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笔者在石桥镇邢庄村看到，大街小巷宽

敞干净整洁，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各家各户门前小

菜园里的时令蔬菜，郁郁葱葱，煞是喜人。

今年以来，邢庄村强力推进人居环境改善工

作，种植各类花草4000余棵，各类果树2000余棵，

绿化面积60余亩。三步一景、五步一画，如今的邢

庄成了改善人居环境工作的模范村、样板村。

郭亚旭 摄影报道

11月28日，记者走进张八桥镇姚店铺村食用菌产

业园内，只见百余座大棚次序排开、整齐划一,棚内，香

菇、白玉木耳、玉皇蘑、灵芝等食用菌长势喜人。

“除了原有的香菇，其余的都是我们今年试种的

新品种，不久就可以上市销售。”姚店铺村党支部书

记徐桂玲边走边自豪地介绍，“这边是规划出的共享

菜园，那一片是向日葵观光园和正在建设的是葡萄

观光长廊……”

徐桂玲的自豪自有底气。近几年来，姚店铺村

按照“支部引路、党员带路、产业铺路”的思路，以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为先导，带领村民大力发展绿色环

保的食用菌产业，实现了“全民入股、人人分红，致富

路上不落一人”。

姚店铺村位于张八桥镇北部，交通便利，曾是宛洛

古道上的一个驿站，由于历史原因逐渐没落。“空占着

好资源，但是没资金、没项目、没经验，村里长期发展不

起来。”谈起村子的创业史，徐桂玲感触颇深。

穷则思变。徐桂玲多次组织村干部和村民外出取

经，最终决定发展香菇。徐桂玲带头投资的同时，动员

全村68名党员入股，在去年年初成立村办企业，以每

亩每年1000元的标准流转村民土地，建起10个大棚。

李秀霞是姚店铺村贫困户，一家四口生活拮据。

村里的企业刚成立，她便将家里的两亩地流转过去，自

己到大棚务工，负责装袋、采摘等。“土地每年租金2000

元，我每月还能挣差不多2000元。”李秀霞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蘑菇伞”绽放在脱贫路上，像李

秀霞一样，本村及周边有40多户贫困人员在园区稳定

就业，采摘旺季有更多临时工帮忙。采菇、键菇和剪根

的都是女工，由于干活细致，使得香菇品相好，吸引了

不少湖北、浙江等地客商前来批购。

香菇销路逐渐打开，村里又鼓励村民成立宝成种

植合作社，并逐渐将全部村民吸收为社员，将香菇种植

园扩大为150多亩，包括80多座出菇大棚和12座养菌

大棚，预计明年总产值可突破1000万元，集体经济受

益50多万元，辐射带动200余人就业。

当天，姚店铺村的一处作坊内，工人们正忙着加工

香菇酱和香菇干。徐桂玲介绍，村里在售鲜品的基础

上，摸索着开发香菇的延伸产品，并且规划了厂房，注

册了季鲜纯商标，正准备购置设备，进行工厂化生产。今年的“双11”，让徐

桂玲感受到网络的力量。她开始谋划利用农村淘宝、网络代购等平台，为

小香菇插上电商“翅膀”，让更多产品走出去。

为提高农业附加值，姚店铺村依托香菇产业园，又规划出特色农产品

商业中心步行街，修复郑家旧宅，建设葡萄长廊和向日葵园，致力于打造集

种植采摘、观光旅游、休闲体验、食用菌产品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菌标准化

生产示范基地和农业旅游观光园。

“等明年向日葵盛开的时候，这一大片都是黄灿灿的，特别漂亮，肯定

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到时候你再来俺村看看，俺们的日子肯定更红

火。”徐桂玲笑着说。 （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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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定点倒，定时运，每天有专人负责，还有

志愿者沿线清理，好得很哟！”11月30日，前营乡店

南村村民宋华开心地告诉笔者。

当天，笔者看到：村内环境整洁，景色秀美，直

抵村民家门口的村道四通八达，家家户户庭院清

幽，绿树红花环绕。在店南村乡村道路沿线、各院

落，整齐摆放的垃圾箱随处可见，让人真切感受到

这个恬静舒适的美丽宜居乡村。此外，店南村还持

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积极举办“最美家庭”“文明

家庭”“好公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通过评比，

大力挖掘培育典型，弘扬社会新风尚，不断提高群

众文明素养。

乡村美了，生活配套也得跟上。修路、改厕一

个都不能少。在与店西村连

接路上，工人正在铺设路

牙。这条长 1.6 公里的农村

公路，在解决了沿线 200 多

名群众出行难的同时，还打

通了另一条出境道路。“以前的路是泥石土路，小坑

小洼多，坡又陡，遇到下雨，车开不上去，走路又容

易摔倒。现在好了，又宽又平的水泥路，下雨天穿

白鞋都不怕了。”村民李权高兴地说。

据了解，前营乡把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全乡

的重点工作来抓，在全乡范围内广泛开展“七改三

清”行动，着力打造美丽宜居的农村人居环境，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近年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社会综合治理、产业带动发展、乡风文明建设

等方面的打造，前营乡各村的村容村貌、社会风气

明显改善。”该乡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

对人居环境改造的投入力度，将人居环境治理切实

落到实处，确保整治取得实

效。同时引导更多居民共同

参与进来，不断推进环境整

治提升工作。

（马嘉嘉 郭诚克）

扮靓人居环境 助力乡村振兴
前营乡广泛开展“七改三清”行动见闻

“我每年都来这里买粉条，猪肉炖粉条、大

烩菜、小土鸡炖蘑菇等菜肴都少不了它。”11月

30日，在大营镇胡茄庄村，正在“制粉”大户张

红卫家购买粉条的顾客张耀东说。

据了解，胡茄庄村做红薯粉条的传统手

工作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生产的手工红

薯粉条品质高、无杂质，弹力十足。

“现在很多地方都是机器制粉，看着好

看，但是下锅一煮就软，不劲道。咱手工制作

的粉条质地更加均匀，煮出来筋弹爽滑，跟小

时候的味道一个样！”53岁的张红卫介绍说。

长久以来，单一的销售模式阻碍着胡茄

庄村粉条产业的发展，农户不敢轻易扩大规

模，产量大卖不出去，产量小经济效益低。近

年来，我县积极探索，大力培植发展“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并且不断加大线上线下宣传，

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等新兴的销售模

式，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

据悉，该村20多个生产农户经过整合后

年产粉条100多吨，预计产值200多万元。此

外，粉条产业的发展不仅帮助100多名村民

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还吸引了更多年轻人

回村工作。 （马嘉嘉 吴豪博）

大
营
镇
胡
茄
庄—

—

百
年
粉
条
变
﹃
金
条
﹄

县乡村振兴食用菌专项现场观摩会后，

各乡镇、有关企业结合各自实际，因地制宜，

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组

织人力物力选址、整地，积极稳妥搞好林下

珍稀菌种植推广。目前，新一轮林下种植示

范点建设正有序推进。

县农科所、父城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积

极协助乡镇、有关企业搞好种植示范点的选

址、品种选择及种植技术指导，帮助食用菌

种植业主单位梳理经营管理思路，为食用菌

林下种植模式和后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目前，周庄镇初步规划连片林下珍稀菌

种植示范点130亩，其中已耕作整地20亩种

植羊肚菌。肖旗乡、闹店镇、荣泽水利公司、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也已确定种植示范点选

地，力争近期落实种植任务。

据了解，我县把推广林下珍稀食用菌

种植，做为发展林下经济、盘活林业资产、

带动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工

作抓手，先期做到一乡（镇）一企（国有林

地公司）一个示范点，然后以点带面全面

推进。 （郭建义）

我县掀起新一轮林下珍稀菌种植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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