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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褪色兴三产

“宋砦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美”
沧海桑田，宋砦人恍若一梦：曾经阡陌纵横的土地

上，已不见一棵庄稼；以前视麦苗如生命的“老把式们”，
迷上了种花草。这种变化让过去的记忆更加醇厚，也让
新一代更振奋于美好的未来。

实施乡村振兴，一直是宋砦人的荣光与梦想。按下
“快捷键”，回放“路线图”，我们不禁为宋砦人敢为天下先
的一次次探索之旅所折服。

1987年，被群众推选为村经联社主任的宋丰年，组织
村里一批人赴辽宁营口参观学习，买回了一大批葡萄幼
苗进行试种。1988年的秋天，几百亩葡萄硕果盈枝，亩产
1500公斤，收益破万元。

这一步，宋砦人可以说整整领先了 30年：别人“以粮
为纲”，宋砦就种水果；别人跟风种水果，宋砦开始上工
业；别人扎堆上工业，宋砦转型搞“三产”。

每一次转型，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巨大博弈；每一
次“变道”，也都在直面质疑与忍痛割爱中诞生。

1996年，在不少地方乡镇企业大干快上的时候，宋砦
毅然下马了8个污染大的“明星企业”。之后数年，曾经风
靡全省的20多个村办企业相继离场。

对此，宋丰年悟得很彻底，想得很明白，说得很实在：
“环境都污染了，宋砦人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了，发展经
济有啥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后来的实践证明，小宋
砦有大智慧：正是砍掉了这些不宜在城市兴办的污染企
业，才使宋砦早早甩掉了包袱，走上了环境保护与商贸发
展齐头并进的新路。

由工业转三产，宋砦能干点啥？如何让村民富裕之
路更稳固？2000年年初，宋砦人到沿海寻找答案。几次
考察后，宋砦敏锐抓住郑州北部没有机电市场的机遇，利
用“第二家园”的底商兴建丰乐五金机电市场，让每户村
民都拥有100多平方米的商铺。“既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
租给别人，旱涝保丰收。”村民朱广田说。

弘润华夏大酒店，更以其大气典雅的设计风格和细
腻独特的服务理念，迅速成为郑州市北区的标志性高端
酒店。在三产领域大显身手的宋砦，一度成了全市的风
向标。

一切华章皆为过往。实施乡村振兴，只有最好，没有
更好。对此，宋丰年说：“对标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宋砦
一定要持之以恒，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这张卷子书写得更有生气，更有生
机，更有活力，而宋砦人的初心永远不会变，那就是，我
们宋砦的党员干部，仍将‘站着为老百姓撑伞，躺下给老
百姓当牛’，带着群众奋斗，一起向着更加美好的新宋砦
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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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时代 宋砦交出乡村振兴新答卷宋砦交出乡村振兴新答卷

海至尽头天作岸，山临绝顶我为峰。

在广袤中原的4万多个村庄里，位于郑州北郊的

宋砦堪称“神奇”的一个。

它是如此“不起眼”，占地不足一千亩，在全国的

版图上找不到，全省的地图上也只是一个“点”。

但它又是如此光彩夺目，早早戴上“全国文明

村”“全国十佳小康村”的桂冠。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70年的波澜壮阔，沐浴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洗礼，宋砦始终勇立潮头，并在新的时代绽

放出更璀璨的光芒，交出一张新时代优秀的“答卷”！

这张新时代优秀答卷，抒写着基层党建的高质

量风采，充满着乡村振兴的大写意，写满了跳动的

“大数据”，映衬出百姓安居乐业的欢快笑脸：

——人均纯收入上世八十年代初不足 600 元，

去年增长到8万多元，一个人顶过去一个村；

——改革开放初期，村级集体经济几乎空白，如

今村民户均资产突破1000万元，提前实现共同富裕；

——曾经远近闻名的贫困村，现在是全国大名

鼎鼎的“小康村”、河南有名的“明星村”。

而惊人的契合点还在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且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原

则是，“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

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

宜、循序渐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砦之路与这

一理念高度契合。这也是这张新时代优秀答卷的权

威注脚！

在建党98周年到来之际，和着喜迎新中国70华

诞的欢庆鼓点，记者走进宋砦，感悟宋砦人的幸福感、

获得感，分享、探寻宋砦乡村振兴的新擘画、新气息。

乡村振兴舒展美丽画卷

“宋砦人的脸上，都开着一朵向阳花”
现场是最好的教科书，细节是最传神的点睛之笔。
在宋砦，记者发现，很多标识跟“丰”有关。丰乐路、

丰乐园、丰乐五金机电市场……
丰收、丰裕、丰衣足食，这既是祖祖辈辈宋砦人对美

好生活的简单向往，也是宋砦在改革开放中早已实现的
“小目标”。

“现在宋砦富得多有名，以前就穷得多有名。”78岁
的村民朱恪杰说，“改革开放前连粗粮都吃不饱，现在
俺村是饭店挨饭店，超市连超市，不出村就能‘吃遍全
国’。”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在宋砦村自办的四星级酒
店——弘润华夏大酒店里，一楼小吃城常年有100多种
美食供客人享用，涵盖全国各地风味。

相较于朱恪杰对“口腹之欲”的满足，朱全乐的追求
“略高一筹”。曾在生产队开过手扶拖拉机的他，早些年
最大的“梦想”是能开上“屁股冒烟”的小汽车。如今，不
但自己开上了，全村人也都开上了。

走进宋砦村的“第一家园”，犹如进了一个没有“车
模”的车展现场：从经济型到舒适型，从国产的到合资
的，从两驱的到四驱的，让人眼花缭乱。截至目前，宋砦
村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300台。

汽车延伸了人的双腿，开放的宋砦人走得更远。本
来是年轻人视为时尚的旅游远足，在宋砦却是老年人的

“家常便饭”。
2003年，闲下来的朱恪杰想到海南看一看，一开始

只通知了三四个老伙计，没想到第二天竟来了四十多号
人。回来之后，在大伙的“撺掇”下，朱恪杰干脆成立了
老年体育协会，主要“业务”有两个，一个是健身，一个就
是旅游——每年组织五六次健身比赛、集体旅游，成了
协会的日常事务。

生活好了，心情美了，宋砦人的健康水准也直线飙
升。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前村里 60岁的老
人都少见，70岁以上的更是凤毛麟角；去年，重阳节村里
办长寿宴，60岁以上老人坐满了整整一个大厅，七八十
岁的也有一大把。

老有所乐，60岁以上老人享受各种保障；壮有所业，
丰乐五金机电市场红红火火；幼有所教，全体宋砦村民
享受 12年义务教育。如今的宋砦村，俨然一个幸福的
大家庭。

村民宋云龙平常喜好舞文弄墨，他的一句话“四两
拨千斤”：“党的好政策就像阳光，让宋砦每个人脸上都
开出一朵向阳花，美得很！”

“宋砦没秘密，要说有，就是始终
坚持听党话、跟党走”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令人赞叹的成就背后，有一个

数字不容忽视：40年来，宋砦的常住
人口保持在 800 人左右，但党员数
量从 1978 年的 3 个，增长到现在的
110个。

“宋砦没秘密，要说有，那就是始
终坚持听党话、跟党走，为群众谋福
祉。”一手缔造了这段传奇的“宋砦功
臣”、全国人大代表、村党总支书记宋
丰年道出了它背后的分量。

没错，“宋砦版本”的新时代乡村
振兴优秀答卷，基层党组织的坚强堡
垒作用鲜亮、硬气。

宋砦党员队伍不断壮大的过
程，也是党的基层组织功能和作用
不断发挥的过程。“听党话、跟党走，
永远不要掉队”，是宋砦群众朴素的
表达。

在党组织建设中，宋砦党总支坚
持做到“五有”，即：有一个坚决贯彻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拓进
取，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群众拥
护的党支部；有一个能够团结带领群
众，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解难，与群众

共谋发展、共渡难关的领导班子；有
一支始终站在改革前列，在改革和发
展过程中经得起困难和风险考验，发
挥出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队伍；有一
个适新应变，有利于发展的党建工作
机制；有一种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
精神风貌。正是“五有”，确保宋砦党
建“组织健全、工作正常、活动经常、
作用明显”。

“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
站着要给百姓当伞，躺下要给百姓当
牛！”在宋砦村，这两条出自宋丰年之
口的“金句”春风化雨，浸润心中。

“站着给百姓当伞”，就是要用
自己的模范行动高高地撑起共产党
员崇高形象的“伞”，暴风雨来了，
有人帮他们遮挡，让群众“学”能看
到榜样，“干”能找到带头人；有了困
难，能有人依靠；有了冤屈，能有人
主持正义。

“躺下给百姓当牛”，心里装着群
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
切为了群众；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
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
事，永远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群
众服务的老黄牛。

宋丰年的话不仅他自己身体力

行，而且也成为宋砦全体干部和党员
为人做事的准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
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
民民主的真谛。”

在实施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宋砦
村始终把高质量党建与“有事好商
量”这条朴素的真理“绑定”，而且一
以贯之，夯实基层党建从传统的行政
管制到日臻完善的村民自治。

宋砦领导班子认为，民主就是大
家的事商量着办，调动村民积极性是
最大的民主。一方面，村委会自己组
建了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物业管理
队伍，对辖区全体居民在房屋维修、
水电通讯、治安保卫、家政服务等方
面实行全方位、全天候的服务；另一
方面，宋砦充分发扬民主，把村里的
所有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都让群众集
体参与，通过召开全体会议等形式让
大家广泛讨论，并把诸如分配方案、
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改革方案等重要
事项，一一张榜公布，由村民代表大
会决定进退取舍。

党建引领，村民自治，使得宋砦
这个美好家园，彰显实力，充满活力，
散发魅力。

“融入城市，宋砦的日子越来越
好”

如果说党的建设高质量是乡村
振兴的“必答题”，那么，推动经济发
展 高 质 量 则 是 自 然 成 章 的“ 加 分
题”。在宋砦人交出的这份优秀答卷
里，充满着他们勇立潮头，敢为人先，
快人一拍的音符。

在全省城镇化的大潮里，宋砦无
疑是先行者——这里高楼林立、商铺
琳琅，除了飘扬着党旗的村委会老
楼，农村的痕迹已被改革开放的如椽
大笔悉数抹去。

与一些“城中村”截然不同，宋砦
融入城市的进程不是被裹挟，而是求
主动。宋砦村通过自主经营、多次调
整，实现了由村到城的华丽嬗变。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宋砦村无
偿为郑州市政建设提供土地 400多
亩，在全市率先实现水电气暖“四
通”——如今人们熟知的丰乐路、博
颂路、索凌路、天明路等多条道路，在

宋砦辖区段均是宋砦人早先一步自
主修建的主干道。这既为当年宋砦
的工业化发展打下基础，也为后来的
整体城镇化练好了“内功”。

上世纪末，有感于周围村庄“盖
了拆、拆了盖”，浪费资源又杂乱无
章，宋砦村党总支带领村民统一规
划、全民参与，建设了全新的居民小
区。正是得益于土地、规划等手续规
范，设计科学合理。2007年，宋砦人
全部领到了市房管局颁发的房产
证。这个被称作“孤本”的城镇化改
造案例，为宋砦的共同富裕打下了坚
实基础。

但宋丰年和村党总支一班人深
知，乡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除了

“硬件”接轨，更重要的是“软件”融
入。为此，宋砦在提升村民素质，提
升乡风文明上狠下功夫。

——党员连群众，道德同提升。
村党总支要求，每个党员都与村民定
点联系、全面“包干”，并签订公民道

德合同，定期评选劳动模范、好妯娌、
好媳妇等，全方位提高群众思想文化
素质。

—— 教 育 为 依 托 ，人 才 增 后
劲。适应新形势，必须有一批有文
化、素质高、见识广的优秀人才。为
此，宋砦兴办了优质的幼儿园和小
学，率先普及了至高中的 12年义务
教育，考上大学有奖励，并支持年轻
人出国深造。目前，一批学历高、观
念新、能力强的年轻人，已经挑起了
宋砦的大梁。

——法治做基石，长治又久安。
2016 年，宋砦拿出弘润华夏酒店的
一整层，建成了纯公益性的村办法治
展览馆，发起并连续承办了三届法治
河南乡村论坛。长期在商海纵横的
宋砦人当然知道，这牺牲了多少经济
利益；但他们更明白，这是一笔“划
算”的投入。正如宋丰年所说，学法、
尊法、懂法、守法、用法，才能让已经
富裕起来的宋砦走得更远。

高质量党建是乡村振兴的硬支撑

乡村振兴蝶变

班子成员规划宋砦未来班子成员规划宋砦未来

宋砦法治展览馆揭牌仪式宋砦法治展览馆揭牌仪式

宋砦村每年一度的宋砦村每年一度的““百寿宴百寿宴””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美轮美奂的弘润大厦美轮美奂的弘润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