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划：刘泉
统筹：陶向军 王冬梅
执行：周冬 董佳理
视觉：王玉

乡村藏古庙乡村藏古庙

村庄蝶变美如画

从郏县县城出发，沿三苏旅
游大道到达三苏园，再折向西南
行驶约两公里，管村便赫然在目
了。

管村辖管村、宋村、王村和湾
李4个自然村，总面积3.6平方公
里，共14个村民组571户 2960口
人 ，耕 地 面 积 3459 亩（1 亩 ≈
666.67平方米），地势北高南低，
属丘陵地貌。村民管姓较多，故
取名管村。

村中有古庙一座，面阔三间，
雕梁画栋，房顶上五脊六兽保存
完好。茨芭镇人大代表、管村党
支部书记李胜利说，这座古庙建

于明代。
胡荣、张花叶、王叶和谷晴娃

4位老人坐在村内一棵600年的
古槐树下聊天。说起村里的变
化，76岁的张花叶笑着说：“你看
看，俺村有庙有古树，环境好，是
个好地方啊！”

走在管村街头，一路是盛开
的月季和一簇簇翠竹。村民李国
昌夫妇坐在自家庭院内聊天，沉
甸甸的核桃和石榴果实缀满了枝
头。

管村最多的就是桃树。阳春
三月，桃花盛开，蜂飞蝶舞，芬芳
诱人。进入6月，桃子飘香，一直

持续到11月，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体验采摘的乐趣。管村成为周
边城市居民休闲采摘和寻找乡愁
的好去处。

近年来，管村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抓手，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加强支部建设、带动群众参与”的
原则，落实“美丽乡村”战略部署，
花大力气进行人居环境整治，全
村道路进行硬化，村道两侧全部
进行绿化，修建了健身小游园和
休闲凉亭等基础设施。

如今的管村，绿树成荫、鲜花
飘香、道路平坦、枝头挂果，呈现
出一派宜居宜业的乡村景象。

采摘餐饮富管村

“抓住了机遇，就等于抓住了
财富！”10月 7日上午，在凉爽宜
人的农家院里，说起创办农家院
的事，村民李伟锋高兴又激动。

2015年，有厨艺特长的李伟
锋看到村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果断返乡创业，投资50多万元在
村头建成了农家院。别具地方风
味的农家菜和宴席吸引了众多食
客。

“没想到一个村子里居然有
这么牛气的饭店，管村真是名不
虚传！”10月 7日上午，来自汝州
市的李女士品尝了农家院的特色
菜后，激动地说。

进入秋季，村民王云娥家的
30亩桃园又迎来了采摘季。从6
月到 11 月，她家桃园内的水蜜
桃、蟠桃、雪桃先后成熟。“从
目前来看，今年俺家的桃园每亩

收入可达7000元！”王云娥笑着
说。靠着果园，她盖起了漂亮的
新房，还供应 3 个儿子上学读
书。现在她的大儿子已经大学毕
业并参加了工作，一家五口人和
美幸福。

在王云娥的影响下，管村发
展果园100多亩，带动王俭、李
玉国两户村民走上了种植果树致
富之路。

特色产业助民富

管村是上海烟草公司中华香
烟的主要原料供应基地。该村生
产的烟叶以色泽橘黄、醇香浓郁
而驰名中外。仅凭每年种植烟叶
1000多亩一项，全村年收入就达
3000多万元。

村民李延涛常年种植烟叶
100 亩，每年纯收入 20 多万元。

李胜利每年种植烟叶100多
亩，安排了20名“田保姆”就业，
每年仅工钱就发放8万多元。

管村的第二大特色产业是红
薯种植，该村红薯常年种植面积

达1200亩，有40多个粉条加工专
业户。

李胜利说，管村种植的红薯
主要有商薯19、烟薯25两个品种，
一半用于外销，一半进行深加
工。每到红薯收获季节，全国各
地客商云集管村。村民以每公斤
1.6元至 2.4元不等的批发价格出
售自家的红薯，不用出村就把大
把钞票装进了腰包。此外，全村
每年可加工粉条25万多斤（1斤＝
500克），为村民增收250多万元。

村民王朝旭家种了 30 多亩

红薯，一半对外批发，一半加工成
粉条，每年仅此一项就可收入近
10 万元。李胜利常年种植红薯
50亩，每年加工粉条9000多斤，
销往北京、苏州等地，年纯收入达
10余万元。春节时，他精心存放
的红薯可卖到每公斤两元的批发
价。

“目前，管村正在对基础设施
全面升级，在街道两旁打造石榴、
柿子景观，未来几年里，管村将呈
现出满街红红火火的美丽景象。”
李胜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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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10月7日上午，秋高气爽。走进郏县茨
芭镇管村，仿佛掀开了历史一页：苍苍古树
下老人话古，路旁绿树成荫，与盛开的月季花
相映生辉，构成一幅生动的和美乡村画卷。

“村里的环境美，村民的日子过得好，这
才是实实在在的幸福啊！”坐在古树下聊天
的胡荣老人开心地说。

管村管村：：

桃红树绿桃红树绿 村子富美村子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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