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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绕郝堂 乡村添诗意

———平桥区实施绿化工程助力“最美乡村”郝堂建设侧记

春天， 这里有金灿灿油菜花和红艳艳紫云英的夺目绚
烂；

夏天，这里有荷叶舞动的罗裙和稻田蛙鸣的诗情画意；

秋天，这里有笑开嘴的板栗和一串串橘红磨盘柿果的锦
绣华丽；

冬天，这里有漫天飞雪绽放的千树花开和梅香扑鼻的素
雅含蓄。

这就是郝堂村，中国“最美乡村”之一，一个紧邻信阳市
区的“市”外桃源，一个“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的乡村新貌
典范。这里的乡村建设基于“从感知到认知”的理念，从水系、

植物、动物、农田、建筑、生活、劳作等方面认知乡村景观意
象，以标志性的古树、流水与桥、屋顶与山墙体现中国传统乡
村景观。在这里你能够体验到清新洁净的乡村生态环境和悠
久的农耕文化，感受到淳朴的乡情乡味。同时也为逃避都市
喧嚣、摆脱都市疏离感的人们提供了满足感和踏实感。在这
里，大家真正地做到亲近大自然，有了真实的乡村体验，寻找
到了那种“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心灵归依。

作为平桥区农村可持续发展项目试点村，这里开展了很
多重塑乡土价值的试验，自然村落民居的科学规划，乡土文
明的开发传承，生活品质的提升。美，深入到了每一位村民的
心里。但无论如何，这里的美离不开点缀其间的各种本土果
树、乡间花草和水生植物，新型农村社区绿化工程的实施起
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2012

年以来，郝堂村连年被纳入平桥区林业生态建设新
型农村社区绿化工程范围，绿化规模和档次不断提升。几年
来，依据专家的规划，平桥区侧重乡土植物树种，这些植物是
长期为本地居民驯化、生活生产所用的传统植物。在这里栽
下的柿子、樱花、梨树、桃树、板栗、樱桃、腊梅、竹子等树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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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绿树绕城郭”、“小桥流水
人家”的豫南乡村朴素的记忆。

为了更好地保护郝堂村的森林资源，平桥区把郝堂村林
地纳入公益林进行管理，对村民开展保护森林资源和野生动
物资源的教育，提高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在郝堂村，平桥区
还设立了林业执法联络点，加大巡查保护力度，严厉打击盗
挖盗采林木行为；开展了古树名木普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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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株古树的树
高、树龄、胸径、冠幅、生长势态等进行登记，实施挂牌和护砌
保护，并根据树木的生长情况不定期进行护理，

2

株濒死的百
年枫杨被救治复壮，重现勃勃生机。正是这些以自然为本的
举措，更好的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未来，郝堂人将以他们勤劳的双手和激情，在秀美家园
的画卷上描绘出更美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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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于平桥的城市、乡村，给人印象最深的
是绿。从城区的绿地花草到环城森林，处处绿色
扑面、满目春色。平桥的美就来源于这些高浓度、

高品位的绿。

2013

年，平桥区启动了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活动，把绿化作为改造自然环境，装扮、美化城
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件大事来抓，坚持城
市建设与绿化同步，以园林绿化、广场绿化、道路
绿化和单位

(

居民
)

小区绿化为重点，不断扩大绿
量，提档升级，把森林引向城市，把园林引入街
道，努力构建“城在林中、道在绿中、居在园中、人
在画中”的城市绿化格局。

中心城区作为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的主
阵地， 平桥区在绿地建设上花了很大气力，继
2013

年城市建成区新增绿地面积
12

平方米之后，

2014

年， 平桥城市建成区将再增绿地面积
7

万平
方米。

———在庭院绿化上， 对已建单位见缝插绿，

新建单位则要求庭院绿地率不低于
40%

，新建小
区绿地率不低于

30%

。世界城、阳光花园、兴和
城、台北城上城、实训基地等单位和小区被浓浓
的绿意包围， 一大批单位和小区提升了绿化档
次，成功创建了省级和市级园林单位。

———在道路绿化上，坚持一街一景、一路一
貌的绿化原则，因路造景，因景配绿，实施见缝插
绿、立体绿化，因地制宜地在具备绿化条件的道
路和区域种植树木， 不断改善居民生活环境。高
标准建设完成了河南北两路、瑞孚大道、光明
路、平桥大道、平安大街、龙江大道、平中大街等
道路绿化工程。尤其是重点加强了国道、高速公
路等出入市口道路两侧绿化， 在城市道路路口、

节点部位、窗口地段，不断增加绿量，提高绿化档
次。

———在公园、游园建设上，进一步对平桥园、

世纪广场、迎宾广场等绿地改造提升；平西沟、电
西沟通过治理，建起了小游园，成为了社区居民
休憩的好去处；加强了震雷山公园和两河口湿地
公园的保护和管理， 完善了绿化及配套设施建
设，最大限度的保护现在植物群落，突出公园的
生态特色。

城内的绿景数不胜数， 城外的绿色同样怡
人。平桥区着力打造环城绿色生态圈，在城市周
边开展了大规模的造林绿化活动，形成了环抱城
区的绿色屏障；对沪陕高速公路、东大岗循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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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山公路等通道两侧视野范围内的小片荒
地和坡耕地进行绿化；对乡镇政府、村委会所在
地，以及新农村社区，以社区周围、公共场所、内
部道路和宅旁为重点进行组团式、立体化绿化美
化，大力发展优良乡土树种，改善了社区居民的
生活环境。

绿化美了城市，也让每一个生活在平桥的人
受益，更让绿色生活的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如今，

全区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积极投入到每年的全民
义务植树活动当中， 广植各类纪念林已蔚然成
风， 日益成为市民建设生态家园的自觉行动。区
党政领导在植树节期间带头义务植树已成制度，

多年来带领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先后在查山、

陆庙、震雷山、五里办事处等义务植树基地参加
义务植树活动。各乡镇也都建立了自己的义务植
树基地。党员纪念林、团员纪念林、“三八”纪念
林、青年林、碳汇林等各种形式的义务植树纪念
林遍布市区和城郊。 公民义务植树建卡率达到
95%

以上，每年全区参加义务植树的人数达
70

余
万人次，尽责率达

95%

。公共绿地认养、林木管护
抚育、以资代劳等义务植树活动持续开展，深入
人心。

作为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一个有效载体，做
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也是平桥区保护历史文化、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措施。

2013

年， 平桥区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通
知》，一方面组织人员开展了古树名木普查，对每
一棵古树名木的位置、树高、树龄、胸径、冠幅、立
地条件、生长势态、特征情况等进行登记，拍照保
存，数据电脑化管理，依据科研价值、历史价值、

生长情况、 纪念意义和点缀作用进行分级管理，

实施挂牌保护，设立围栏和保护标志。另一方面
是加强保护管理，对生长不良的古树名木组织组
织会诊，实施救护复壮。同时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力度，查处违法行为，禁止非法移植、买卖古树名
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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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21

日（甲午年二月廿一） 星期五 专版 责编：赵雪峰审读：苏鹏组版：江晨03

“无山不绿，有水皆清
,

四时花香，万壑
鸟鸣。”这是林业人的梦想，也是全社会共
同的追求。为了这个梦想，多年来，平桥区
坚持不懈地实施林业生态建设工程，极大
地改变了平桥的城乡面貌，广大市民享受
到了生态平桥建设带来的“绿色福利”。

绿满平桥，让数字说话。

2007

年，平
桥区有林地面积

38.6

万亩， 活立木蓄积
量
209.8

万立方米
,

森林覆盖率
13.89%

。截
至目前， 平桥区有林地面积已达

73.3

万
亩，森林覆盖率

26.05%

，活立木总蓄积量
260

万立方米。区内建成国家级湿地公园
1

处、省级自然保护区
1

处、省级森林公园
2

处、县级森林公园
1

处，区划界定国家和
省级重点公益林

17

万亩。 平桥区被评为
“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区）”、“国家级
生态示范区”、 “河南省林业生态县
（区）”、“河南省造林绿化先进县（区）”。

面对取得的成绩， 平桥区放眼未
来，以生态建设为主线，大力实施林业
生态建设提升工程，统筹生态建设和民
生改善，着力提升林业发展水平，不断
将林业推向追求生态宜居环境、兴林富
民的更高层次， 努力实现因林而绿、因
林而美、因林而富。

平桥区的西部山区山场面积大、土
质瘠薄、生态脆弱，是平桥区区划的重
要生态公益林区。历年来，为了改善这
一区域落后的生态面貌，平桥区投入了
大量的精力。

2011

年以来， 在科学调研
和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平桥区选择了具
有造林投入相对较低、耐瘠薄、抗病虫、

抗火灾、林地生产率高等特点的松栎混
交林，重点在西大岗的二十五里岗及天
目山自然保护区缓冲区营造以麻栎、栓
皮栎、火炬松、湿地松和马尾松为主的
针阔混交林，打造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
渡区最稳定的生态复合林型。 几年间，

平桥区仅在西大岗山区就成功“灭荒”

6

万余亩，栽植松树苗近
300

万株、麻栎和
油桐种子

26

万斤，直接提高森林覆盖率
2

个百分点。在西部山区造林过程中，平
桥区派出了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组织
了造林专业队，统一良种壮苗，严把栽
植关，有效提升了造林成功率，降低了
造林整地成本，稳固了造林成果，避免
了在西部山区重复造林的经济损失，坚
定了造林大户植树造林的信心和决心。

西大岗生态面貌的改变，仅仅是平桥
区实施林业生态建设提升工程的缩影，提
升工程带来更多的是传统林业向现代高
效林业的转变，是生态林业的升华。

为了进一步彰显林业特色， 平桥区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业，着力
推进特色产业扩容增量和提档升级，取
得了显著的效益。

2012

年，平桥区制定了

《花卉苗木产业发展规划》，以信正公路沿
线为核心，坚持多元化投资、多层次融合、

多品种发展，大力发展花卉苗木产业，规
划建设了玫瑰鲜切花为主的鲜切花片
区、大规格园林绿化苗木片区、小规格苗
木和造景植物片区、观花植物片区、观叶
植物片区、 古树名木盆景片区和南北珍
惜树种引种驯化栽植片区等七大园区，

马氏生态茶叶有限公司、 信阳凯信实业
有限公司、创意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万年
青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华林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 康宏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和春雨
花木合作社等

30

余家企业、 合作社进驻
园区，创建了自己的花卉苗木基地，一个
规模万亩以上的花卉苗木产业带正在形
成； 天目山周边缓冲地带的丘岗区和二
十五里岗砾石含量大于

30%

，年降雨量低
于
1000

毫米， 特定的土壤和地质条件适

合核桃栽植，平桥区转换传统思路，以项
目资金投入引领大户发展优质薄壳核桃
栽植， 核桃栽植以每年

2000

亩的速度发
展，形成了平桥区一个新的特色产业。

林业要持续发展， 产业富民是关
键。为此，平桥区以林业增效、林农增收
为目标， 选准发展林下经济这一着力
点，深挖森林潜力，不断将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林地的利用率、产出率
得到了提升。 在东大岗的退耕还林地，

笨篓禽业专业合作社、九牧生态养殖专
业合作社等一批合作社利用林间空地
散养了土鸡、猪、波尔山羊和当地土山
羊的杂交羊等，在林场内办起了规模化
的养殖场。山上植树种果、山下种田养
殖、山庄休闲娱乐已经成为当地造林大
户普遍的经营模式， 不仅促进了生态
游、农家乐的形成，还带动了森林旅游

和循环经济的发展， 一批绿色小康村、

绿色小康户蓬勃兴起。同时，林下经济
的发展，还解决了很大一批新造林前期
的管护费用和管护、抚育难题，使李学
斌、刘永义、胡成国、陈志军、何泽军等
一批林业大户体会到了发展林下经济
的好处，示范带动效果明显。

2013

年，平
桥区林下经济实现产值

9403.45

万元。

林业持续发展，更需要好的机制体
制保障。近年来，平桥区着力搭建和提升
林业发展的平台， 大力巩固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成果， 积极推动林权流转和林权
抵押贷款，引导建立林业专业合作组织，

持续开展“兴林杯”竞赛活动，激发了林
业发展活力， 带动了大户发展林业的积
极性， 吸引了很多外来的商人和外出创
业成功人士到平桥投资林业， 撬动了大
量的社会资金投入林业，高标准、大投入

建设了一批极具代表性的林业精品示范
工程， 促进了平桥区林业发展的档次进
一步提升。

2013

年以来，全区利用林权证
融资，投入

500

万元以上的大户就达到了
二十余户， 郝堂村的民居改造全部用的
是林权证抵押贷款， 龙井乡的信阳神舟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利用林权证，一
次性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抵押贷款达

5000

万元。 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 不仅促进了林地的流转和各种林业
生产要素的汇集， 还催生了一批林业专
业合作组织，在林农、林企之间架起了致
富桥梁。良辰种植专业合作社、春雨花木
专业合作社、笨篓禽业专业合作社、九牧
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氏生态茶叶专
业合作社等一批效益好、 规模大的林业
专业合作组织吸引了众多农户加入，形
成了互助、互补优势。截至目前，平桥区
已建立林业专业合作社

41

家， 合作社成
员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 以平桥区玫瑰
鲜切花产业发展为例，

2009

年，信阳凯信
实业有限公司在肖王乡投资兴建了金玫
瑰创业园， 带动当地村民成立了良辰种
植专业合作社， 吸引了众多农户加入了
合作社尝试玫瑰种植， 合作社则依托凯
信公司统一指导农户进行大棚建设、土
壤改良， 并无偿提供种苗， 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销售。合作社种植玫瑰成本是每
枝
4

角钱左右，市场批发价为
1.2

元
-1.5

元
之间，每亩地可种植花树

6000

株，每株年
均产花

12

支，亩产商品花
72000

支，一亩
地一年的产值能达到

7

万元左右，使加入
合作社的村民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绿色平桥，春意正浓。绿色发展的
道路上，

80

万勤劳的平桥人仍在不断勾
绘浓墨重彩的生态画卷，带来了更多生
命的绿色和丰收的喜悦， 一个绿满山
川、繁花似锦的生态之城正阔步走向更
加美好的明天！

（标题书法：赵雪峰）

———平桥区实施林业生态建设提升工程纪实

平桥区区委书记王继军（左二）深入郝堂村指导美丽乡村建设 平桥区区长柳自强（左二）陪同省、市林业部门领导调研林业产业

军民携手义务植树

救护郝堂百年古树

郝堂一景

本版文字、图片均由平桥区林业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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