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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镇乡银王村：

苗木种植美了乡村鼓了腰包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我们村春有樱花、夏有荷
花、秋有枫叶、冬有梅花，平时
来游玩的人很多，最近因为疫
情防控，村里管控比较严，游客
也少了。”8月17日，湛河区曹镇
乡银王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王连琴说。

走进银王村，只见宽敞平
坦的水泥路直通农家，房前屋
后焕然一新，整洁秀美，每一帧
风景都写满美好和希望；田地
里果蔬、花卉苗木等特色种植
面积不断扩大、稳健发展，带动
越来越多的村民走上生态致富
路。银王村也被评为“省级生
态村”，成了当地的富裕村。

改革开放前的银王
村、银王美丽的乡村环境、
银王村舞蹈队风采、银王
村传统节日活动……8月
17日，沿着祺良路前行，一
面面图文并茂的“文化墙”
格外引人注目，路两边一
排排农家院宽敞整洁，进
村到户的水泥路平整干
净，无不展示着省级美丽
乡村的建设成果。

今年 64 岁的村民李
小妮正坐在家门口的桌子
前和丈夫一起手工串珠。
丈夫是村里的保洁员，李
小妮闲来无事就弄点珠子
制作成项链和手链拿出去
卖。坐在门口一边串珠，
一边看外面的绿树繁花，
悠然静谧的田园气息扑面
而来。

李小妮嫁到银王村
40 年，在她的印象里，村
里以前都是土路，每逢雨
季就积水严重，大家出行
都是问题，并且村内环境
脏乱差。“现在村子变得越
来越美，我们也跟着受益，
以前每到周末和节假日，
很多游客到村里来游玩。
特别是那个炮楼，原来周
边都是杂草和庄稼，重新
修整后，吸引了不少游
客。”李小妮指着家对面的
银王炮楼说。

银王炮楼建于民国时
期，是该村王姓大户为看
家护院而建造。炮楼主体
呈方形，上下共三层，一层
墙体用青石砌成，二层和
三层墙体用青砖和土坯砌

成，土坯部分用白石灰罩
面，楼顶用小青瓦建造。
炮楼广场四周的墙壁上画
着银王村和银王炮楼的由
来及家风家训等，一幅幅
趣味盎然的墙绘生动形
象，让村民在欣赏的同时
受到文化的熏陶，这里也
成了“网红地”。

在村委会办公楼前的
广场上，几个孩子在追逐
嬉戏，四周绿树成荫，鸟语
花香，紧邻广场的村道宽
阔平坦……谁曾想到这里
曾是鱼塘和垃圾坑。去年
9 月，河南五建第三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捐资，历时
一个半月，为银王村布置
了300余平方米的村口景
观；对村内四条主路进行
升级改造，在道路两侧砌
筑花墙；对广场一侧进行
绿化修缮，新建凉亭；村内
一处废弃坑塘修缮一新，
并新建群众文化休闲广
场，安装健身器材，为群众
提供休闲健身的场所。目
前，银王村的各类文化场
所达1250余平方米，并组
建起各类娱乐队伍 10 余
支 300 余人，群众的文化
娱乐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丰富多彩。

变美是乡村需求，变
富才是乡村振兴的标准答
案。梨树种植园、花卉苗
木基地、正安生态种植园
等一个个特色产业园在繁
荣当地经济、增加农民收
入的同时，也美化了村庄
环境。

村民王金圈的益花苗木种
植专业合作社基地一派忙碌的
景象，工人们正在除草打药。

1980年出生的王金圈是土
生土长的银王村人，他返乡建苗
圃已经16年，把600余亩土地变
成了“锦绣田园”。王金圈小时
候家境贫寒，辍学后一直在外地
一家苗圃打工，成为苗木种植的
行家里手。由于父母年龄越来
越大，无力打理家里的几亩地，
2004年春节，王金圈回到老家，
决定发挥特长，利用自家的几亩
承包地，种植绿化苗木。

在经过充分的调研后，王
金圈开始种植日本樱花、红叶
石楠等热销品种，几年下来收

入颇丰。2014年，王金圈通过
土地流转的方式，成立了平顶
山市湛河区益花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吸收社员85户，规模
一下子达到了600亩。他聘请
专业技术人员，开始种植美国
红枫、鸡爪槭、日本红舞姬等树
种，为本村及周边村民提供45
个工作岗位，实现了村民的持
续增收。如今，苗圃育有鸡爪
槭、美国红枫等 10余个品种，
苗木销往全国多个省份。在王
金圈的帮扶下，周边成立了 6
家农民苗木合作社，100 余人
走上了生态致富路。

在村西王松辉的联胜花木
专业合作社苗木基地内，不时

传出村民们的谈笑声。郁郁葱
葱的树林里，村民们一边除草
一边拉着家常。“把土地流转给
合作社后，俺平时就在这里上
班，除了土地流转费，每个月还
有工资！”今年65岁的毛勤笑
着说，像她这个年龄，出去干活
也没人用，在这儿干活不累，就
当锻炼身体了。

“我们村以前没什么拿得
出手的产业。近年来，随着王
金圈、王松辉等人开始返乡创
业种植花卉苗木，村民收入水
涨船高。这些种植户还在村子
道路两侧栽植了樱花、红叶石
楠等绿化苗木，让村子变得越
来越美。”王连琴表示。

在村南王留义的银王梨
园，一片片金黄映入眼帘。闻
着这浓浓的梨香，穿行于梨树
之间，顺手抓住一低垂的枝
头，上面那黄澄澄的梨儿摇摇
欲坠，让人垂涎三尺。

今年 58 岁的王留义一大
早就拉了满满一三轮车的梨
去市区姚孟电厂附近卖，不
到 10点就赶了回来。“现在地
里种的有黄金梨、酥脆一号、
晚秋黄梨，从 6 月底一直可
以卖到 10 月初。像现在上市
的酥脆一号，个大水多果甜，
在早市上 2.5 元一斤，很快就
卖完了。平时主要靠批发，
最近不是太忙，我就和工人

一起去卖梨，一早上卖六七
百斤没问题。”王留义高兴地
说。

2013年，在外做工程的王
留义跟朋友合伙种起梨树，但
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工程上。
直到2019年，随着父母年龄的
增长，同时看到家乡农田水利
设施不断完善，有人率先流转
土地种植苗木，并成立专业合
作社，王留义就下定决心回乡
好好打理梨园，他在原有土地
的基础上，共流转了 40 亩地
引进新品种，学习栽培技术。
梨园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一天
天好起来。

每年梨花开放时节，那真

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吸引不少市民前
来打卡拍照。王留义表示，以
后会在梨树经济上继续做文
章，扩大梨园栽植面积，把优
质梨果做大做强，为更多的村
民提供岗位。

“银王村全村共有 9个村
民小组2266口人，6个村民小
组的土地已流转。今年，村北
100 多亩水田也已流转出去，
准备打造一个生态乐园。”王
连琴说，他们将不断擦亮“乡
村旅游”这张生态名片，以“美
丽乡村”带动“美丽经济”，不
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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