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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已在全市铺开。然而，除了城市创建轰轰烈烈外，乡镇创建又如何呢？

4

月
29

日，记者
随机采访了河区部分乡镇发现：有些乡镇环境卫生令人担忧———

河区谭家河乡脏、乱、差严重

本报讯（记者张勇马保群）一边是
青山如黛流水潺潺，一边是垃圾满地杂乱无
序。

4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左右，记者来到河区
谭家河乡，看到两种不同的景观形成鲜明的
对比。

车一驶入
S224

省道信应公路谭家河大
桥南端， 记者发现公路变成了集贸市场。卖
小吃、水果、蔬菜的商贩在路边搭着简易的
棚子占路叫卖，不仅影响交通，而且遗留下
大量的垃圾。在这个“集贸市场”东边的一大
片空地上，有人在焚烧垃圾，看见记者在拍
照，这人赶紧挖土填埋焚烧物。

进入谭家河集镇，记者发现街道旁边堆
放着垃圾无人清理。街道小桥头树立的一块
牌子破破烂烂，牌子下面的草丛中堆着很多
垃圾，塑料袋、烟盒、饮料瓶等很刺眼。而小
桥南面的一处垃圾池破烂不堪，垃圾散落在

池子外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难闻的臭
味。附近群众告诉记者，这些垃圾已经堆放
很长时间了，好长时间都没人管理了。当记
者问及前段时间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时乡里
有没有管理时，一位居民很激动，他告诉记
者，那段时间，乡里几乎天天有人管。可创建
成功了，就根本没有人管理了。难道，干部搞
工作就是给上级看的吗？在进入河区谭家
河乡桥西边，一位个体户说

:

“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确实给我市乡镇基础设施及环境带来
了极大变化，我们举双手赞成。但是，创建不
能只刮一阵风。如果这样，真正受害的还是
老百姓。”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没有发现集镇
上有人清理垃圾， 也没见到标准的垃圾池。

一个环南湾湖的茶乡乡镇， 垃圾缘何这么
多？本报将继续关注。

编者按：

2014

年
7

月
7

日，河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省农村普遍开展一次积存垃圾清
理行动，实现村庄无垃圾堆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

道路两侧干净卫生，力争
2014

年年底前完成任务。

《意见》下发近一年时间，我市乡镇人居环境整治得如何？从即日起，本报推出“打
造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系列报道。本报记者将深入各乡镇明察暗访，报道脏乱差，

弘扬真善美，以期促进我市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助力魅力信阳建设。

继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以后， 全市
上下又积极投身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然而，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仍有少
数基层乡镇党政干部， 仅仅把创建工作视
为城市的事，因而忽略乡镇创建，这种观点
是极其错误的！

不仅如此，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全国
城市综合类评比中含金量最高、 创建难度

最大的一项工作，以创卫成功为基础，更以
提升创卫层次、改善民生为目标。

如果只是走走过场应付检查的话，过不
了多久，脏乱差又会恢复原貌。这就要求政
府承担起主要职责，建管结合，将利于环境
改善的好的做法坚持下去，杜绝创建一阵风
式行动， 打好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保卫
战”，才能打造出全国文明城市品牌。占据省道的“集贸市场”。 张勇摄 集镇小桥头草丛中散落的垃圾。张勇摄

无人问津的露天垃圾池。 本报记者张勇摄

创建不是一阵风

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马保群

回乡，就要为乡亲做点事情

———访信阳普华农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袁波

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 喝茶的惬意，

千言万语话不清、道不明，甚至可以说“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对于一个热衷茶的人
而言， 既能每天享受喝茶带来的惬意，还
能靠此赚钱，从品茗的“喝茶是茶”的境界
而言，如鲁迅所言，喝茶是种“清福”，也不
过如此。

5

月
3

日， 记者利用假日来到信阳

普华农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访了公司
董事长袁波。谈起茶，帅气而直爽的袁波
直奔主题，他告诉记者，“茶”字拆开即“人
在草木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几度冷
暖，几许纷繁，如一盏茶水，苦如茶，香亦
如茶。泡一杯好茶来喝，是人生中一件简
单且容易享受的乐事，一茶一境，一叶一
韵，幽雅闲逸，静心，悦己。说起茶，他如痴
如醉。

作为信阳普华农林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的袁波，既是罗山县朱堂乡普华
林产品协会会长，也是罗山县朱堂乡普华
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和村里的其他同
龄人一样，他打小就有个梦想：早日走出
自己打柴、放牛的山沟沟，告别祖祖辈辈
沿袭而来的穷苦生活。

1993

年
12

月， 他应
征入伍，

4

年的军旅生涯不仅磨砺了他的
筋骨，更是锤炼了他的意志，成为他日后
的“资本”。从部队复员以后，他就像许许
多多打工者一样开始了自己的“淘金”之
路。他曾卖过苦力，摆过地摊，还曾因为找
不到工作在北京的立交桥下睡了一个月。

胸有追求不怕苦， 抱定了改变生活的目
标，就不怕生活的磨炼。

1998

年，也就是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
候， 一个偶然的机遇让他淘得人生的第
一桶金。当时，在长春打工的他发现，信
阳有许多商人将信阳野山菌卖到全国许
多都市大酒店作特色餐饮———野生菌
汤。他想，为什么不能把家乡的信阳毛尖

像信阳野山菌一样，采取集中的方式销售
呢？于是，

2000

年，他就在北京马连道茶
城开了一家信阳毛尖批发部。

2001

年，信
阳毛尖茶入住长春市东北景泰茶城。就
是这样，靠着诚信，靠着勤劳，他把信阳
毛尖做到了北京及东北市场，并逐渐被北
方人认可。

谈起为什么要回乡投资兴业？袁波告
诉记者：“我在外边忙着经商挣钱的时候，

家乡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党的惠民政策
好，老百姓也富裕起来了，小楼拔地而起，

村村都通了公路，就连过去的荒山野岭也
有外地老板来投资建厂， 开发石材。

2005

年，当我再次回到老家，用投资者的目光
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乡时，我才发现家乡很
美：山明水秀，风景如画，土地肥沃，种啥
长啥。用老人家的话讲，插根扁担在地上，

都能长出叶子。难道这么好的地方就不能
干出点事业吗？于是，从

2006

年至
2008

年，

我先后注册成立了信阳普华农林开发有
限公司及信阳普华农林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经过几年的打拼，如今，我的公司不仅
有了自己的茶叶生产基地，而且公司先后
被评为‘信阳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
业’。目前，公司生产的‘鑫沐元’牌信阳毛
尖， 不仅获得国家安全生产许可

ＱＳ

认证，

而且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武汉、郑州等
２０

多个大中城市。”

谈起这几年的发展经历，袁波说：“企
业发展的关键，靠的是资源优势。茶叶要
走出大山进入市场，首先要充分利用资源
优势，搞规模化种植。一花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我从小家里很穷，没少得
到乡里乡亲的帮助， 做人不能忘本。

2006

年
3

月我公司以竞标的方式取得了朱堂乡
马鞍石林场

35

年期土地承包及经营权。该
林场面积为

2460

亩，原属集体所有，因长
期乱砍滥伐，已是灌木丛生。公司聘请相
关专家对林场的气候、土壤、水文等因素
进行综合考察，决定以茶叶、杉树为主，划
区开发，梯带种植，建立人工生态园。公司
现有茶园

1200

亩，杉树
8

万棵。为了顺应三

农产业发展的需求， 公司于
2009

年
1

月份
注册成立了罗山县朱堂乡普华林产品协
会，现有会员

76

人，采取‘公司加农户’的
模式，实行小群体，大规模的发展模式。去
年
８

月，公司又与十多位农户签订了合同，

获得了
1000

多亩荒山土地的使用权和经
营权，计划用来种植油茶。要发展高效农
业，就要推动绿色养殖。

2009

年
2

月，公司
又注册成立了罗山县朱堂乡普华养殖专
业合作社，现有会员

28

人，同样是采用‘公
司加农户’的模式。合作社有专业技术人
员
1

人，专门从事技术指导和疾病防治。所
有饲料统一购买，这样，既保证了质量又
节约了成本。在营销上，合作社与上海、张
家港等几个地方的经销商签订了供销合
同，既满足了市场需求，又免去了养殖户
的后顾之忧。合作社还鼓励中大型养殖户
承包水库和池塘，将鸡粪、猪粪发酵后喂
鱼，既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又减少了农
业污染。 合作社在实现绿色养殖的基础
上，又强化了行业自律规范，推动了行业
的组织建设和跨越式发展。”

茶如人生，第一道茶苦如生命，第二
道茶香如爱情，第三道茶淡如清风，一杯
清茶，三味一生，人生犹如茶一样，或浓烈
或清淡，都要去细细地品味。深入细致地
品茶，就像品味漫漫人生一样。想起袁波
的这席话，再回想袁波的人生轨迹，记者
忽然发现，一个人，只要淡薄名利，就会无
悔人生。袁波的人生不就是如此吗？

绘就美丽新画卷
本报讯

(

张锋
)

结合全县
开展的“美丽乡村、文明城镇、

幸福商城”建设活动，商城县
河凤桥乡田湾村通过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整合各部门资金
及群众自筹资金

1460

万元，申
请国家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
迁资金

331

万元， 加快社区工
程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
施和服务设施，助推美丽乡村
建设深入开展。

通过整合项目资金，新修
乡村水泥路

11.5

公里；新建村

卫生室
6

间
140

平方米；新建村
便民服务中心

6

间
150

平方米；

新建文体广场
600

平方米；新
建绿化带

5000

平方米。该村村
容、村貌、卫生条件明显改善，

全村群众的精神面貌大为改
善，田湾村美化家园，崇尚文
明的新风尚不断深入人心。田
湾社区逐渐被打造为该县的
“三个市级试点社区之一”和
“美丽乡村示范村”。

2014

年，

田湾村获省级扶贫开发整村
推进示范村荣誉称号。

村容整洁生态美
本报讯（记者孟磊）今

年以来，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
处以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为
契机，以“推进跨越发展，建
设美丽栏杆”为目标，以“村
庄布局协调美， 村容整洁生
态美，村强民富生活美，村风
文明身心美， 村稳民安和谐
美”为标准，全力推进新型城
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

以点带面多角度推进。该
办事处以王湾、 范岗

2

个村为
美丽乡村建设样板村，按照基
础先行、 功能完善的原则，多
元化投入，全力加快村庄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四通”项
目建设，全面完成了户户通自
来水、通硬化道路、通宽带网
络、通有线电视等工程。开展

“整洁庭院”活动，完善村级服
务功能。

打造环境整洁亮点村。该
办事处全力打造了王湾、范
岗、塘南、立新等

13

个生态文
明村，目前已投入资金

40

余万
元对各村进行了高标准绿化。

该办事处编制了产业富民规
划， 提出走发展现代生态农
业之路，建成无公害蔬菜园、

水景产业园和洪河故道生态
观光园以及万亩农业产业集
聚区。

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该
办事处充实环卫队伍， 投资
100

余万元在
16

个村新建垃圾
池（房）

106

个，使农村垃圾实
现了“组收集、村集中、办事处
转运、县处理”的目标。

及时防治小麦穗期蚜虫

蚜虫是我市小麦生长期
的主要害虫， 小麦抽穗后，蚜
虫多集中在茎、 叶和穗部为
害，以成若蚜刺吸汁液，并排
泄蜜露，影响植株的呼吸和光
合作用， 被害处呈浅黄色斑
点，严重时叶片发黄，甚至整
株枯死。穗期为害，造成麦穗
灌浆不足，秕粒增多，千粒重
下降，严重影响小麦产量和品
质。

近期随着气温迅速升高，

降水偏少，我市部分麦田蚜虫
虫口密度迅速上升，当前蚜虫
表现为普遍率较高，部分田块
虫量大，且增殖速度快。据

4

月
15

日至
26

日调查：平均百株蚜
量
561

头，最高达
2357

头。预计

我市今年小麦蚜虫为中度偏
重发生年，对达到防治指标的
麦田开展防治刻不容缓，以压
低虫口密度，控制其危害。

防治指标： 百株蚜量
500

头， 天敌与蚜虫比在
1

：

150

以
上。

防治方法： 每亩可选用
25%

吡蚜酮可湿性粉剂
30

克、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有效成分
3

克、 啶虫脒乳油有效成分
1.2

克等药剂，兑水
40

公斤至
50

公
斤均匀喷雾，严重的田块可以
适当增加用药量。

农技推广
近年来，河区东双河镇付河村通过培育农村科技示范户等形式，大力推进

樱桃产业发展，全村农户每年樱桃收入上万元，种植樱桃大户收入可达
10

万元。图
为农户正在采摘樱桃。 本报记者孟磊摄

化解矛盾促和谐

本报讯（曾楠）为有效预防和
化解辖区各类矛盾纠纷和信访突
出问题， 确保全镇社会和谐稳定。

连日来，罗山县东铺镇认真开展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该镇重点对农村建房、土地承
包经营纠纷、家庭邻里纠纷和劳资
纠纷等信访突出问题及可能引发

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出来的矛盾
纠纷，逐一建立工作台账，综合运
用调解、教育、疏导等多种方法，使
矛盾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据统计，

自
4

月中旬以来， 该镇共排查矛盾
纠纷

6

起，现场化解
4

起，其余两起
正在调处中。

农家书屋香四溢

本报讯（王进履刘晶）

“现在这书屋真是个休闲、学习
的好地方，既能够增长知识，又
能充实空闲时间， 的确是俺致
富的加油站。”平桥区甘岸办事
处二郎村部文化室里， 前来自
学“充电”的村民一说起农家书

屋就赞不绝口。

据了解， 二郎村农家书屋是
在平桥区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创
办起来的， 村里整合资源购进有
关设备，使农家书屋更加红火。同
时村里坚持每月开展一次留守儿
童读书活动。

□

本报记者祁倩

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商城县
河凤桥

淮滨县
栏杆

□

市农科院王强

明察暗访看人居环境

平桥区
甘岸

罗山县
东铺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