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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村‘美容’了，环境好了，吃过饭没事到

这园里转转，跟城里的公园一样，孩子们在这儿玩的

可高兴了!”5月10日，在商酒务镇何庄村，该村党支部

书记说。

如今，何庄村的道路硬化了，路灯亮了，实施了燃

气入户工程，建起了 3 个主题游园，又开展了垃圾处

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等工作，扮靓了何庄的“颜

值”，提升了何庄的乡村“气质”。

现在何庄村的双拥公园呈现出一派生

机盎然的美丽画面。公园的中央是老磨

盘、老石碾、旧门墩围起来的休闲圆桌，

在圆桌的四周是用废旧砖头围成的小

花坛，花坛里的绿植、花朵在微风中轻

轻摇摆，仿佛在向游人招手。游园的

南面是何庄村村史文化墙，记录着何庄

村的历史文化。游园西侧的宣传画，讲

述着郑州战役、开封战役等红色文化故事。

据了解，1948 年 4 月至 11 月，刘伯承、邓

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率

领加强后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司令部、中原

野战军司令部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商酒务

镇北张庄、何庄等村驻扎。

“我镇在打造村级游园时，充分挖掘各村的历史

文化，赋予每个游园不同的主题。”商酒务镇负责人介

绍道，游园建起来了，民心也更顺了，各项工作也更好

开展了。

近年来，商酒务镇以“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美

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巧用力、小投入，废物利用改善

人居环境。他们狠抓农村道路建设、垃圾处理、生活污

水处理、乡村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收到了明显成效。

此外，该镇注重文化挖掘，连线联片，打造人居环境示范

带。把中原局、司令部、政治部、情报处、八一会址充分

融合，打造柳林、石碑洼、何庄、皂角树、水牛里、张庄人

居环境红色旅游线路示范带。利用“百企帮百村”帮扶

资金，对武岗、犁湾沟、焦楼村人居环境进行全面提

升。近日，该镇被授予“2020年第一季度平顶山市人

居环境整体推进乡镇”。 （柳真真 郭旭昭）

商酒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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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杨庄镇湛河源湿地公园莲

花池里，种植工人凭着熟练的动作，将

盆里的莲种一颗一颗斜植入淤泥里。

“下莲种时要先将根部入泥，株距

控制在1.3米左右，泥少的地方不好控

制，干得时间长了，规律自己就总结出

来了。”37岁的种植工人钮巧粉边干边

笑着说。

“莲藕的栽植时间一般在每年的3

月中旬到5月初，受天气影响，今年莲

藕栽植比往年稍迟，不过莲藕长得很

快，你看有的莲叶已经露出来了，6 月

份就能开花了。”湛河源莲花湿地景区

技术员张小东介绍说。

湛河源莲花湿地景区位于县城东南

3公里与平顶山新城区交汇处，占地面积

约1.33平方公里，是以莲藕种植、水产养

殖、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农业观光项目。

该景区目前已投资 1500 万元，种植睡

莲、食用莲、观赏莲等10余个品种800余

亩，发展了湛河源牌莲藕汁、荷叶茶、生

态莲子等莲藕产业链，套养了各种鱼类、

小龙虾、大闸蟹等水产品供垂钓，开发了

水上乐园、儿童素质拓展训练基地等。

景区往年高峰期日接待量高达数万人

次，年综合利润达700余万元，提供500余人的就业岗位。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随着湛河源上游治理的提档升

级，景区也抢抓机遇，加大投资力度，完善基础设施配

套，丰富了景区内涵，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便利的交

通位置，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韩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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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位于大营镇四村北坡丘陵地上的花卉

苗木基地里一派忙碌景象：村民三五人一组，整地、浇

水、修剪树苗……

“多亏了驻村工作队郑队长帮俺想办法、请专家、

寻销路，为我们四村找到了这条脱贫致富路，让这石头

地里生‘金子’。”四村党支部书记魏国强说。

魏国强所说的郑队长，是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郑

旭宏，花卉苗木种植就是他为村里新引进的产业项目。

四村位于丘陵地带，有村民498户2386人，人均耕

地面积仅0.5亩，土地较为贫瘠，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

为主。人多地少，种地收入少，贫困户脱贫有难度。

2018年5月，驻村工作队进驻四村。郑旭宏带领

工作队员深入走访调研，与村“两委”干部探讨，积极寻

找适合本村的脱贫路子。

2019年4月，在郑旭宏的积极动员下，村“两委”干

部和群众出资20万元注册成立宝丰民润农民专业合

作社，131户村民以土地入股形式成为合作社“股东”，

流转土地900亩种植花生，每亩比以前种植小麦、玉米

等一般农作物增收350元。

经过考察，郑旭宏了解到，随着美丽乡村和国土绿

化建设的持续深入发展，花卉苗木种植市场前景广

阔。为避免盲目种植，郑旭宏邀请市园林服务中心科

研所的苗木专家到村提取土样，化验分析，确定苗木种

类。工作队组织村民代表到许昌市鄢陵县、南阳市卧

龙区等地的花卉苗木基地学习种植管护技术，考察市

场前景。市园林服务中心也表示，基地的苗木将按市

场价收购，让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今年4月，郑旭宏多方筹措资金10余万元，用于花

卉苗木基地建设。4月20日，基地开工后，郑旭宏每天

盯在工地上，实地测量苗圃数据，帮助绘制施工图纸，

购置了喷灌、滴灌、水肥一体机等设备，指导施工种

植。目前，基地已种植樱桃树、桃树、梨树和风景树1.8

万余棵，种植月季3.2万株、红叶石楠3万株，3万株金

森女贞即将种植完毕。

“我今年62岁了，外出打工工作不好找，也没法照

顾家，现在在基地干活，还能照看孙子、孙女。”正在基

地给月季苗浇水的贫困户王艳霞高兴地说。

目前，合作社为55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9人。如今，全村41户贫困户已脱贫35户。

“成立合作社，农民以土地入股，保底分红是一项

收入，在基地务工又可以增加一份收入。”郑旭宏介绍

说，基地全部建成后，年产值将达上百万元。

目前，大营镇加大了对花卉、苗木种植产业的支持

力度，将对有种植意愿的群众免费培训种植技术；同

时，将以水果采摘、花卉观赏为特色发展乡村旅游业，

带动更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绿色发展前景无限，我们不仅要确保按时完成脱

贫摘帽任务，更要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郑旭宏信心

满满地说。 （巫鹏）

丘陵地种花育苗 石头缝植绿生“金”
——大营镇四村扎根薄地寻找脱贫致富路

“我们的汽车脚垫款式新颖、价格

合理、安全环保，采用全新的制作工艺，

让脚垫与汽车‘严丝合缝’，受到车友们

的欢迎。”近日，在闹店镇靳李村的汽车

脚垫加工厂里，该村80后创业者关许鹏

向笔者介绍。

现年32岁的关许鹏是闹店镇靳李

村村民，2019 年之前一直经营网吧生

意，伴随着汽车日渐成为普通百姓日常

代步工具，他瞄准了汽车脚垫生意。通

过实地考察，他在山东一家公司学习了

相关技术，并于2019年9月在村上开起

了汽车脚垫加工厂。由于他的产品物

美价廉、安全环保，很快便与70多家汽

车内饰售卖店达成了合作意向，产品销

往郑州、南阳等省内城市，还远销山东、

江苏等省，月利润达三万余元。

作为一名80后创业者，关许鹏不但

自己赚到了钱，还带动了村内8名剩余

劳动力实现了就业。“我每天把孩子们

送到学校后就来厂里上班，一个月能挣

2000 元左右的工资，活不累，能照顾孩

子，找到这个活我很满意！”在脚垫加工

厂打工的靳李村村民何锐开心地说。

订单有了，利润也有了，关许鹏又

有了新想法，他决定通过线上销售来扩

大规模，他在抖音上开通了自己的店

铺，实现线上销售和线下生产融合经

营。

“我们加工厂单纯生

产汽车脚垫，依靠实体渠

道 营 销 覆 盖 面 极 其 有

限。在网上销售后，产品

可以直面客户，不仅利润

空间拉大，培养固定客户

群更直接方便。”关许鹏

信心十足地说。（王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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