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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拿瓶水。”“哎，来了。”广场旁边
的一家超市里，村民康现利忙着招呼顾
客。回想起以前，他诸多感慨。

原来，齐务村连条正经路都没有。逢
水库放水或下雨，整个村就成了大泥潭。
村里的人出不去，外边的人进不来，小学生
上学放学全靠大人背，自行车得肩扛近一
公里才能上路骑。因为路不好，卖菜和卖
瓜的车进不来，菜比别的地方要贵；田间沟
渠不畅，村民经常为争夺水源发生冲突，更
别说村里杂草丛生，到处是畜禽粪便了。

2014年，村里的路修好了，环境越来越
好，商家能够把货直接送到家门口。康现
利在村里开起了超市，凭借齐务村的乡村
旅游，日子越过越舒心。他说，现在村里家
家户户都有电车、三轮摩托车，买车的也不
少，出门方便多了。

村民刘东方近年来做起了电商生意，
主要卖艾草产品，每天开车往返镇上发快
递。妻子在家打包快递、处理后台顾客遗
留的问题。“我前几年也去过不少地方，其
实很多大城市的郊区跟我们这里差不多，

环境好，也有工作机会。在家门口挣钱，总
比出去强。”刘东方说。

为创建优美的农村环境，齐务村下大
力气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制定了全村卫生
保洁制度，每家庭院的生活用水经下水道
直接进入村子东南的污水处理厂。村民自
觉遵守卫生公约，大人小孩都养成了不乱
丢果皮纸屑的良好卫生习惯，家园意识明
显提高。

家门口做起小老板

齐务村：美丽乡村入画来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9 月 18 日，湛河区曹镇乡齐务
村休闲广场上，秋风和煦，音乐喷泉
腾空而起的水柱在阳光的照耀下折
射出一道美丽的彩虹；整洁的道路
两侧，多种绿化树木长势旺盛；游园
里各色小花盛开，令人沉醉。俨然
一个充满闲适之意的世外桃源。

谈及村子 10年来的变化，正在
摘花生的74岁郑雪眼里满是掩饰不
住的笑意：“现在村里路宽地平，每天
有人打扫卫生，大戏、电影送到家门
口，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自近年我市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以来，齐务村在区、镇相关部门
的指导下完善村庄规划，加强环境
整治，弘扬文明新风，先后获得“市
级十大美丽乡村”“省级生态文明
村”“省‘百村万户’旅游富民工程示
范村”“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等称
号。昔日的落后村成为闻名乡里的

“画里乡村”。

“这喷泉可是我们村的颜值担当，周
边村好多人骑着电车、开着车来玩儿。”该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进辉自豪地
说。

齐务村的休闲广场曾是一片荒地。
为了能让村民居有所乐，村党支部原书记
张现刚筹资近200万元，建起了这个占地
30余亩（1亩≈666.67平方米）的党建文化
主题广场，这才有了现在的“人气景观”。

曲径通幽、溪流蜿蜒，休闲广场道
路两侧种的广玉兰、樱花、枇杷、石楠等
长势茂盛，四周分布有篮球场、乒乓球台
等体育健身设施。文化长廊两侧张贴着
村里组织的道德教育活动及精神文明建

设活动宣传画等。广场中间的大
型 LED 屏幕每晚准时播放党建教
育片或教育类娱乐、群众广场舞等节
目。齐务村成立的铜器、秧歌、腰鼓、戏
曲演唱、广场舞等表演团队经常在这里
排练、演出，吸引了周边不少村庄的群众
赶来观看、参与。市区一些戏迷也经常
来到齐务村交流、表演。

“经常有人到我们村来拍婚纱照，连
鲁山的新人都带着摄影师跑到我们村。
我们希望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激发村民的
内生动力，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打造
生态美丽家园，切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指
数。”张进辉说。

乡村喷泉颜值担当

村民在休闲广场内的喷泉旁玩耍

眼下正是秋收时节。出花生，晒玉米，
收秸秆，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村民忙碌的身
影。

在村民李国保的香菇种植基地，一朵
朵浅褐色的香菇长势正旺，工人们熟练地
采摘、装箱、外运，一派忙碌的景象。

“今年香菇品质好，产量也不错。这一
棚刚采摘完，一会儿就要送到市区。第二
茬还得再等几天，旁边棚里的香菇也该出
菇了。”李国保站在棚里，看着一朵朵品相
颇佳的香菇，喜笑颜开。

5年前，在外地打工的李国保看到家
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动了回乡创
业的念头。这时的张进辉正琢磨着引进产

业帮助村民致富。了解到食用菌种植前
景广阔后，张进辉带着李国保等村民一
起去鲁山等地考察。

经过多方考察，李国保返乡创业，从事
香菇种植，成为一名“新农人”。

“其他村民没有接触过这个，怕赔本，
不敢干。我有种平菇的经验，就在家门口
弄了一个大棚，尝试种香菇。”李国保说。

第一年种香菇，李国保就获得了大丰
收。他又流转了部分土地，从一个大棚发
展到现在的 6 个大棚，并建起了简易冷
库。市场打开后，他在市区丰莱果蔬批发
市场有了固定摊位和客户，逐渐成为当地
有名的香菇种植专家，对前来学习种植经

验的村民倾囊相授。当然，他也遇到过由
于菇棚受热、下雪压塌菇棚受损严重的时
候。但他没有气馁，不断摸索经验。今夏
天气酷热，他实行24小时不间断“雾化降
温”精细化管理，解决香菇“怕热”问题。

“外面再好，也没有自己的家乡好。”
对今后的发展，李国保目标明确，今年他
打算再增加两个香菇大棚，希望带动更多
乡亲通过发展香菇产业增收致富，过上更
好的日子。

张进辉说：“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可喜变
化，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增强了。下一
步，我们将引进更多的产业，让村民的幸福
指数节节攀升。”

美丽乡村引回创业人

老人在摘花生

村民在游园内的凉亭乘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