纠

纷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让基层治理

更有效能、更有温度、更有力度。

（本报记者 巫鹏 通讯员 窦传阳）

传承馆里的灵魂“九问”

白龟湖生态环湖路项目部分路段通车后，市民

在家门口“看海”的体验感进一步提升，游客来平打

卡也有了又一个好去处。

但近日有市民通过平观新闻 12345 民呼必应掌

上服务平台留言反映：刚修好的环湖路沿线车辆乱

停乱放现象严重，有的车甚至停在了人行道上。

市城市管理局当即给出回复：考虑到交通顺畅

和游客需求，在节假日、双休日期间，白龟湖生态

环湖路两侧临时允许车辆单排顺向规范停放，并已

协调新增两个停车场。节假日采取人性化执法，对

车辆进行交通疏导；非节假日，对违停车辆进行口

头 警 告 并 提 醒 及 时 驶 离 ，对 车 主 不 在 场 的 ，下 达

“温馨提示单”或“违法停车告知单”。同时，正在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对沿线道路周边增设停车场需

求进行调研。

市民通过有效渠道反映问题，是对城市发展的

关注和城市治理的参与。相关部门及时给出有效回

应，反映了人民城市理念，即坚持人民主体性，既强

调人民城市为人民，也明确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需

要依靠人民，需要大家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同向而

行，共同维护。

城市治理是复杂的，并非凭借一己之力就能万

事顺意。城市发展要想持续行驶在良性轨道上，需要

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

治理共同体。

怎样的城市治理才能实现人民城市？一方面要

求在城市设计、规划、管理、运行和更新中，坚持以人

为本，这样城市的发展成果才能更好地惠及生活在

此的每个个体。在环湖路项目建设过程中，始终坚

持便民利民惠民，科学规划建设停车场、便民服务设

施等，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良的生态休闲服务空间为目标，这是人民

城市理念的体现。另一方面，市民的素质高低也决定了城市的发展和现

代化水平，这里的素质不仅仅是生理心理和知识文化水平，更是思想道德

和社会价值，是作为一座城市主人翁的责任感，体现在每个人的一举一

动、一言一行及每次思考和选择之中。

在欣赏环湖美景时，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保障，会让出行变得更加便利

顺畅；停车驻足时，想想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引起他人的不便，会让风景变

得更加和谐舒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

见证者、参与者和守护者，让她越来越美，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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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市城市管理局市政

环卫事务中心员工在稻香路一侧

维修破损的人行道路面。

为 确 保 市 民 安 全 出 行 ，连 日

来，该中心员工对稻香路两侧人行

道道砖开展专项维护、整治，用精

细化的管理维护城市设施。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精细化管理助力城市建设

7 月 1 日晚，郏县长桥镇罗沟村

“广场夜话 服务到家”主题活动在

该村文化广场举行，党员干部群众

围坐在一起，面对面、心贴心，畅谈

村庄发展。

“我们今年上半年通过宣传发动、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和乡贤募捐，新修

了 7条排前路，解决了一组、二组和五

组出行难问题……”活动开始，镇人大

代表、村党支部书记李峰带头发言。

“我也说两句，咱村这几年变化不

小，主干道是柏油路，文化广场建好

了，排前路也开始修了，邻里纠纷少

了，大家要团结起来继续加油干。”老

党员李文灿提出新期待。

“我到咱村流转土地种无花果五

六年了，今年发现灌溉条件不便，希望

村里能出面协调，同时我也希望更多

农户加入合作社，实现共同致富。”在

该村流转土地的李晓鹏说。

“今年干旱天气很少见，你的难题

我们之前也看到了。明天我就去县

水利局咨询，争取尽快把老井列入淘

洗计划，再根据实际打几眼新井。”驻

村第一书记赵利珂边说边在笔记本

上记录。

听民声、察民情、聚民智、解民

忧……为推动“广场夜话 服务到家”

主题活动走深走实，长桥镇出台具体

实施方案，确定 34 个村的活动主题，

明确组织形式和实施步骤，坚持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群众说、

干部听，群众问、干部答，群众提、干部

记，由“单向听”变“对口说”，由“被动

知”变“主动做”，实现干群交流面对

面、服务群众零距离，打造邻里沟通新

平台、基层治理新路径。活动开展以

来，已征集群众意见建议 40 余条，解

决实际难题 28件。

“广场夜话”就像一座桥梁，拉近

了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村庄

治理健康有序发展。“下一步，我们将

以该活动为抓手，让‘广场夜话’成为

疏通民生难点、化解矛盾纠纷、推进乡

村振兴的有效载体，持续提升群众幸

福感和满意度，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参加当天活动的长桥镇党委书记

李朝锋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夜话乡村新图景

7月 3日下午，郏县白庙乡五里庙村村民在采摘成熟的甜瓜，该村东侧田间的玉米、花生、烟叶等长势喜人。

小暑即将来临，该县 59.5万亩秋作物在近期降雨和前期全力抗旱灌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田间孕育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