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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平坦宽敞的柏油路，整齐漂亮的楼
房小院，景色宜人的游园……

5月24日，记者来到郏县冢头镇花
园村，只见街道上绿树成荫，路旁月季
盛开，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楼前屋后
翠竹、绿树、鲜花相映，游园里小桥流
水、鸟语花香、小荷才露尖尖角，既有城
市的生活便利，又有乡村的宁静怡然。
难怪该村村民李宗贤对记者说：“我们
真是每天生活在花园里了，让城里人看
了都羡慕！”

花园村里有故事

5月24日上午，记者在冢头镇宣传
干事张志丹的陪同下来到花园村，映入
眼帘的到处是鲜花，呼吸间满是沁人心
脾的花香。

花园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彬告诉记
者，花园村原有大花园、小花园和杜渡
口三个自然村，现在这三个自然村融合
在了一起，全村856口人。说起花园村
的来历，还有一个历史故事：唐朝时期，
有一李姓少年和母亲一起讨饭落户到
冢头镇一个小村庄，虽然少年天资聪
颖，可家里没钱供应他去学堂读书。少
年求学心切，就偷偷趴在学堂的窗户外
听老师讲课。没有笔和纸，他就用树枝
在地上习字。老师所教的文章，他用心
记忆，用树枝写在地上揣摩体会。老师
在课堂上提问学生背书，居然没有一个
人会背诵，在窗外听课的他却能娴熟地
背出整篇文章。老师被少年的求学精
神所感动，把他请进了教室，免费教他
读书学习。在私塾老师的教导下，少年
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后来，少年官至
吏部，人称李天官。李天官为报答私塾
老师的无私培养之恩，就在村里建了大
小花园两座，供村里人赏花愉悦。村民
为纪念李天官，就把该村的村名定为花
园村。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花园村的两
座大小花园早已消失在岁月的尘埃中，
但以大花园、小花园命名的村子在历史
的长河中逐渐壮大起来。

种蔬菜挖掘第一桶金

漫步在花园村里，李国彬感慨地
说：“现在看着像是个花园了，要是搁在
以前，真是有负花园这个名字！”

以前，村里全是低矮的土坯屋、小
瓦房，一下雨地面就泥泞不堪，村民出
个村都难。由于土地大多是望天收的
山岗地，遇到干旱，庄稼绝收，村民生活
困难。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村里在岗地
上打井修渠，使望天收的岗地变成了旱
涝保收的良田。李国彬说，花园村真正
发生重大变化是在 1992年。当年，村
党支部和村委会一班人经过市场调查
和外出取经学习，带领村民发展蔬菜种
植，全村种了 400 亩的优质韭菜和辣
椒。当年，他们种植的韭菜、辣椒喜获
丰收，加上市场行情好，亩收入都在
6000元以上，产品远销湖南、湖北、广
州等地。花园村村民挖到了第一桶金，
从此，大家的干劲更大了。

“那时候路不好，遇到下雨天，客商
的车装了菜开不出村，大家没少帮人家
推车。”村民李宗贤感慨地说。

蔬菜种植让花园村人看到了致富
的曙光，但出行难的问题必须解决。从
1994到 1998年，该村干部群众先后三
次修路，村里村外的道路也由原始的土
路实现了礓石路、矿渣路到水泥大道的
三级跳。

1998年铺修水泥路时，全村人都踊
跃参与，外出拉石子、打地基，干劲热火
朝天。一条1400多米长的水泥大道直
通蔬菜种植基地，村民再也不为客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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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村发愁了。
道路平坦了，花园村的蔬菜种植基地面

积扩大到了 500 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富起来的村民家家户户盖新房，欢天喜地迁
新居，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摩托车、彩
电、冰箱等也走进了花园村的寻常百姓家。

2000年，已经担任5年村党支部书记的
李国彬被评为郏县十佳青年，花园村也成了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谈起蔬菜种植，已经54岁的李宗贤高兴
地说，当时他家种了2亩辣椒和不到1亩地的

韭菜，种了5年蔬菜，每年收入都在20000元
以上，蔬菜种植实实在在让花园村人富起来。

养殖奶牛走上富裕路

李国彬告诉记者，2001年，花园村以招商
引资的形式建成了一个占地300亩的花花牛
养殖基地，由基地帮助提供贷款支持，农户在
养殖基地建牛舍饲养奶牛。基地提供购进草
料、鲜奶销售一条龙服务，花花牛养殖规模
500多头。由于管理有方，一年下来，整个养

殖基地增收 100多万元，从事奶牛养
殖的农户每家纯增收30000多元。

2004年，花园村的奶牛养殖规模
进一步扩大，养殖基地不仅免去了养
殖户的场地租金，每养一头牛村民还
能得到10000元的发展资金支持。好
政策吸引了南阳、漯河、许昌等地的养
殖户，花花牛养殖规模一下子扩大到
2600多头。基地正式注册了郏县乳
源牧业有限公司，安排 100多名村民
在公司就业。

养殖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郏县
冢头、长桥、王集、白庙、堂街等8个乡
镇的秸秆综合利用，昔日用来烧火的
麦秸、玉米秆等成了香饽饽，收购价达
到400多元一吨。

2015 年，李国彬对公司进行改
革，农户以奶牛作价入股，32名村民
成为股东，奶牛饲养也实现了全自动
化。有30多名家庭比较困难的村民
进入公司就业，每月平均收入 5000
元。优质的组合和高效的管理，使公
司年产鲜奶近4000吨，年收入100多
万元。

村民杜军正高兴地告诉记者，他
从2005年开始从事奶牛养殖，在公司
里有10多头奶牛。每年卖牛犊、出售
鲜奶的收入都在20万元以上。

让村民真正生活在花园里

2013年6月，在镇党委、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花园村通过召开干部群众
大会，统一规划，拆除老村所有房屋，
实行一户一宅，在原址上建设新村，对
每户按家庭实际情况给予 5000 到
10000 元不等的建房补贴，此举得到
全体村民的一致赞同。

经过两年的精心施工，一幢幢漂
亮的两层楼房拔地而起。

新村铺了9条东西路、7条南北路，
村民家门口路宽6米，主干道宽14米。
铺了下水道、装了自来水，在全县率先
实现全村供燃气，栽树种花进行全方位
绿化美化，建成了花园般的新村。2017
年底，村民欢天喜地搬进新居。

在此基础上，他们利用村中的一
处废弃水坑建成了污水处理厂，在坑
塘内种植莲藕，一部分坑面被填平建
成了游园。村里装了80多盏太阳能
路灯，村主干道中间建成花园式绿化
带，带领村民在房前屋后、院内养花种
草，村民出门回家都有花园。

记者漫步在宽敞整洁的柏油路
上，只见一幢幢漂亮的楼房整齐划一，
房前屋后环绕绿树、鲜花、草坪。李宗
贤正在门前给鲜花浇水，看到记者一
行到来，他热情地邀请记者去他家做
客。走进设计精美的大门，只见院内
假山、石桌石凳精美，绿树鲜花相映成
趣，两层楼房室内装修新颖，现代化家
电一应俱全。看到记者一脸惊讶，李
宗贤笑着说：“随你走进哪一家，都和
俺家一样！”

李宗贤感慨地说，以前穷得吃不
上肉，现在一日三餐都在控制吃肉；以
前村民出行都是骑自行车，现在基本
上家家户户都有小轿车。

郏县残联驻村干部邵军伟羡慕地
说：“不敢想象这里是农村，城里也不
过如此吧！”

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花园村人的
幸福指数逐年提高。近年来，花园村
也先后被郏县县委、县政府授予“文明
村”“五好村支部”“先进行政村”“先进
党支部”等荣誉称号，去年还被平顶山
市委授予市级文明村称号。

谈起未来，李国彬告诉记者，下一
步他们将进行土地资源整合，安排农
户在村里就业，进一步提高农户收
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花园村会建
设得更加美丽，村民的生活会更加幸
福美好！

花园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