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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百家美丽乡村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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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时秀敏杨柳
马保群程成

洪庄的别样之美
淮河岸边一个不到

3000

人的
偏僻村子，却吸引了远近十里八乡
的群众，因求学和经商的常住外来
人口达到

6000

多人。 岁尾年末，记
者慕名来到息县关店乡洪庄村，探
寻洪庄的别样之美。

清洁干净的水泥路、青翠亮丽
的绿化丛、 整齐有序的商贸集镇、

生机勃勃的理想学校……许多鲜
活的元素让记者眼前一亮。

“以前的洪庄，和现在没法比。

因为离乡镇集市很远，那时赶一趟
集就像进城。” 洪庄人自豪地说，

“现在呀，洪庄村不像一个村庄，更
像一个小镇，有自己的街道，有自
己的农民运动场，还有自己的村民
办事大厅，跟城市里一样。”

集市，正是洪庄的魅力所在。

1995

年，“缺金缺银，缺集镇”

的洪庄村开始建设农贸市场。如
今，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与洗礼，洪
庄村带动了一方经济， 成为一方
商品集散地和农村发展经济的支
点。每到逢集，这里人气爆棚，煞
是热闹。

“我们就是要给乡亲们营造一
个绿、亮、美、净、畅的宜居环境。”

洪庄村党支部书记彭明书告诉记
者，多年来，村两委利用国家的各
项惠农补贴政策、 一事一议政策
等，一步一步对村里的环境进行改
造。 村两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
村庄整体规划，合理布局，精心设
计，进行了硬化道路、安装路灯、绿
化街道两侧、拆除违章建筑等环境
综合整治，新建花池、栅栏

1000

余
米，沿路栽植花木

800

棵，安装太阳
能路灯

150

盏， 从根本上改变村容
村貌，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真正
落到实处。与此同时，依托土地平
整项目，平整土地、新打机井、开挖
大塘、疏通渠道，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

为维护好“美丽乡村”的崭新
面貌，洪庄村成立了街道管理委员
会，定岗定责，建立了长效监管机
制。每天上下午打扫道路、清理杂
物，村内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实现
全天保洁。

生活环境变美了，村民们就开
始追求高品质的精神生活。每当夜
幕降临，华灯闪烁，村民们都会到
广场上跳广场舞。“这日子过得滋

润着哩！”村民们感慨。

“现在洪庄集市真是好！周边
县乡村的老百姓都爱到这里买卖
东西。” 来自彭围孜村的张老板
说，“往年赶集， 遇到下雨下雪就
犯愁。道路泥泞，给我们摆摊带来
了很多不便。 现在路面硬化了，两
边的商铺也规范了，我们的买卖明
显好多了。”

72

岁的顾天德是临河乡杜围
孜村人，

1995

年他看出了洪庄集市
的火热势头

,

在洪庄村开了家诊所
,

20

年过去了，果然印证了他当初的
眼光，诊所的生意和声誉自然是没
话说， 他当初

2

万元买的临街门面
房也已增值到

50

万元。

“干净卫生、硬件设施完善的
集镇对农村人口起到了聚活作
用，也让乡亲们有了更大的消费市
场。如今洪庄四方通衢，集市繁荣，

我很看好。” 洪庄村原党支部书记
王国香总结说。 这位

62

岁的老人
有着超前的眼光和理念。 当初洪
庄建农贸市场就是他提出来的。洪
庄农贸市场的规划、报批、动工兴
建，每一项都有他的辛劳与汗水。

“市场是载体，集镇之路的繁荣发
展让人们相信，跟着村里是可以干

成事的。”

洪庄吸引人气的不仅仅是集
市。远近闻名的“关店理想学校”是
洪庄村的另一块金字招牌。

2006

年，从乡政府干部岗位上
退下来的王国香又做了一件让人
赞叹的事。他借资在洪庄办起了学
校。群众听说王国香办学，纷纷主
动出钱出力。

“由于以前农村基础设施落
后，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为了生
存和更好的发展， 都去了城里打
工。农村青壮年向城市转移，偌大
的村落里， 见到的只是老人和小
孩。随之产生的‘留守儿童’等问题
如何解决？于是，我想到要办一所
偏远农村中的理想学校，让农村的
孩子走上成人之道和成材之道。”

王国香说。

十年间，关店理想学校由最初

的小学发展为集幼儿园、 小学、初
中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校。学校人数
由建校初的

873

人上升至如今的
2800

多人。中招成绩多年位居同类
学校第一名。

“建设美丽乡村，是人们追求
美好生活的体现， 也是人们享受
幸福的体验。” “美丽乡村重在
‘美’字，就学、医疗、文化等方面
都要出众，要搞好民生，满足群众
的基本需求。”“美丽乡村建设很
重要的一条是要让村民观念、觉
悟有新的提高。 让更多的农民看
到希望，返回农村。”“这里的每一
位村民都会变得诚实、和善，享受
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一切美好生
活。”……王国香和彭明书两任村
支书对“美丽乡村”的种种见解让
人不由得不对洪庄村的未来充满
憧憬。

息县多措并举整合涉农资金
本报讯（龚静）近年来，息

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涉农资
金整合工作，全县各涉农单位相
互协调配合，充分调动群众的创
造性和积极性，以“中国生态主
食厨房”为战略发展目标，引导
和带动各类涉农资金投入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整合工
作的新路子。

坚持县级自主与上级支持
相结合。整合不同渠道下建设内
容相近、用途相同、明显交叉重
复的涉农资金。该县打破行业界
限、部门分割，将不同部门安排
用于基本农田和农田水利建设
的资金， 如高标准农田项目、小
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农村土
地整治项目等优化整合，发挥资
金集中投入的规模效应。

坚持整合资金的投入区域
与精准扶贫开发相结合。以全县
99

个贫困村为重点区域安排布
置项目， 整合涉农建设资金，培
育壮大扶贫攻坚带动支撑，达到
农村“路相通、渠相连、田成方、

林成荫、旱能浇、涝能排、粮食
丰、农民富”的效果，助推全县如
期完成减贫脱贫任务。

坚持整合资金的投入规模
与全县“十三五”规划相结合。该
县建立涉农资金

2016

年至
2020

年项目规划库，明确各年度整合
资金的范围和资金量（预计数）、

项目整合地点。 其中
2016

年至
2018

年， 按照脱贫工作计划，重
点向年度脱贫目标村安排项目
资金；

2019

年至
2020

年， 由贫困
村向周边进行辐射，形成集中连

片，同步发展。结合扶贫年度脱
贫目标委托有资质咨询机构统
一制定长期规划和年度整合方
案，使方案更具有科学性和可行
性。

坚持整合资金的投入内容
与主导产业发展相结合。在编制
年度项目实施方案的过程中，注
重建设高标准粮食产业基地，促
进优势主导产业的发展，使资金
整合更具有针对性。

坚持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
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推
动作用、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和
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调动农
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民间团
体等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参
与，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
的投入机制。

建章立制，确保成效。建立
资金管理机制。涉农整合资金建
立专户，专款专用，实行县级财
政报账制，项目实施单位根据工
程实施进度，填写《息县政府性
投资项目使用资金审批表》，经
项目主管部门申报意见，报县政
府分管领导审核，由县涉农资金
整合工作领导小组签批后，由财
政部门办理拨款手续，国库集中
支付。建立奖惩机制，激发各涉
农部门推进涉农资金整合的积
极性、创造性，落实项目实施主
体和责任主体，坚持“谁主管、谁
负责”原则，加大问责和责任追
究力度。 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

工程监理制和监督跟踪制、监督
抽查制， 确保涉农资金管理规
范，使用高效，运行安全。

河区东双河镇结
合自身发展实际， 提出
了美丽乡村建设分层次
推进的工作理念， 注重
城乡一体化发展， 持续
在镇村环境整治和特色
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实
效。去年，该镇成为河
区仅有的

2

个河南省美
丽宜居乡村建设试点乡
镇之一， 并顺利通过河
南省卫生乡镇创建检查
验收。 图为该镇刘畈村
美丽乡村一角。

见习记者潘家栋
通讯员王若然摄

优化结构促发展
本报讯（夏新宏）近年来，商

城县冯店乡以优化产业结构及
发展特色经济为抓手，通过优化
结构和发展特色经济有力地推
动了乡域经济发展。

该乡主动服务， 加强引导。

及时发布市场信息，因地制宜统
筹安排种植计划。根据商茯苓、

商天麻市场紧俏的实际， 及时
调整了中药材种植结构和比
例。 同时， 主动与金融部门沟
通， 帮助种植大户联系支农信
贷资金

20

余万元。 发挥合作社
的作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在
商城县古寨食用菌种植专业合

作社和湖北随州花菇种植合作
社的帮助指导下， 在九曲河村
建立花菇种植基地， 一次性种
植花菇

10

万袋； 连塘河村党支
部书记夏学应与群众夏道诚合
伙投资， 新建香菇种植基地一
个，种植香菇

8

万余棒，实现了
食用菌种植的规模种植。 搭建
信息平台， 实现特色产业资源
共享。由乡农业服务中心牵头，

组织郭店中药材、 古寨食用菌
种植合作社及种植大户建立信
息平台，适时发布市场、技术服
务信息， 增强全乡特色产业抵
御市场风险能力。

商城县
冯店乡

冬季油菜防冻措施
最近信阳温度降至

0℃

左右，

油菜正式进入越冬期。天气骤冷，

油菜需注意防冻， 尤其当气温低
于
0℃

，容易出现霜冻、冰冻，对油
菜造成各种伤害。 信阳作为河南
省油菜主要种植区， 为减少低温
霜冻、冰冻对油菜的不利影响，必
须采取必要的冬季油菜防冻措
施：

1.

早施苗肥，重施腊肥，增施
磷钾肥， 为越冬培育壮苗防冻和
来年开花提供充足营养。

2.

培土
壅根防冻害。

3.

灌水增湿防冻。

4.

喷施调节剂。对播栽早、长势旺、

有徒长趋势的油菜田， 在越冬前
喷施多效唑、烯效唑，可以预防或
减轻冻害。

5.

摘除早薹早花防冻。

6.

清沟沥水防渍害，在行株间用
稻草、 谷壳或其它作物秸秆铺盖
在油菜行间，提高地表层温度，可
减轻冻害直接侵袭。 也可在寒潮
来临前， 在油菜叶面上撒一层谷
壳、草木灰、火土灰等，可以防止
叶片受冻。

党员学习交流亮点纷呈
本报讯（邢永画李婷婷）

近段时间，淮滨县栏杆办事处党
员学习交流亮点纷呈。该办事处
建立机关微信群，拓宽党员学习
交流平台，机关、村干部

108

名党
员入群， 在安排交流工作的同
时， 发布上级关于基层党建工
作重大部署等内容

5000

余条。

开展“每周一课”活动。每周二
下午机关党员轮流上台讲课，

从班子成员布置工作转变为点

题让同志汇报工作。开展“民情
日记”活动。党员干部人手一本
民情日记， 带着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下基层， 在指导基层党
员学习工作的同时， 及时解决
了各类问题

32

件。 创新形式开
展党委中心组学习， 将学习范
围拓展到股级干部和支部书记，

并将学习与现场观摩教育相结
合，到淮河博物馆等现场进行观
摩教育

4

次。

淮滨县
栏杆

发挥优势彰显特色

长竹园乡积极打造美丽乡村
本报讯（杨锡冰）自美丽乡村

建设开展以来，商城县长竹园乡还
青山绿水之秀， 绘富民强乡之图，

倾力打造美丽乡村、文明村镇。

打造精品亮点。 该乡明确把
S216

省道沿线六个村作为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村，明确各村发展定位，以
“自然张花店”、“宜居汪冲”、“幸福
武畈”、“绿色肖畈”、“生态两河口”、

“和谐上峰山”为目标，重点投入、重

点打造、重点推动，使之成为省道线
上串连的“六颗明珠”，带动其他村
逐步发展。重点在垃圾清理、绿化亮
化硬化、乱点整治、公共设施建设及
长效机制的建立上下功夫， 快速推
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配
合改造社区小公园、村级文化园、群
众休闲园等服务设施， 确保环境整
治更彻底，综合改造出成效。

建立长效机制。充分利用“一

事一议”和以奖代补等形式实施美
丽村庄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长效
机制。 各村成立了村民理事会、群
众代表大会和村民监事会等组织，

形成资金监管有专人、政策公开有
专题和监督解释有专责。以《商城
县文明公约》为蓝本，制定出一系
列规章制度，严格“十有十无”标准
的要求，细化量化工作指标，实行
每月自评和督查相结合，每季互评

和抽查相结合，实现农村环境管理
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注重生态保护。立足生态旅游
优势，坚持科学规划建村、整治环
境美村、特色产业富村、改进民风
兴村，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
要求发展。大力实施以“六改四普
及”和“三绿化一处理”为主要内容
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高效生
态农业，以特色农业为重点，使现

代农业成为农民就业创业的重要
领域； 对农家乐经营者进行培训，

进一步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丰富
服务内容，完善服务设施；深入挖
掘农耕文化，增加文化元素，将民
间传统艺术搬到美丽乡村建设的
舞台，以求“富”与“美”的相互促
进，相互结合。牢固树立生态环保
理念，保持农村特有风貌，体现原
生态本土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