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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白龟湖三面环绕的花山
村坐落于新城区西南部的花山
半岛上，得益于北高南低的丘陵
地势，将碧波浩渺的白龟湖美景
尽收眼底。

59岁的郭治新就住在花山
村的北部，出门往北可通白龟湖
国家湿地公园，往南直抵碧波浩
渺的白龟湖。供职于平顶山学
院行政岗位的他，由于老家东滍
村正在旧村改造，便在去年10月
搬至此处。

“当初选择住这儿，一是离
我上班的地方比较近；二是看中
了这里的环境美、空气新。”昨天
上午，郭治新在院子里一边浇菜
一边同记者聊天。

重整庭院，形成微景观

这个院子不大不小，正屋两
侧对称分布着几畦菜，里面种有
葱和蒜苗，长势喜人；生菜绿油
油，玉米菜刚发芽……院子扫得
很干净，房前屋后，花草树木错
落有致，有桂树、梨树、柿树、核
桃树、广玉兰、香樟、百日红、紫
薇，还有竹子。

“这个院子之前没人住，虽
然树木挺全，但杂草遍布，不透
阳，显得比较荒凉。我住进来
后，把房前屋后都打扫了一遍，

还修剪了院子南侧的树枝，让阳
光照进来。”郭治新说，后来他又
整修出一个菜园。“菜长成后，做
饭的时候放一些，省了外出买菜
的麻烦，起码葱蒜和青菜都不用
买了。”郭治新的老伴儿在一旁
笑着说。

奇石增趣，成小院一景

庭院南侧墙根处摆着一溜
形态各异的石头，很有特色。

“这是我5年来外出捡的宝
贝。”郭治新说，他利用每年学校
招生宣传季外出的机会，开着车
到鲁山县和三门峡市等地的山
上和河边寻到了不少石头。

“这个像不像鸭子？这个像
不像梅花……”郭治新像个孩子
似的，摆弄着这些石头。他指着
石头上的纹路说：“我一直想给
这些石头打造一些底座，可是一
算，造价太大，就摆在那里了。”

正屋门口外的墙上挂着一
个“光荣之家”的牌匾。对于它
的来历，郭治新说：“我年轻时在
解放军云南某部服役，参加过
1984年的者阴山战役，1994年退
伍后被分到市卫校，后来归属平
顶山学院管理。”

郭治新平静地诉说着，姿态
一如院里那排石头一般，平静的
外表下却藏着深深的纹路。

每周五是郭治新和老伴儿
最高兴的日子，在宝丰工作的女

儿、女婿会开车回来。“平时，家
里就我和老伴儿。疫情期间，女
儿女婿上班走了，把外孙留给我
们照看，院里又增添了几分热
闹。”郭治新说。

小家干净，大家才出彩

疫情期间，每天对家里进行
通风、消杀成了郭治新日常生活
的“标配”。

“疫情发生后，村里给每户
村民发有药物，让自己喷洒，我
们也领到了。”郭治新说，疫情期
间，他和老伴儿每天都会花很多
时间打理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和
菜园，“看着它们越长越好，也不
觉得疫情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不
便，心境平和多了。”

当前，在只有几十户、240多
口人的花山村，越来越多的村民
投入到“美丽庭院”的建设中。新
城区爱卫办副主任王战军说，花
山村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民风淳
朴，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居环境
整治效果显著，村集体经济稳步
健康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村里
大力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通
过开展“美丽庭院”评比，使一户
户农家的“微景观”效果初现，成
为村内一道道靓丽的风景。居民
养成的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正契合了第32个“爱国卫生
月”活动的主题——“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

奇石花木逢巧手
小微景观靓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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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治新从山里捡来的各种奇石

郭治新（右一）家干净整洁，孩子们快乐嬉戏

花山村村中央设立的文艺演出台

鲜花扮靓村间道路 家风家训、光荣牌匾挂在村民家门前

村中一景——古色庭院入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