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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让沾着晨露的新鲜蔬菜
当天就能端上城市居民的餐桌；一条
路，让满怀希望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城
镇工作，实现家门口就业；一条路，让
偏远村庄的庄户人，抬脚就能登上公
交车；一条路，也让城里人方便地驱车
来到乡间田野，自由呼吸清新空气，享
受农家乐的怡然……

条条致富大路，修到农民心坎儿上，
座座连心桥，托起了农民艳阳天。

“星光大道”坦途奔富裕
“以前山上种的杏都运不出去，眼

睁睁看着落一地，现在好了，公路一修
好，整个村子都‘活络’起来，不仅杏不愁
卖了，山上其他小杂果也十分紧俏，村里
还准备发展观光农业呢！”辛店镇柿树行
村的村官赵君宝兴奋地说。

观音寺镇王行庄村“两委”班子带
着部分群众前段时间去山东考察了，

准备发展蔬菜大棚，村党支部书记乔
红俊说：“现在交通四通八达，运输成
本大大降低——这是我们决策的一项
重要依据。”

“要想富先修路。”新郑一直践行着这个
被实践一再检验证明正确的原理。截至
2010年年底，新郑已经有村道482条、乡道
87条，加上镇区道路等农村公路总长度达
1400多公里，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村村串、
桥相通、路相连”的农村公路网络格局。

“路桥为媒”共谱和谐曲
农村公路建设加快了农村信息传播

和对外交流，改变了农民群众传统的生
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使他们的精神面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农村公路的建设
也使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员干部在
为民办事、地方政府在为群众分忧。

人和寨桥的架通在当地可是件深得
民心的大事。

“我家亲戚就住在河对岸，几十年了，
眼看着对面就是过不去，如今桥通之后去
串亲戚就方便多了。”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
村一位村民满脸笑容。

原来辛店镇人和寨村与新村镇裴李岗
村分别位于双洎河的南北两岸。两个乡村
地域相邻，人缘相亲，但是却只能隔河相
望，群众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受到严
重制约，早日架通一座桥，成为两村村民的
共同心愿。

“以前我们到郑州，还得多绕20多里路，
180多米长的大桥修好后，节省了不少时间
呢。”辛店镇人和寨村村民王全国告诉记者。

桥通了，路顺了，车通了，心近了。你
听，在新郑的广大农村，村村通公交车让老
百姓大呼方便，60 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更
让老百姓大呼“高兴”。

“与路共舞”建养保畅通
绵延数公里的乡间道路整洁平坦，茂

盛笔挺的防护林排排林立，行走在新
郑的乡间，也许会忽视这里的道路一
直是那么整洁、那么平坦，偶尔出现
的路肩损坏，也会在第一时间修整完
毕。原来，新郑自有“高招”，那就是

“建养并重，加强队伍建设，健全农村
公路管理机构”。

老左是新郑市八千乡六护员管
理站的一员，他介绍说，六护员的主要
工作是护村庄、护道路、护井渠、护林
木、护电力和护土地，上岗之前都是经
过统一培训的，大家每天都要对所负
责辖区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立即解决
或上报相关部门处理。

据了解，新郑市每年拿出专项
资金用于公路日常养护，达到了全
市农村道路养护全覆盖。同时，新郑
市组建八千养护站、薛店养护站、观
音 寺 养 护 站 ，确 保“ 公 路 通 、人 心
畅”。

1400多公里农村公路载满惠农情

金黄色的丝瓜、伸头探脑的南瓜、
戴着小帽子的茄子、伸出“小手”的嫩香
菜……近日，记者在新郑市梨河镇敬老院
院子里看到别样的“菜园风光”。这些地
中“尤物”的旁边，一位“菜把式”正在菜地
里拾掇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提起谁是这片地上的种菜能手，老
人们异口同声地说是年过七旬的高国
群大爷。敬老院院长对记者介绍说：原
来这片空地曾是荒地，高大爷是一位聋
哑人，有一门种菜的好手艺，院民们把

荒地开垦了，于是高大爷就把心思放在
“伺候”菜上了。

“以前老高感觉自己做不了什么贡
献，所以不愿意与人交往，脾气也大，而现
在全院老人都吃着他种的菜，他每天都乐
呵呵的，还和我们这些院民们用手势比划
着交往了！”院民王世祥对记者说，“施肥、
松土、整畦、下种、浇水、掐尖打杈……老
高种菜确实很有一套，大家都称呼他为俺
院的‘菜把式’，许多附近村子的村民还跑
来向他学习咋种菜哩！”

老年公寓笑声多

每周日下午，新郑市的一些文艺爱好者就自发来到位于该
市新村镇的老年公寓——现代康乐园养老院，用精彩的表演为
老人们送去欢声笑语。

葡萄成熟迎宾客

位于龙湖镇杂果基地的葡萄陆续成熟，现已开园迎宾客了。
据了解，今年葡萄每亩将产7000~8000斤，每亩预计收入可达
20000多元。图为种植户在自家葡萄园里享受丰收的喜悦。

帮扶队上门服务

8月1日，来自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淅川县上集镇周岭村、
韦岭村的移民搬进新郑市郭店镇双岭移民新村。为使移民群众
尽快融入新生活，新郑市抽调市直部门和乡镇干部分包移民户，
及时帮助移民熟悉环境，让他们尽快适应这里的生产、生活习
惯。图为包户干部帮助移民搬家具。

移民搬新家

8月5日，淅川县金河镇山根村移民搬进了新郑市郭店镇，
图为包户干部给移民打扫新房子。

2008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的
贾长安成为梨河镇老观李村的村
官，担任村委主任助理。他那颗
在农村广袤土地上挥洒创业激情
的心从未停止“躁动”。

担任村官期间，在新郑市全民
创业的号召下，贾长安发现养奶牛
是个能使多方受益的路子：一则可
以将村里的秸秆变废为宝，做奶牛
的饲料；二则村里50岁以上的劳动
力不适宜外出打工，在家搞养殖对
他们来说是个赚钱的捷径；三则养
奶牛相比养猪养鸡风险小，一头奶
牛可产奶7~8年，之后牛还可以卖
钱，利用价值高，获利空间大。经过
多方考察和思考，贾长安认定这是
一条可带领村里群众致富的好路
子。2009年，贾长安在梨河镇党委

政府的支持下，贷款筹资20多万
元，买了20多头奶牛开始养殖。就
这样，贾长安成了大学生“牛倌”。

养奶牛技术是关键，贾长安
熟谙这个道理。忙完奶牛场的活，
他经常去村里文化大院的“农家书
屋”里泡着，学习养奶牛的知识。
远程教育平台上的养殖讲座他是
每期必听。询问专家，学习钻研，
贾长安慢慢掌握了养奶牛的技
术。“奶牛的繁殖、环境、营养等都
会影响到产奶量，所以这些都要做
到位。”贾长安奶牛场采用机械化、
科学化养殖，奶牛产奶稳量高产。

贾长安的奶牛场日益壮大，现
在已占地3亩，奶牛数量上升到近
40头。“两年时间，成本已经收回来
了，每年至少可以赢利10万元。”

贾长安兴奋地告诉记者。在他的
带动下，村里又有四五户村民加入
养奶牛的队伍。贾长安手把手交
给他们技术，并邀请畜牧局的专
家来给大家集中授课。现在村里
的奶牛养殖户都已和奶制品公司
签署了协议，产奶销路有了稳定
保障。“奶牛小区规模的日益壮
大，也带动了村里一个新兴行业
——加工运输秸秆。真是一人创
业，全村受益。”老观李村党支部
书记李书智说。

“下一步我将扩大养殖规模，
奶牛数量增加到100头。以后还
和村民们合作，成立奶牛养殖公
司。”在建设新农村实践中成为基
层致富领头雁的贾长安满怀信心
展望着他的“创业蓝图”。

“三农”小贴“三农”小贴士士

科学养猪小常识
科学养好猪的三要素是：适宜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初生仔

猪的适宜生长温度为34℃～35℃；3～4周龄仔猪的适宜生长温度
为 30℃左右；稍大仔猪的适宜生长温度为 20℃～23℃；成猪生长
的适宜温度为17℃～22℃。

在适宜气温下，猪胴体脂肪和瘦肉的生长正常，在高温和低
温的环境中，脂肪生长缓慢。因此，在饲养瘦肉猪时，应尽量给猪
创造适宜的温度环境。高温、高湿的条件会使猪增重变慢，且死
亡率高。

在低温、高湿条件下，猪体热量散发加剧，致使猪月增重减少
36％，产仔数减少28％，每公斤增重耗料增加10％。

光照温和且时间适度，对幼猪生长发育和成猪繁殖有利。幼
猪经常接触阳光，可增强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促进细胞增殖
和骨骼生长，提高发育速度。母猪常接触阳光，可加速卵细胞的
发育，提高繁殖力。但光照时间过长，易使猪活动量增加，对增重
有影响。此外，气流对猪的正常生育也有影响。猪舍内空气对流
良好，高温时可降温；如果气流流通不畅对猪不利，低温时，气流
带进寒气，对猪也不利。

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淅川县
上集镇周岭村、韦岭村的 119 户
471 名移民搬进新家已经一个多
星期了，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对
新的环境是否适应……近日，记
者来到新郑市郭店镇双岭移民
新村。

走进移民新村，一排排崭新
整齐的楼房诠释着移民全新的生
活：干净宽敞的水泥路纵横交错，
村委会、警务室、医疗卫生站、超
市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以前住的是平房，现在住的
是宽敞明亮的楼房；以前烧水做
饭靠柴火，现在用上了天然气；以
前靠大口井吃水，要用水桶挑，现
在用上了自来水；以前购物、看

病、孩子上学，一走就是 10 来公
里，现在骑摩托车一会儿就能到
医院。现在俺哩日子也‘上了一
层楼’啦！”移民陈铁群一谈起自
己的新家就高兴得合不拢嘴，
村里人这些天都在忙着装修房
子，很多村民觉得带来的旧家
具“配不上”这新房，纷纷订购了
新家具。

38 岁的李亚平是村里出了
名的致富能手，在淅川县时，村里
就有很多人跟着他做生意，来到
新家后，在布置新家的同时，他还
不忘创业。“我们新家这边交通实
在太方便了，离郑州近、离机场也
近，道路四通八达，等过几天考察
完市场后，我还会把我的生意做

下去。等我在这里站住脚了，再
带着村里人集体致富！”李亚平
满怀信心地说，“在新的家园开
创新的生活是一种挑战，但我们
会适应，只要勤劳，到哪里都能
生存发展。”

“新郑对俺们在这儿的生活
太照顾了，给俺村可多人介绍了
活干，像村里的周子林已经去富
士康公司上班了，周全成、李仲科
已经60多岁由于年纪大，干不了
重活，镇里就安排他们作为村里
的卫生保洁员，每月给他们发
400 块钱工资哩。”双岭移民新村
村干部周遂林告诉记者：“过段时
间，新郑还会给俺村举行移民就
业招聘会，真是太好了！”

“这儿 的 环 境 太 好 了 ，有 健 身
场所、超市、学校、卫生所……玩的
地方大得很，房子也漂亮！”近日，在
山东省莱西市后庄扶村，虽然酷暑
难耐，但新郑市孟庄镇城后马村的
群众代表们却很兴奋。原来，这是
新郑市城后马村的群众代表在外实
地考察“工作开展较早、较好”的新
型社区呢！

出外取真经 回家建家园
建造新型社区是为了整合土地资

源，更好更快地帮助群众致富，但是要
建新型社区，有些群众思想上“转不过
来弯”怎么办？

“刚开始有些村民接受不了，我们
工作队来了以后，讲政策，搞宣传，走
门 串 户 拉 家 常 ，努 力 做 好 各 项 工
作。”市民政局驻城后马村工作队副
队长郑国安说：“出外考察是我们工
作队策划的一个方案，为的是开阔
村民视野，把村子的未来更加形象
化地展现在村民面前。”

“通过这次工作队组织我们到
后庄扶村的实地考察，我们真是开
了眼界。”群众代表马三河道出了肺
腑之言，“现在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想
快点住上新房，也想为建设咱新家
掏力。”

村子即我家 村民即家人
村头垛的麦秸半夜一两点着火

了，工作队也赶到现场。
邻里纠纷、家长里短，工作队不管

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以丰富的工
作经验及时化解。

说起驻村队，村民们有太多的话。
“工作队不但在建设新农村上帮

助俺们村，在生活上也是处处都想着村民。”城后马村党
支部书记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下雨，村里有一户孤寡老
人的三间瓦房漏雨。得知这一情况后，工作队一起来到
老人家，协调后，及时盖了简易板房，让老人家住进去。”
当记者走进老人家里，谈起驻村工作队，老人激动得热泪
盈眶：“帮扶队真贴心啊，他们还说俺要在这儿住不习惯
了，就帮俺联系搬到敬老院。”

“我们始终牢记：我们是‘驻村’工作队，村子就是我
家，村民就是家人。”郑国安认真地说。

敬老院里的“菜把式”

新生活 新憧憬
——郭店镇双岭移民新村见闻

大学生“牛倌”
——记梨河镇老观李村村委主任助理贾长安

村官风采村官风采

交通事
业的发展为
新郑经济插
上了腾飞的
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