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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令晖

“谁不说俺村乡风好”
本报记者 党贺喜

全国两会期间，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宋砦村的两委班子乃至
村民们平添一个“非常频道”——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村党总支
书记宋丰年天天都要给家里及时“播报”，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传递“第一声音”。

“这些天，我成了俺村名副其实的通讯员了，俺书记每天都
给我打电话发微信，尤其是3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
团审议时讲到乡村振兴要更加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俺书记说，总书记的讲话对咱宋砦村的发展非常重
要”。昨日上午，记者到村里采访时，村党总支办公室主任林文
阁坦言。

宋砦虽然叫村，其实早已不是传统概念上的村了。沐浴着
改革开放的春风，宋砦村的经济发展早早就乘上时代的“高铁”，
800人的小村，人均年收入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800元，猛
蹿到去年的 8万元，户均资产均在 1000万元以上，而且实现了
共同富裕。

率先富裕的宋砦人，家风、民风和乡风相得益彰。“十几
年来，俺村都是零信访、零发案，打麻将赌博，红白喜事大操
大办等这些陈规陋习早已不见踪影，好媳妇、好婆婆家家都
有，村里的盘鼓队、舞蹈队、文艺队、图书馆、农民夜校等，好
去处多得是，大家都在干正事。”林文阁告诉记者。记者在宋
砦林林总总 100 多个荣誉称号中发现，有三个奖项最抢眼：
1999 年全国首批颁布的“全国文明村”“全国十佳小康村”、全
省民主法治示范村。

乡风好不好，亲自去感受。记者采访，巧遇村两委成
员朱明霞，这名 56 岁的女村干部快人快语，风风火火，颇
像电影里的“李双双”。一见面，她先伸出两只脚，让记者
欣赏今天刚穿上的新运动鞋，“显摆”说：“诺，你看看，这
是俺媳妇昨天刚给我买的，600 多块钱呢，穿上走路可得
劲儿啦。”看着朱明霞一脸的自豪，她恨不得逢人就说自
己有个好儿媳呢。

其实，朱明霞本人就是好儿媳、好典型。“2009 年到 2013
年，俺婆婆从住院到临老走了，都是我伺候的，病房里的人都把
我当成老太太的闺女了。”朱明霞讲述的只是一个片段。那几年
可真的是祸不单行，婆婆病危，公公也脑梗住院，生活不能自理，
都是朱明霞在床前侍奉。

朱明霞从小就在宋砦生活，既是村里的姑娘也是村里的媳
妇。而在村里做财务的曹莎莎却是来自扶沟县的“外来妹”，嫁到
宋砦整整十年，她的幸福感超强。为什么？曹莎莎横向对比，把
自己的感受浓缩成一个字“融”，村民深度融合，大家其乐融融。

“早先在县城住时，楼上楼下甚至对门儿都不认识、不说话。现在
可不一样了，咱宋砦真好！”

好在哪儿？曹莎莎有句“口头禅”：“每年出去旅游都是俺一
家四口，节假日逛街吃饭还是俺一家四口。”她说的“俺一家四
口”就是他们小两口、孩子和婆婆，公公早些年去世了。寻常人
家都是闺女陪着母亲逛街，而曹莎莎陪婆婆逛街买衣服，那都是

“家常便饭”。
朱明霞感同身受：以前婆婆们在一起都是“高级黑”，吐

槽、诉苦；现在坐在一起唠嗑，大家比着夸儿媳“显摆”，唯恐
天下不知。

在宋砦，记者越采访深入，反而越觉得没典型事例。为啥？
“俺村家家都是这，好家风代代传。”朱明霞的“解惑释疑”让记者
顿悟：全村都是典型，自然就没有典型了，这真是一花独放不是
春，百花齐放只争春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采访结束时，林文
阁诚邀记者去看看宋砦独有的“景点”法治展览馆，从而找到了
宋砦好乡风的总源泉。2016年，宋砦建成全国首家村级法治宣
传平台——宋砦法治展览馆，并连续多年承办法治河南乡村论
坛。展览馆占据整整一层办公楼，声光电文图等多媒体全配齐，
令人耳目一新。开馆至今，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人员近4
万人。知法、学法、守法、用法，潜移默化，春风润雨，才使得宋砦
好乡风根植沃土，生生不息。

“让全国人民都吃上我们的河阴石榴”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李伟娜

“文明超市”倡文明
本报记者 张立 文/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
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发
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突出抓
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支持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习近平总书记3月 8日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明确了产业兴
旺，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实施

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任务。给了我们
指引和依靠。”昨日，在荥阳市高村乡官
峪村种植户宋国红的石榴园内，曾任该
村村支部书记、现任郑州乾诚榴业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全林一边给
宋国红指导如何喷洒杀菌剂，一边给记
者说道。

“当前，石榴正值萌芽期，要及时
对树苗和根部喷洒‘石榴合剂’杀菌
剂，如果在这个时候疏忽大意，后期结
出的石榴果实会有黑斑，严重的还会
造成减产。”王全林手握着石榴枝给宋
国红说着。

郑州乾诚榴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前身是荥阳市官峪石榴种植专业合作
社，该企业以河阴石榴种植、加工、销售
为产业，在自己做大做强的同时，带动
周边农户发展河阴石榴种植，以“公
司+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组
织+农户”的形式开展深度规模经营，
把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相结合，努力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郑州乾诚榴业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记者看到，厂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工
作人员正在对网上销售的石榴养生酒

进行打包，这里每天大量石榴苗、石榴
养生酒等货物发往全国各地。虽然这
里离市区较远，因订单多，每天依然有
很多快递和物流车辆上门来收货。

“前几年，村里种石榴的多了，销售
却是个难题，周边群众还可以开车来上
门采摘，而外省的朋友想吃石榴怎么办
呢，村里种石榴的大都是老年人，不懂
得网络销售，如何让河阴石榴走出荥阳
成为一个大问题。这个时候老党员王
全林站了出来。”宋国红告诉记者。

为了解决河阴石榴销售问题，王全
林在荥阳市官峪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基础上，又扩大规模，成立郑州乾诚
榴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一个“农
产品基地”+“互联网”+“物流园”产供
销一体化经营模式，开通了电商平台，
通过线上线下两种销售模式把河阴石
榴卖到了全国各地。去年 9月，正值石
榴销售旺季，远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大学
的师生通过电商平台，订购了 500箱河
阴石榴，10月，天猫河阴水果旗舰店又
接到了来自内蒙古的一笔订单……

“乾诚榴业的王总真是我们的‘及
时雨’，我们的石榴再也不愁销路了，乾

诚榴业和我们签订的有合同，石榴熟
了，公司全部收走，再也不用推着三轮
车到县城去卖了。”村民张超激动地对
记者说。

乾诚榴业与种植户签订农产品供
销协议书，常年大量收购当地村民的石
榴，还为当地农户制定操作规程、提供
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让村民种石榴再
无后顾之忧。经过公司统一包装，统一
销售，提升了河阴石榴的品牌形象。公
司在提高农户收入的同时，还对农户进
行多种技术培训，安排农户进企业工
作，解决了当地劳动力就业。

“乾诚榴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用
线上线下的多种销售方式，以及石榴深
加工，有效解决了石榴种植户的销售难
题，去年，网络销售河阴石榴额达 45万
斤，线下与大型商超水果店的合作，河
阴石榴省内外销售约 110万斤。目前
已与 263家农户签订购销合同，将河阴
石榴卖到了全国，真正实现了农业产业
现代化，加快了乡村振兴步伐，总书记
对我省乡村振兴战略的期许，我们正在
逐步实现中。”荥阳市农委主任李占国
对记者说。

春日暖阳，照进新郑市辛店镇史庄
村。村部旁文明超市里，村民正挑选商
品，购买货架上各类日用品不用钱，用
各自的“爱心公德分”。

“总书记说要推进移风易俗，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这
话说到农民心坎上了，俺村不仅建了
文明超市，还举办好媳妇、好婆婆评
选，倡导文明家风，都是为了提升村
民文明素质。”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村支书史红立对村庄发展有了
新认识。

史庄村曾是省级贫困村，近年来依
靠党的扶贫政策，逐渐摆脱贫困。而脱
贫后的任务，是让村庄走向文明。

史红立说，为了提升环境和文明水

平，村里设立了爱心公德超市，将每户
的表现分为政治、扶贫、学习、文艺等方
面，分别打分量化，村民可用积分换取
日常生活用品。

“这办法，管用。”新郑市公路局
驻村第一书记范林涛说，村里每月开
展一次好媳妇、好婆婆评选，入选者
还要加分。

前不久，辛店镇在史庄村文化广场

举办表彰仪式，村里 62个文明户、五美
庭院、好媳妇、好婆婆身披大红花，上台
接受政府颁奖表彰。

表彰结束后，村里文艺队敲锣打
鼓，新郑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带队，到文
明农户家院门口，为他们挂上荣誉标
牌。重文明、倡文明、学文明的新风，传
遍村庄每个角落。从那天起，“文明超
市”在新郑全面推广。

眼下，史庄村正在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文明是重要组成。村里几名退
休教师编辑村规民约“三字经”，在各
家各户诵读传唱；村文化广场装饰一
新，墙上乡规民约清晰醒目；村道两
边的院墙重新粉刷，画上了表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的漫画。每家院子门前统一设置花
坛、垃圾箱，人行道上统一铺设了地
板砖。

“文明建设离不升产业后盾。”史红
立说，为发展集体产业，村里成立农业
合作社，利用祖祖辈辈种植小米的经验
传承，引进高端红谷小米新品种，村民
种植收益连年增加。村里还利用一处
不长庄稼的胶泥地，规划建设现代化生
态环保养殖场，完善种植养殖饲料加工
循环产业链。

在距离村部不远处的一块空地
上，一座仿古院落接近完工。“这是史
庄村历史展览馆，今后将成为村庄的
标志。”史红立说，自明代起，祖上从
山西到此定居，一直保持重视文化教
育的传统，村里文庙至今供奉先师孔
子画像。村史馆建成后，将设置乡村
书院，以促进乡村文化建设，用优秀
文化传承，恩泽后代子孙。

“真想请总书记到俺村看看，当面
向他汇报。”史红立说。

在惠济区花园口镇南月堤村，村
内道路干净整洁，村民家家户户住进
了开展新农村建设时新建的整齐漂亮
的房子。在南月堤村附近的黄河滩
地，一大片新栽植优质绿化、观赏树
种，将这里装扮得非常美丽。南月堤
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即将建

设黄河中央城市公园，将来的南月堤
会更加美丽。

花园口镇位于城市的最北边，紧
邻母亲河黄河，生态优势、环境优势、区
位优势非常明显。花园口镇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8 日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
代表团审议时关于三农问题和乡村振
兴的重要讲话，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
更加坚定信心和决心建设滨河生态经
济强镇。”

2018 年，花园口镇以生态环境整
治为突破口，强力开展黄河滩区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对滩区存在的各种违规建
筑物、违法经营项和游乐娱乐设施设备
进行集中清理拆除，对滩区的农家乐、
渔家乐全部取缔，对沿黄林带存在的违
法建设全部拆除，对辖区 8个村的沟渠
进行疏挖，对金洼干沟、京水村排水沟
及八堡村排水沟周边垃圾进行彻底清

理，使得镇域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明
显提升。

2019 年，花园口镇将全力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加快主导产业构建，
以文化创意旅游业、休闲体验式高端
商业、健康养生产业、都市农业为镇
域主要产业，加快做好花园口沿黄特
色村镇规划，加速推进花园口特色文
化街和京水民俗文化街建设，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
入，让村民尽快致富。

同时，继续大力实施蓝天、碧水、
净土工程，扩增花园口镇生态优势，
逐渐完善各村污水排放系统，提高村
民人居环境水平，同时加快推进郑州
黄河国家湿地公园、京广高铁沿线绿
化升级工程，推进贾鲁河绿线整治、
索须河生态提升工程，加快完成花园
口镇卫生院升级改造，不断提高辖区
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

着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继续实施
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加快实现城乡基本
养老保险人员全覆盖，积极推进城镇新
增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完成新
增城镇就业目标。

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加强预
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突出矛
盾调解处理优先介入，将问题和矛盾
及时化解。要保持“违法用地、违法
建设”查处高压态势，保持“零容忍”
态势，坚决打赢两违整治攻坚战，遏
制土地违法行为，守住耕地保护红
线，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

紧紧围绕惠济区“一核三带六园”
空间布局，聚焦惠济区生态、旅游、健
康、科技“四城联建”目标，依托沿黄生
态带的自然优势，全力打造惠济区的

“滨河生态经济强镇”，为建设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美丽惠济”贡
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