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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赵村位于鲁山县东部，
全村349户 1545人。相传六七百
年前，此地一片沼泽，长着大量水
红花，引来无数商客采运。村西
河口处设有码头，用于停泊来往
船只，后因赵姓在码头附近定居，
故得名。

1975年 7月，因连降暴雨，突
发洪水，码头赵村良田淹没、房屋
倒塌。后经上级部门规划，全村
整体向南搬迁 1000米，该村由此
成了移民村。

曾经的码头赵村是典型的落
后村。“多亏党的政策好，加之大
家齐心协力，终于有了今天的变
化。”该村党支部副书记杜文亚
说，2016年，脱贫攻坚战在该村打

响后，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在
磙子营乡党委政府的引导下，整
治环境、修建道路，同时开展“万
亩方”农业项目，所有农田配置了
通车路，提高了劳动效率，提升了
群众满意度。

“原来下地干活，车都进不
去，现在一到农忙时，田地里车来
车往，一派丰收景象。”61岁的宋
占民一边带着外孙在儿童乐园玩
耍，一边兴致勃勃地说。

儿童乐园位于码头赵村乡村
大舞台旁边的一片杨树林内，园
内有大风车、跷跷板、小马扎等儿
童娱乐设施。在家长的监护下，10
余名儿童在乐园内快乐玩耍。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让乡村“净起来”
“绿起来”“美起来”，
2019 年以来，码头赵村将
1000余米长的南北方向主要村道
全部铺成柏油路，又把水泥路修
到了每家每户门口；并栽种了绿
化树、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建了儿
童乐园和幸福乐园等。

“幸福乐园也叫老人乐园，专
门为村里的老人量身打造，园内
种植有花草，设置有长凳，而且道
路平坦。”杜文亚说。

据了解，环境卫生方面，除安
排保洁员外，村“两委”还设立了
垃圾中转站，指派两人定时收集
垃圾运往中转站，并安排4名村委
委员进行监督，保证村里干干净净。

环境整治展新颜

码头赵村码头赵村：：
景色如画香菇飘香飘香

在码头赵村委会北边不远处
是该村新建的文化大舞台和用红
砖砌起来的“码头记忆”。“码头记
忆”展示墙上，书写着该村的发展
历史。“主要是为了让大家记住这
个村子的来历和所经历的事儿。”
杜文亚说，除了“码头记忆”，他们
还在村里建设了“移民文化展示
馆”等。

“移民文化展示馆”在幸福乐
园旁边，3间不大的房舍内，陈列
着农村常见的生活器具及部分有
年代感的老物件。墙壁上的各种
绘画展示着建村以来的发展历程
和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幸福
感。

“目前这些还都在建设中，包
括‘码头记忆’，未来将成为村上

最美的风景。”杜文亚说，在地方
政府帮助下，近日，他们又争取了
300万元的建设项目，打算继续美
化环境的同时，再建立一个篮球
场，打造一个荷花池，安装一些健
身器材，并以招商引资的形式鼓
励有识之士到该村创业、创收，共
谋发展，全面提升乡村面貌，打造
宜居宜业美好家园。

移民文化“贴”墙上

在码头赵村东边不远处，一
眼望不到边儿的85座产业大棚成
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些大棚是2019年、2020年
建的，其中移民项目45个，扶贫项
目40个，专门用于香菇种植。”杜
文亚说，也是这些产业大棚，增加
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另外，村里
还有10余名村民也自建大棚种植

香菇，获得了不错的效益。
“旺季价格最高时，每公斤鲜

菇卖到 16元。”菇农杜豫川说，这
些香菇大棚为村里不少闲散劳力
提供了就业渠道，“小香菇成了农
民小康路上的致富伞”。

除了香菇大棚，码头赵村还
有兔子、柴鸡和生猪养殖场等。

“原来一直外出打工，也没挣

到钱，回来试着养兔，结果越养越
多，目前兔群发展到了4000多只，
还饲养了 20头母猪。”今年 39岁
的村民梁昭昭说，环境好了，交通
便利，生意也跟着好了，尤其是近
两年，收购商争着上门收购。另
外，村里的蔬菜大棚也多，兔粪和
猪粪可当有机肥使用，成了蔬菜
种植户们的“宝”。

产业支撑富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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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大棚

村内鲜花盛开

码头记忆码头记忆 村内凉亭村内凉亭

碧绿的行道树、盛开的波斯菊、
别致的凉亭、宽阔的柏油路、整齐的民

房……特别是村里 80 多座香菇大棚，为
村集体经济创收的同时，也为百余名村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

7月22日，记者走进鲁山县磙子营乡码
头赵村，探访了该村的美丽变迁。“如今在
家门口就能赚钱，村里的环境也好了。”

在村委会南边一凉亭下，村民叶贤、
王雪等人一边坐在长凳上纳

凉，一边开心地谈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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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