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在人气：规划产业富村民

虽已过了盛夏时节，村

里荷塘内的荷花依然亭亭玉

立。荷塘边，卖莲子的村民吆

喝着竹筐内新鲜的莲蓬，笑

容满面。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

头。 低头弄莲子， 莲子清如

水。”用古诗中的词句来形容

当地的莲蓬丰收之景再合适

不过。

“今年夏天，村里的莲塘

喜获丰收。 最近， 来此赏荷

花 、 品莲子的游人络绎不

绝。”杨亚军说，这对于信北

的农村是件稀罕事。

原来， 这些都得益于政

府对莲藕种植的大力引导和

扶持。去年，村里成立了莲缘

种植合作社， 合作社不仅给

种莲的农民提供技术， 而且

还帮助收购他们卖剩的莲

子， 加上第一年政府对藕种

的扶持， 村民的收入高出了

很多。

发展才是硬道理， 没有

产业的支撑， 群众的口袋鼓

不起来， 美丽乡村终究只是

一件华丽的外衣。 基于这一

认识， 当地政府始终把发展

大特色产业作为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的核心。

新集村优良耕地多、林

地多、水面广、水源足。在遵

循自然发展规律、 切实保护

农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新

集围绕农村生态经济、 生态

人居、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

发展生态特色农业， 展示出

农村农业生态特色。

去年

10

月， 新集集中流

转承包近

600

亩土地，通过平

整土地、修渠挖塘，极大地提

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时，

结合打造美丽乡村的要求，

引导大户种植大片高产油

菜、优良稻谷、经济林果、花

卉苗木、无公害蔬菜、水面养

殖等。

今年村里还将实施新集

冯庄高效农业产业化项目，

集中打造风景长廊， 建设油

菜、紫云英、荷花观光带，生

态农业观光园及林果采摘

园；推行绿色生态产业链，开

办特色农家饭、垂钓园等，以

吸引周边城市居民观光旅

游、休闲度假。

此外， 新集还通过建设

跨河大桥、河道治理，对村南

小明河进行治理， 进一步丰

富村内的自然风光； 在农民

旧房基础上， 改造出农家书

屋、村供销社、小卖部、农家

院等富有特色的各式建筑，

吸引游客参观、体验。

没有乡村之美， 何来明

港之美。以规划为引领、彰显

特色、统筹发展，明港镇紧紧

围绕办好寄宿制小学， 提高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质量和生

活质量的主题，以“不改变原

始风貌，通过改造原有住房，

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加强村

民垃圾分类意识”为理念，全

力把新集打造成为具有人文

特色的美丽乡村示范点。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

不在深，有龙则灵。如今的新

集， 正成为明港镇最璀璨的

明珠，变得越来越“绿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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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十载 绽放信阳

第十届豫商大会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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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桥区明港镇走出特色美丽乡村之路

□

本报记者 郭 靖

“南有郝堂，北有新集。”在宜居之城信阳，郝堂村、新集村，位于信

阳市平桥区一南一北， 不同的建设风格造就了同样的美丽； 不一样的

“美丽理念”却同样惹得游人醉乡里。

穿过苍翠的山岗，寻着淡雅的荷香，记者慕名来到这个“醉人”的美

丽乡村———平桥区明港镇新集村。 在满目苍翠的美景中穿行， 记者面

前，一幅幅乡村画卷渐次展开：

碧绿的荷塘里，荷叶田田，荷风送爽；街旁溪沟内，清水淙淙，大街

小巷干干净净；红砖石瓦、土坯小屋，一栋栋古朴的农家小院，散落在青

山绿水间，勾勒出如画的田园美景。

“过去是荒草房、土泥路、垃圾遍布，许多破屋无人住；现在是整洁

房、石子路，门前有花、院后有树，城里人来了都不想走。”说这话时，明港

镇镇长刘光金笑容满面。

2014

年，明港镇以新集村为示范点，大力推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工作，以提高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质量和生活质量为主题，

加大环境整治，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从众多村民和干部的口中，更让记者感受到这

里因美丽乡村建设焕发的魅力。

美在底气：改善环境靓家园

新集村地处明港镇西部，距镇区约

5

公

里，人口聚集，有

13

个村民组，人口

2586

人。

第一次来新集的人可能无法想象，这

里曾经“垃圾无处去、污水到处流”， 这个

大别山下的普通村落曾和众多的豫南村庄

一样，闭塞、贫穷，青年外出、老人孩子留

守，许多民居都成了荒废的老屋舍。

近年来， 信阳市农村环境整治工程开

始向农村环境污染“开刀”，着力改善农村

生活环境。为治理农村环境，明港镇全面实

施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活动，努

力实现“三无一规划一眼净”目标。

作为示范点， 新集建设美丽乡村从垃

圾分类回收开始， 投资近

30

万在村南建设

一座资源分类中心， 坚持每日把村子的垃

圾进行统一收集、分拣整理，实现垃圾变废

为宝，走出了一条示范引领之路。

“农田秸秆、瓜果皮、烂菜、剩饭……属

于可分解的生产、生活有机废料，均可入池

沤肥， 产生天然有机肥重新投入农业生产

中。”

“村里各路口设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分类垃圾箱 ， 村内每个商店门口都挂放

着旧电池回收箱，由政府补贴商户 ，前期

推行了一节电池兑换一瓶矿泉水的举

措，鼓励人们将废旧电池送回收箱 ，避免

污染。”

“镇政府还为每家每户配发了竹编垃

圾分类筐

2

个，引导农户垃圾分类从家庭做

起，每日由包户保洁员收集垃圾，运送到村

资源分类中心进行分拣。”

这是当地干部杨亚军的一番描述。归

类回收后，垃圾“组团”踏上了良性循环再

利用之旅，屋前屋后的垃圾少了，整个村的

面貌也焕然一新。

如今的新集变了模样， 村民环境卫生

意识也随之明显提高。

村民孙建华说：“现在我们村环境好多

了

,

看见有垃圾村民都会主动捡起丢到垃

圾箱里，村里也多了保洁员，自己门前的小

路修好了，自己没事也打扫整理，我觉得村

里人的卫生意识是提高了。”

环境在变， 农村在变， 村民的生活也

在变。 这样的变化只是明港镇美丽乡村建

设的一个缩影。去年至今，明港镇朝着“宜

居、宜业、宜游”的目标，围绕农村基础设施

和农村公共服务，对水、电、路、气、生态绿

化等多个方面进行完善提质。

为方便群众出行，明港镇硬化、整修进

村道路

10

余公里，新建设跨河大桥一座，在

农民门前铺装近

1500

平方米石子景观路，

全面启动农村安全饮水、改水改厕、沼气入

户等工程，并新建垃圾分类中心一座，科学

处理生活垃圾。

同时，为改观农村破旧面貌，还启动旧

房改造， 镇政府组织农民依照豫南民居风

格改造房屋，鼓励农民新建、改造房屋。目

前，仅新集村就新建房屋

5

户，改造房屋

10

余户，修缮各式建筑

30

多处，新集南北街美

化效果初显。

美在朝气：扩建学校留民心

沿着整洁的街道而行， 一座崭新的学

校呈现在记者眼前， 这里是一个对新集来

说颇具知名度更具重要意义的地方———平

桥区明港镇新集小学。

这是当地新扩建的一所留守儿童学

校。同其他农村一样，由于大批进城“淘金”

的农民工，新集村里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

这些留守儿童父爱、 母爱和教育缺失等问

题的出现， 带来了多年未能解决的社会问

题。新集学校的创办，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

天，也为孩子们带来大爱的天堂。

新集小学创建于

2011

年， 其创办人是

当地早已家喻户晓的名人张立培。 一听有

人来访，他热情地领着一行人边参观边说，

“这里以前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出现今天

的可喜局面， 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

支持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大力帮助。”

2014

年， 明港镇将新集小学改扩建工

程列入明港镇“十件惠民实事”。如今，一幢

幢教学楼、学生宿舍、教师安居房、学生餐

厅已拔地而起。

目前， 这里的在校生已发展到近

400

人，吸纳了新集及兰店、雷寨、冯庄等周边

乡镇的留守儿童前来入学， 解决了当地外

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

刘光金告诉记者：“新集村就是依托留

守儿童学校，通过恢复乡村教育功能，来实

现复兴文化、复兴村庄，把新集村打造成美

丽乡村建设的新亮点、休闲旅游的新景点，

探索出了特色的美丽乡村之路。”

随着建设美丽乡村工程的推进， 村里

还建起了乡村图书馆、妇女之家、儿童快乐

家园等文化活动场所。

在村子街道的另一边，一个家庭式农家

书屋成为村民们日常文化生活的好去处。来

到这里，村民们可以阅读到各种书籍。

记者在书屋看到， 几个书架满满当当

地摆上了各种各类的书籍，文学、农技、历

史等一应俱全， 书屋还专门开辟一个休息

场所，布置了板凳、茶几，陈设了一些自然

古朴的木雕，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村口处，由红砖、石磨、石滚等废弃材

料设计而成的文化小广场，也成了村民津

津乐道的好去处。“建起小广场后，这里经

常有艺术表演，大家都喜欢聚集在这里看

演出 ，村里人之间的交流多了 ，村民的精

神面貌也不一样了。” 塘角小卖部的村民

老吴说。

采莲蓬

小广场文艺汇演

村图书馆

村容整洁

垃圾分类

荷景

幸福农家

妇女之家

新集留守儿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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