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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淑英：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本报记者 燕亚男/文 禹舸/图

曾经，这里大量房屋闲置、
常住人口锐减，房前屋后堆满
垃圾、残砖旧瓦随处可见。如
今，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杨淑英
的带领下，村里旧貌换新颜，宽
敞、平坦的水泥路通向家家户
户，环境干净整洁，村民收入增
加……一幅美好的乡村图景正
徐徐展开，这里就是宝丰县张
八桥镇王堂村。

4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宝
丰县城西约7.5 公里处的王堂村。
远远地，就看到一排排蓝瓦白墙的
传统建筑错落有致，一簇簇、一株株
各类花木把乡村装点得绚丽多彩。

“这个季节，村里各种花都开
了，上个月，村里刚举办了油菜花
节。等你秋天来的时候，又是另外
一种风景，各种果子都成熟了。”杨
淑英指着村里路两边种的果树说，
他们村有136户人家，家家户户门
前屋后都种有果树和绿植。

“杨书记这几年没少为村里办
实事，现在村里环境好了，建了大戏
台、凉亭、小游园、公共厕所等，这要
放在5年前，村民是不能想象的。”
今年57岁的村民常芳说，那时候家
家户户门前堆满了垃圾，一下雨，出
门两脚泥，污水到处流。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王堂村人，
自从接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一直
都在琢磨着怎样才能为百姓做些实
实在在的事情。2015年6月，深思
熟虑后，我决定从改变环境入手。”
杨淑英说，刚开始她领着村干部自
带工具挨家挨户清理垃圾的时候，
村里人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有褒有
贬，说风凉话的村民很多。

杨淑英表示，当时她也挺生气，
后来想想解释多了也没用，还是用
实际行动来证明吧。每天早上她带
着村干部6点多就出门干活，中午
回家吃完饭，下午3点继续干。后
来，村里的党员们也加入到清理垃
圾的行列，慢慢地，村民们也接受并
参与到其中。3个月后，整个村子
变得干净整洁了，看着舒心了许
多。为了保持整洁，杨淑英要求每
户村民在家门口放置废弃的塑料桶
装垃圾。2016年，正好赶上人居环
境改善工程，宝丰县把第一块试验
田放在了王堂村，垃圾每天有人统
一清理，铺设下水道，硬化道路。有
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村民的积极
性更高了。

王堂村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古村文化品位”为发展方向，利
用村内空地建设文化大戏台、公共
厕所、生态停车场等，使村庄的基础
设施有了很大提升，小桥流水成为
现实，村民们看到村庄的变化也就
更有干劲儿了。

“村里的荷塘月色广场和游园
也是那时候建的，游园里的水塘种
满了荷花。其实水塘以前是一个堆
满垃圾的大坑，清理的时候用挖掘
机挖了一天。之后，我们用废料弃
石砌成了一个荷塘，修建了排水沟
和游园。后来又协调利用荒废宅基
地，拆除残垣断壁，腾出地方建游
园、亭子和大戏台。为了省钱，很多
活我们都是自己干。而且是白天干
活，晚上开会。”杨淑英说。

致力民生改善
建设美丽乡村

村容改变了，村民们的心情
和心气也变了，杨淑英又将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和保持农村传统民

俗风情自然对接，旧物新用，发展
美丽乡村游，方便了群众，吸引了
游客，增加了收入。

在“王堂农家小院”，院墙是
用残砖旧瓦垒起来的，石凳、石桌
是石磙、石碾做成的，铺路用的是
碎石，石槽和废弃轮胎内种植着
花草。院内单间内顶棚用的是废

弃草席，墙围是用竹子做的，院内
石墙上悬挂着一串串红艳艳的辣
椒和黄澄澄的玉米，让这个小院
显得更加温馨。来玩的游客吃
完饭还会在院内玩耍、拍照留
念。

现在在该村农家院做厨师的
杨永峰表示，他和妻子以前在郑

州打工，2016年，孩子要考大学，
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他们就回村
了。正好那时村里把5处闲置的
老宅子改造成了农家小院，于是
他就成了厨师。生意好的时候，
院子里每个单间都坐满了食客，外
面还有不少人在排队。“在外边挣
的钱是多，但大部分都给了别人。
在家挣的虽然少点，但是落到手的
却多，还方便照顾老人、孩子。在
这里洗碗、端菜的服务员都是我们
村上的人，以前跟我一样跑外面打
工，有了农家乐就不再出去了。”

慕名从平顶山市区来该村游
玩的曹先生和同伴表示，村里环
境很美，绘画精美的文化墙、错落
有致的农家小院、宽敞整洁的文
化广场……到处流淌着美丽乡村
的独特韵味。香椿炒鸡蛋、手工
烙馍、蒸榆钱……饭菜也是地地
道道的农家饭。

2018 年，王堂村又进行了提
档升级，除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
外，还提出乡村林果化的发展目
标，在村内、村外种植桃、梨、杏、
石榴等高品质果树9000余棵，打
造围村林，最终要建成村内、村外
树木覆盖，一年四季林果飘香的
美丽田园乡村。

用心用情
打造王堂好日子

环境变漂亮了，但群众的口袋还
空着，如何让群众富起来？通过宝丰
县组织的外出考察学习活动，杨淑英
明确了该村发展定位，利用流转的
980多亩土地，发展乡村旅游，壮大集
体经济，实现全村共同富裕。

为发扬宝丰县小米醋酿造的
传统，增加村集体增收门路，杨淑
英多次上门拜访，请回酿醋多年、
手法纯熟的民间师傅，在村内开设
醋作坊，用古法全程手工制作小米

醋，之后又推出了辣椒酱等新产
品。这些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特
色农产品，该村也形成了生产、包
装、销售一条龙体系。

去年 9 月，王堂村开始发展
“林下经济”，帮助群众致富。杨淑
英带着村民去鲁山考察学习种植
赤松茸，回来后，又给村民请来专
家讲解。当时大家热情高涨，有
20多名村民报了名。但当等她联
系好、真正掏钱引进赤松茸时，村
民们打起了退堂鼓。

“我自掏腰包给他们买菌种都
没人种。说实话，我当时很生气，
心想我这么做图啥哩？我只是想
让他们学一门致富的手艺。后来

平心静气地坐下想想，我也能理解
村民的心情，大家都没有种过，不
知道前景咋样，谁也不愿意当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杨淑英说，于是，
她就要求村干部带头种植赤松茸。

该村村监委负责扶贫工作的
李鸽表示，种植赤松茸时，杨淑英
带头下地干活。等到赤松茸成熟
时，结果又遇上疫情，她天天发愁
销路，晚上睡不着觉，后来想方设
法联系销路。“最近市场渐渐打开，
销售得还不错，你们来之前刚拉走
几车。村民们看见后，不少人开始
主动找上门表示要跟着一起种。”

村庄美了，环境优了，近年来，
王堂村先后荣获市级文明村、市级

卫生村、市级平安建设先进村、市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助
力脱贫攻坚”模范村、市十大美丽
乡村等荣誉称号，并成功举办了全
市美丽庭院现场会、美丽乡村自行
车赛、戏迷擂台赛、乡贤恳谈会、端
午文化节活动等。2018年该村登
上央视7套春节栏目，2019年又登
上央视9套、17套，王堂村打出了
名气，吸引了游客。通过争取上级
政策支持，该村投资120万元建设
的厂房被东道汝窑相中作为汝瓷
研发基地，将来作为研学游项目将
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通过招
商引资的项目还有精品民宿、城市
菜园、多肉植物园。

想方设法
带领群众致富

王堂村中心巷

杨淑英整理破损的院墙

村集体经济经营得好，村民
的收入也提高了，而且还不用出
门打工。一件件民生实事，让老
百姓赞不绝口，大家对杨淑英越
来越信任。杨淑英当选市人大代
表，并被评为省、市劳模以及宝丰

县五星级党支部书记等。2018年
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杨淑英实现
跨村任职，当选为王堂村、马庄村
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今年，她又
被市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

她越来越忙碌，家里更没时间
照顾了。提起自己的妻子，丈夫王听
干第一句话就是：“天天都不着家。”

王听干说，她忙的时候早上
睡醒洗洗脸就走了，有时中午回
来匆匆扒几口饭，再回来就到半

夜一两点了。有时候心疼她也心
疼不上，也替代不了，村里事情需
要她操心，只能家里的活我多干
点，少让她操心。家里老母亲躺
在床上不能动，吃饭要人喂。

李鸽表示，杨淑英真的很忙，
村里鸡毛蒜皮的事大家伙都来找
她，她就像个大家长。疫情期间，
杨淑英每天都在村口值班，忙的
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她丈夫是
村医，每天也在村口值班，晚上住

在值班室。“前几天杨书记引进一
个种树项目，你们在村里也看到
了，我们村现在几乎没有闲人，大
家都积极报名种树去了。”

“群众信任我，我就要认真做
事。既然干这个书记，就要为村
民办实事。只要我有这个能力，
我就想帮助更多的人。我相信王
堂未来会更好，只要大家一起努
力，肯定会过上更好的日子。”杨
淑英信心十足地说。

群众信任我
我就要认真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