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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12月7日，河南省住房
和建设厅公示2021年省级传统村
落申请省级财政补助资金评审结
果，我市鲁山县瓦屋镇李老庄村、
土桥村，郏县渣园乡寺街村，郏县
姚庄乡礼拜寺村进入财补名单。

据鲁山县住建局村镇股负责

人侯晓广介绍，瓦屋镇位于鲁山县
西北部，李老庄村因明初山西洪洞
县李姓人家迁此建村而得名，村内
至今有李氏祠堂1处、清代古民居3
处，2013年被评为省级传统村落，
2013 年 8 月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土桥村内的千年银杏
树、千年皂角树以及古井、古楼等
成为当地一景，2014 年 7 月，土桥

村被列入第二批河南省传统村落
名录。依据相关规定，这两个村有
望分别获得180万元的省级财政补
助资金支持。

据了解，这些村子获得的补助
资金主要用于传统村落内重要街
巷、传统建筑、院落修缮和风貌整
治等，尤其对急需抢救保护的、具
有历史价值的建筑进行修缮。

鲁山郏县四村有望获得省补资金

□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享受到国家的好政策，这日子
越过越轻松。你看，这是村里帮俺盖
起来的厨房、卫生间，还送了电磁炉
等生活小家电。”12月2日中午，打扫
完村里的卫生，郏县王集乡雨霖头村
村民范松炎高兴地对来访的村干部
说。

农户脱贫 乡风文明

今年 69岁的范松炎快人快语，
干活很麻利。他家院子里很整洁，种
植的蔬菜绿油油的，生机盎然。

3年前，范松炎家还是村里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日子过得很艰难。“除
了种地、打零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
经济收入。”范松炎说，自己身体不
好，不能干重活，还要长年照顾患病
吃药的老伴儿，也出不了远门。村里
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隔三岔五上门
帮扶，不仅给他安排了保洁员的公益
岗位，还在“六改一增”改造项目中帮
他打了院子的地平，加盖了厨房和厕
所。“原来水管在院子里，天冷结冰路
滑，我接水摔倒过几回，后来跟村里
一说，村里很快就有人来把水管改到
厨房，生活方便多了。”

家里的情况不断改善，范松炎抑
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不光我家情况
越来越好，这几年，村里的变化也很
大，修了道路，建了游园，村道上干干
净净的，大家没事就在文化活动广场

上跳跳广场舞，心情也好。”该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还有9户，通过各项政
策扶持，他们的居住环境和条件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陆续摘掉
了“贫困帽”，实现了增收致富。

范松炎粗略算了算，他每个月
公益岗收入300多元，再加上土地流
转、养老金、医保补贴等费用，“一个
月大概有 1000多元的收入，足够生
活开支了。”

壮大产业抱团发展

雨霖头村位于郏县县城东，交
通便利，临近汝河，是传统的花生加
工集散地。村子离市区不到半个小
时的车程，入村道路平坦开阔，还有
不少临街商户，秩序井然。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孙刚强、扶
贫专干吕光伟介绍，该村共 366 户
1459人，可耕地 1200余亩。从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村民就开始做
花生收购加工生意，最多的时候，每
3家里面就有1家在做。随着市场竞
争的激烈以及质量、货源方面的要
求，有的家庭作坊维持不下去关了
门，目前还有二三十家在做。

“这几年的花生市场行情不错，
这里是沙土地，临近汝河，地理位置
优越，我们就想着在花生加工产业
上多下点功夫。”孙刚强说，通过多
次到外地考察，他们今年上半年注
册成立公司，采取“公司+农户+集体
经济”的形式，鼓励村民入股，整合资

源，统一收购、销售、加工，做大做强
花生加工产业，为村民提供更多就业
岗位，促进农户增收致富。目前，村
里已流转土地50余亩，20余名村民
入股。

今年37岁的陈兵是入股村民之
一，从父辈至今，他家已经做花生加
工生意20多年。这些年，随着市场

竞争加剧，他觉得单打独斗已经跟不
上形势，只有整合资源，把品牌做强、
做大，才能有好的前景。“曾经不止一
次，来了大单也不敢接，因为自家产
能不足，货源不够，只能看着挣钱的
机会白白溜走。”他说，只要大家劲儿
往一处使，办法总比困难多。另外有
了品牌优势，未来的路子也会更广。

雨霖头村：
做强集体经济 建设文明乡村

该村扶贫人员帮脱贫户范松炎（右）采摘蔬菜

12月6日，市徐玉诺文化研究会代表
大会在平顶山学院图书馆举行，大会审
议通过了上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在随后举行
的市徐玉诺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
上，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授赵焕亭当选
市徐玉诺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春生）

来电即回
下水道堵塞 污水横流

昨天，市民张女士拨打本报热线反
映：“市区姚电大道质量工程学院往西路
南有一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流近一周了。
附近居民需要垫石头才可以通行。望有
关部门尽快维修一下。”

就此事，本报热线工作人员与市城管
热线联系，工作人员徐女士回复说：“我们通
知相关部门人员尽快核实并及时维修。”

昨天，市市政工程公司施工人员在
市区光明路与湛北路交叉口导流岛上安
装拉膜遮阳棚。

市住建局工程科的相关人士说，明
年市区多个人流量较大的路口将会陆续
安装起这种拉膜遮阳棚，为等候交通信
号灯的行人遮阳挡雨。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新闻短波

路口撑起“风雨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