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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百家美丽乡村纪行

□

本报记者周海燕文
/

图

□

本报记者时秀敏杨柳
马保群程成

大美无形 低碳乡村

———商城县李集乡卜店村美丽乡村建设纪实

苍山叠翠，碧水绕村，蜿蜒曲
径通幽处；欣欣田野，灼灼红花，欢
乐农家迎客来， 在大别山脚下，她
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绽放出耀眼的
光芒———这就是商城县李集乡卜
店村。

自
2013

年以来，商城县李集乡
卜店村，在县委、县政府开展的“美
丽乡村、文明城镇、幸福商城”建设
中，秉持低碳理念，坚持环境调和、

环境利用和环境保护， 在突出主
题，连片打造的基础上，一个个居
民组似珍珠般串点连线、 辐射成
片， 村组美丽乡村建设遥相呼应。

如今， 集全县美丽乡村示范点、廉
洁乡村示范点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于一体，环境优美，乡风和美，生活
富美，百姓甜美的美丽乡村呼之欲
出。

在李集乡采访时，该乡党委书
记陈祖斌告诉记者，卜店村属浅山

丘陵区，这里四季分明，光照足，水
资源丰富， 既有利于喜温作物生
长，又有利于秋播作物过冬。由于
森林覆盖率达

75%

以上，境内动植
物种类众多，约近

1800

种。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卜店村始终秉持尊重
自然、保护生态的理念，大力开展
植树造林活动，积极实施蓝天碧水
工程，使这里成为远近悦来的天然
氧吧，养生福地。

俗话说，乡村美不美，规划是
先导。该乡在卜店村美丽乡村建设
中，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将美丽乡
村与乡村旅游、 民风民俗相结合，

与自然景观、 原始风貌相统一，既
体现现代农村之美，又能满足群众
生产生活所需。

卜店村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
展，关键在于他们始终贯彻“三个
坚持”。 即坚持城乡统筹， 协调推
动。以“三化”协调发展为统揽，在
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
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将美丽乡村

建设与生态村创建结合，引领发展
提升，与“三违”整治结合，带动形
象提升；与社区建设结合，实现品
位提升；与道德建设结合，带动文
明提升； 促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合理确定村庄布局、 功能定位，避
免盲目建设，探索出了“主题打造、

连片建设、自主管理”的美丽乡村
建设的“李集模式”。 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依托自然山水脉络，

尊重既有村庄格局，又保持乡村田
园风貌和固有特色，因地制宜完善
全村编制规划，在山区村组突出生
态宜居宜游，在公路沿线突出商品
物流经济示范，在学校、村部所在
地突出乡风文明建设，尽可能在原
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倾心打造属于自己的美丽乡村建
设特色，逐步形成“一组一景、多景
一区”的创建格局。目前，卜店村已
成功打造了“梦圆”丁瓦房、“福享”

巴家楼、“和美” 丁大庄、“德临”彭
小庄、“善至”彭家公馆五个美丽乡

村建设主题居民组，形成独具特色
的美丽乡村景观带。 坚持尊重规
律，循序渐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将“画饼”与“做饼”相结合，明
确远景方向和近期目标，优先推进
环境整治工作和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不搞大拆大建，逐步
完善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

,

使卜
店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体现出规划
全覆盖，要素全统筹，建设一盘棋
的鲜明特点。

人居环境整治是美丽乡村建
设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卜店村以群
众为主体， 通过广泛动员群众，充
分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
量，让昔日破旧的小山村焕发出崭
新的风采。

近年来，卜店村群众以家庭为
单位，从身边做起，为环境“除垢”，

为村容“梳妆”，广泛开展了“清洁
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活动，

自发拆除破旧厨房、猪圈、厕所
238

间， 断壁残垣
115

处， 粉刷墙面
32000

平方米，涂白行道树
33400

余
株，清理河道

14

条
9300

米，清除各类
小广告

2000

余处， 整治池塘
6

口，砌
筑景观建筑物

22

处， 卜店村丁瓦房
组成功人士甘宝红投资

50

余万元为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硬化公路

2

千
米，环境整治取得了墙净路平、树绿
水清、村容亮丽的明显效果。

在卜店村采访时，记者发现该
村各村民组景色迥异，村容村貌整
洁，绿化郁郁葱葱。据丁瓦房村民
组组长告诉记者，按照“一事一议”

政策， 村民组自发成立环卫工组
织，并坚持定期检查制度。为了让
山更青、水更绿、房更洁、路更净，

通过抓绿化、美化、亮化工程，该村
共栽植花木

20000

余株， 新铺绿地
500

余平方米，新建绿化小品
11

处；

墙体彩绘
4000

平方米，另外，新安
装太阳能路灯

42

盏，使整个村民组
美起来，绿起来，亮起来。

“精神文明建设，仅仅是美丽
乡村建设的一部分，重要的是美丽
乡村建设中的经济发展。” 李集乡
党委书记陈祖斌如是说。

近年来， 商城县李集乡党委、

乡政府利用卜店村自身资源优势，

着力发展多向型经济，不断推进产
业富民， 努力建设生活富美乡村。

卜店村自然资源丰富，在坚持传统
农业基础上，充分发挥“岸上猪鸡
鸭、水中鱼鳖虾、山上林果茶”的资
源优势， 并通过推动传统种植、养
殖业的发展，成为群众收入的重要
来源。同时，紧紧依托省道

S339

线
纵贯东西、沪陕高速横穿本乡的独
特区位优势，着力打好“物流牌”，

交通运输、小商品集散、水产品交
易为主的社区经济示范区初步形
成，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集聚、辐射
效应的放大，李集乡党委、乡政府
积极谋民生、帮民富，主动融入全
县大旅游格局。当前，卜店村休闲
垂钓应运而生， 观光农业正在酝
酿，休闲农业渐次规划，绿色经济
备受推崇。 今年

9

月
18

日该村第一
家美丽乡村农家乐热闹开张后宾
客盈门，乡村旅游初具雏形。从依
靠“输血”为主的外出务工经济，到
如今立足“造血”的多元型经济，卜
店村的发展走在了全乡的前面，

2014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8590

元。

濮公山下最美乡村的蜕变

濮公山，作为大别山最北端的
余脉，巍峨耸立在一马平川的息县
大地上，因苏东坡所书“东南第一
峰”和盛产珉玉而青史留名。濮公
山因此成为息县人千年的骄傲，濮
公山下的中渡店村更是被称为息
县的“小香港”。

然而，曾几何时，无序开采、过
度开采使这块钟灵毓秀之地变得
肢体破碎， 满目疮痍。“睡觉蒙住
脸，吃饭捂着碗，一年吃掉一块玉
制板” 成为中渡店人最真实的写
照，噩梦般的日子一度让这里荒凉
凋敝。

冬月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记
者又一次来到濮公山脚下，却见到
了一个焕然一新的中渡店村。

一
在息县濮公山管理区党委书

记夏明程看来，中渡店村的蜕变源
于濮公山的“一场变革”。

夏明程说，濮公山本是一座宝
山，其山石属灰岩矿，所产“息石
灰”是息县“三大宝”之一，曾成就
了当地水泥加工的支柱产业。然
而，山上无序无度的开采，不仅吃
掉了祖先和子孙后代的财富，而且
产生的祸害和隐患层出不穷，带来
的利益矛盾、环境矛盾、生态矛盾、

安全矛盾等一系列矛盾，更是使这
里纠纷迭起，争斗频发。

“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

2012

年年底，新一届县委、县政府
高瞻远瞩、宏观统筹，做出了关停
矿山开采，对濮公山区域进行综合
整治的科学决策。

但若干年来，濮公山附近十里
八村群众大多以矿山开采为生，他
们靠山吃山，深受其害却也安之若
素。尤其是濮公山上有

65

个采石班
组，铲车

55

部，空压机
162

部；仅碎
石场就有

28

家，铲车、挖掘机
98

部。

对他们叫停，谈何容易？

再大的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在中渡店村党支部书记朱俊
的印象中，几年来，他一直在做的
一件事就是不停地开会，党员干部
会、群众代表会、采石班组和碎石
场老板会、拆迁群众会、社会各界
人士会……各种各样的会，大大小
小的会，开了不下

200

场次。而开会
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统一思
想，为矿山转型群策群力。

“最艰难的是开各行各业的矿
区老板会议，

136

名老板，平均损失
都在

500

万元左右，对他们来说，这
是一场巨大的利益博弈，矛盾点之
多、矛盾面之宽可想而知。但关停
矿山铁板钉钉，必须做通这一部分
人的工作。”据朱俊介绍，那次会议
持续了一个多月，确切地说，是为
他们专门办起了培训班。

讲国家政策、讲矿山的过度开
采带来的巨大危害、讲矿山转型后
的美好前景……看到了政府干事
的决心， 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希望，

大家思想通了，气儿顺了。可大家
总得有饭吃！怎么办

?

矿山转型，百
废待兴， 必须建设出一个新天地。

于是，以修路、盖房为主业的“濮淮
矿山股份有限公司”诞生了，成员
就是

136

名曾经的矿区老板。

就这样，关停矿山、考察学习、

广泛座谈、科学规划……濮公山转
型发展的步伐稳健而迅疾。

二
矿山开采关停后的矿区人，出

路在哪里？

这个棘手的问题，在息县当政
者心里， 早已有了睿智的答案。从
县委、县政府到相关局委，从濮公
山管理区到中渡店村，大家很快形
成了共识，那就是：恢复矿山生态、

建设矿山公园，实现矿山“污染”型
经济向旅游服务“低碳”型经济转
型，重现“东南第一峰”的风采！

多年的开采在严重破坏濮公
山地形地貌的同时，也奇迹般地在

淮河岸边造就了一个独特的平原
大峡谷。昔日的濮公山，形成了相
对落差更大的悬崖陡壁， 站在谷
底，仰望四周，别有洞天。

如此难得的峡谷风貌成为濮
公山发展旅游业的新资源，也给了
河南省旅游发展研究院的设计师
们以灵感，以矿山公园为核心的濮
公山区域旅游发展空间规划很快
告罄，“中华第一县·东南第一峰”

这一形象定位更是赢得了一片喝
彩。

搬迁规划区里的群众，给他们
最好的安置！ 濮公山人变魔术一
般，短短两年时间，花园一样美丽
的清华园安居工程建成了。

与此同时，

8

公里的环山公路、

1.4

公里的濮公山大道通车了，投资
2000

万元的中心校和幼儿园投入
使用了，县特殊教育学校在这里落
户了，曾经“门前冷落车马稀”的中
渡店人气儿又旺了。

捷报也接踵而至：

2014

年年
底，项目总投资

1976

万元的濮公山
矿山恢复治理项目审批通过了；今
年
2

月， 作为我市唯一一家矿山公
园，息县濮公山省级矿产公园建设
资格正式获得省国土资源厅的批
准。濮公山“又一场变革”的帷幕已
然开启。

三
通衢大道直通小区，依丘陵地

势而建的幢幢楼房错落有致，小区
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绿树如茵，

别有一番韵致。这里正是中渡店人

的新家园———清华园安居工程小
区。

小区真不小，

44

幢新建的楼房
一眼望去蔚为壮观。 夏明程介绍，

这里已建成
840

套
16

万平方米的住
房， 小区和楼房规划立足高标准，

在全市也算超前，全部用于安置濮
公山转型建设的拆迁户。 目前，已
有
200

多户棚户区改造和拆迁户入
住。每户少则三五万元，多则七八
万元，就能搬进新居。对少数特困
户和残疾户，则采取减交或缓交政
策，让居者有其屋。

就近走进一户一楼的人家，主
人彭文根热情地迎了上来。

这是一套一楼附带车库的复
式套房，屋内空间宽敞明亮，装修
大气典雅，陈设考究温馨，现代化
的家电一应俱全。

“可不，经常有城里人来看俺
的房子！俺这房子

250

平方米，加上
车库，只花了

8

万元，主要是政府补
贴得多。”听到记者的赞叹，彭文根
充满了自豪，“过去和现在一个地
下一个天上，没法比！”

彭文根憧憬着矿山公园建好
后，他祖祖辈辈生活的中渡店就成
了旅游风景区、 名副其实的香饽
饽！到那时，全村人都能围绕旅游
来就业，那该是一幅最美的图景。

而眼下， 朱俊要考虑的是，怎
样让群众安居后能够乐业。

“矿山公园开工建设后，需要
大量工人进行建设，还有一部分人
成为美丽乡村的清洁员。但这还远

远不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
生活出路问题，在县里和濮管区的
支持下， 我们规划建设文化产业
园。这样，我们中渡店的美丽乡村
建设就有了产业支撑，就能实现科
学发展。”

据朱俊介绍，村里的文化产业
园里，已吸引了家具、柳编、电脑组
装等多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解
决了

200

多人的就业问题。其中，由
固始一家柳编企业创办的息县寰
宇工艺品有限公司依托息县丰富
的水杉资源，开发的木编产品全部
出口欧美、日本、韩国等地。木编生
产，老少皆宜，工作的时间和空间
不受限制，深受群众欢迎。

中渡店村得天独厚的沿淮优
势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还吸引了润
茂常林农业有限公司前来投资。公
司流转了

600

亩河滩地， 建设果蔬
采摘园， 目前已经栽植了

380

亩红
心猕猴桃、乌克兰樱桃、核桃、玫瑰
等品种丰富的果树和苗木。群众坐
收地租，还可以在采摘园里务工。

而已经建成的
1000

亩绿化林
带，更是要将这里变成美丽的大花
园。“安居在清华园， 乐业在产业
园，幸福人生在矿山公园”的美好
愿景正在这里变为现实。

东坡应无恙，当惊濮山殊。两
年后， 濮公山省级矿产公园揭碑
开园之时，让我们再次登顶“东南
第一峰”，观古息含烟，睹濮山夕
照，淮河漾舟，渔歌唱晚，此情何
怡哉

!

两延伸三提升

平桥区强力打造沿淮蔬菜产业带

本报讯 （许必莉） 今年以
来，为进一步加大“菜篮子”工程
建设力度，平桥区区委、区政府
以“两延伸、三提升”强力打造沿
淮蔬菜产业带。

该区一是在蔬菜产业的布
局上，由中部沿淮的平昌、长台、

甘岸、明港向东西两大岗的五里
镇、洋河、肖店、龙井、肖王、高梁
店和王岗等乡镇延伸，扩大蔬菜
种植规模和面积。二是由陆地蔬
菜向水生蔬菜

(

莲藕、水黄瓜等
)

和菌类延伸。在平昌关镇陈塘村
流转土地

1000

余亩种植莲藕，采
用无公害生产技术，基地莲藕亩
均产量达

3000

公斤至
4000

公斤，

实现产值
600

多万元。 长台关奥
吉特和奥祥特食用菌开发有限
公司

2014

年共生产鲜蘑菇
4260

吨，产值
5255.2

万元，销售收入
达
1.06

亿元。

在“三提升”方面，该区一是
种植科技水平提升。以甘岸办事
处二郎村繁高种植合作社和五
里镇怡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两
个蔬菜高产高效示范点为基点，

辐射带动东、西两大岗和中部沿

淮地区蔬菜生产面积逐步扩大。

示范点内节水灌溉、 反季节生
产、绿色防控、测土配方、遮阳网
应用等技术组装配套，科技含量
增高，效益增加，平均亩效益达

3

万元以上。 二是质量管理加强，

实现了蔬菜质量的提升。平桥区
加强蔬菜生产投入品的管理，开
展了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认
证、绿色食品认证、农产品农药
残留例行检测等工作，配合省市
农检中心对全区无公害蔬菜生
产基地抽检，共抽检蔬菜水果样
品
40

个，抽样合格率
100%

。三是
向加工方向转化， 提升综合效
益。在平昌、甘岸、长台等乡镇、

办事处开展豇豆加工。 在平昌、

彭家湾、胡店等乡镇开展红薯加
工，年生产粉条、粉皮等产品

300

多万公斤，增加附加值
6000

多万
元，拉长了产业链条，促进了农
民增收，提升了整体效益。

目前，全区沿淮蔬菜种植面
积扩大到

22.5

万亩，设施蔬菜生
产面积达到

8

万亩，总产量达
5

亿
公斤，产值达

6.5

亿元，农民增加
收入

8000

万元。

食用菌栽培应对雨雪天气管理措施

食用菌出菇期虽然需要一
定的空气湿度，但是长期处于阴
暗潮湿环境也不利于其生长，管
理不善会引起霉菌病害，遇上下
雪天还会引起低温冻害。 为此，

关于冬季雨雪天气如何管理大
棚，给广大菇农提出几条建议：

首先，控制湿度。连续阴雨
天气，要减少浇水量，必要时白
天掀开棚四周薄膜， 加强通风

3

小时至
4

小时，防止气温低、湿度
过大、通风不好引起杂菌感染。

其次，加固大棚。各种植户
在天气转冷之前要检测并加固
大棚骨架， 防止大雪压塌棚架，

带来不必要损失。

再次，保证棚温。虽然大多
食用菌有一定程度耐低温能力，

但是，受冻后菌棒的菌丝会不同
程度受到损伤。当气温低于零下
时，要及时关闭大棚门窗、修补
棚膜漏孔， 减少门窗开启次数。

棚顶盖上草帘、保温毡等增强棚
保温效果，同时，可以通过加温
等措施保持棚内温度。

最后，保持清洁。受冻害的
菌棒、死菇、耳基要及时进行清
理，防止菌棒感染霉菌烂棒。

□

市农科院龚凤萍

河区东双河镇彭洼村的徐艳梅一家是当地特困户，日前，该
镇响山农业生态园董事长杨继凤登门慰问。 为从根本上解决徐艳
梅家的生活困难， 响山农业生态园破例招收徐艳梅为长期合同工
并从工资待遇上给予特殊关照。 杨德建摄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本报讯（尚家存）今年以来，

商城县上石桥镇高度重视基层
党建工作，通过“三个强化”不断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强化制度建设。该镇除规范
健全支部“三会一课”制度、严格
执行组织生活会、党员活动日制
度、民主评议党员等党内各项制
度外，还在各村全面推行“四议
两公开”， 促进基层决策公开透

明；强化思想引领。该镇召开学
习会

40

余场，增强党员干部的政
治定力，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
戒、行有所止；强化村组干部能
力建设，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活动，增强村组干部的服务群
众意识，定期召开各村基层党建
检查和支部书记、村组织委员业
务学习培训会，提高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能力。

消防网格化显成效

本报讯（花孟新）近段时间，

商城县吴河乡把消防网格化建
设放在重要位置，在全乡实行包
干责任制，从而有效地杜绝了消
防事故发生。

该乡要求乡村干部深入到
各社区、村、街道重点部位、单位
商户等进行全面细致的排查摸
底登记工作，从源头上消除可能
发生的隐患。同时，该乡通过排
查辖区内灭火器材配备情况，进
一步完善主街道及超市、集中居

民区、 易燃物存放较多区域灭
火器、 消防栓及消防专用水管
的配备，规范部分群众用电、用
火、用油等操作，使得消防硬件
设施达标。另外，该乡还针对重
点场所、重点部位、重点地段定
期组织工作组排查安全隐患，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群众消
防意识及灭火逃生技能，对出现
不合规、不合法的情况，当场提
出整改意见， 并明确整改时限，

定期督查。

商城县李集乡卜店村丁大庄组美景

商城县
吴河乡

商城县
上石桥

中渡店村安居工程清华园小区一瞥。 时秀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