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7日，在李庄乡禄庄村的西蓝花

种植基地，连片的西蓝花犹如绿色的海

洋，10余名村民正在田间来回穿梭，忙着

采摘、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你看看，今年的西蓝花长势真不

错。我承包了50亩地，现在收的是第二

茬，目前一亩地大概可以收西蓝花3000

斤，按市场批发价3.6元／公斤计算，每

亩地毛利润可实现 5000 元。”看着丰收

的西蓝花，禄庄村种植大户李建要笑得

合不拢嘴。

今年 52 岁的李建要有着 13 年的西

蓝花种植经验。“我们采用的是错峰种植，根据市场

需求和生长情况进行分批采收。这一段时间，我每

隔三四天都要往蔬菜批发市场送一车西蓝花，每车

西蓝花都得有2000多斤呢！”据李建要介绍，以前种

植西蓝花的规模比较小，没什么经验，后来，他多次

到外地学习，钻研种植技术，终于尝到了收获的甜

头，成为禄庄村名副其实的西蓝花种植大户。

近年来，为发展村集体经济，打造“一村一品”，

禄庄村专门成立了生产经营合作社，加大土地流转

力度，鼓励村民承包土地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村

“两委”全程做好能人大户发展产业路上的“保姆”。

同时，依托“村集体＋种植大户＋种植基地＋农户”

模式，通过基地务工、技术指导、组织销售等方式，壮

大村集体经济，促进西蓝花产业向特色化、规模化、

产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使西蓝花产业真正托起老

百姓的“致富梦”。目前，西蓝花基地已带动禄庄村

30余人就业。

“从西蓝花种植、浇水、施肥到采摘，我常年都在

这儿干活，一天挣个六七十块钱，还不耽误照顾家。

等明年我也打算种几亩，种植技术不复杂，收入还

高！”正在忙着收割西蓝花的54岁村民马梗兴奋地说

道。

小小西蓝花已成为禄庄村群众增收致富的“金

疙瘩”，不仅实现了群众增收和产业发展的双赢，更

为禄庄村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杨海楠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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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你好，最近有疫情，你在外面

工作要做好防护，家里你不用操心，有

啥需要帮忙的，只管给我说，我是咱组

的网格员，专门为你们在外务工人员服

务……”5月6日，在观音堂林业生态旅

游示范区滴水崖村村室，村干部胡进宝

正在给本村劳务输出人员王宏伟打电

话。因滴水崖村外出务工人员多，面对

当前的疫情形势，村“两委”干部全力做

好外出务工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让他

们安心务工。

滴水崖村是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

全村总人口1080人，劳动力总数为345

人。据统计，目前，全村青壮年实现跨省

市就业127人，2021年该村实现劳务总收

入932万元，人均劳务收入7.3万元，占全

村经济总收入的55%，仅此一项为农村人

均增收10000元，青年劳务输出已然成为

该村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型产业”。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何以在劳

务输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全村群众

齐参与、共受益？

在滴水崖村口，整齐摆放的古式

水缸上赫然写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9 个红色大字。这里的群众是这样

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因地处山区，发展受限，为寻求新的

发展机遇，这里广大青年逐步转变“靠山吃山”的传统观

念，纷纷走出山门，组成了一支敢闯敢干又充满活力的

“劳务大军”，并日益发展壮大。

张耀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是劳务输出的组

织者。2015年，27岁的张耀功因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毅

然决然选择走出家门，踏上了南下的路。出门在外，要想

赚到钱，除了能吃苦，还需要有知识、有技术。张耀功为

了学到一技之长，拿着低工资给别人当学徒，认真学习中

央空调通风管道安装。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张耀功

学有所成，也赚到了钱，想到家里的乡亲们苦于生计的现

状，当即决定要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于是立即折回老家，

向村委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村“两委”经过深入了解后，结合村里大量劳动力剩

余的现状，觉得张耀功的想法可行。村“两委”干部先是

摸清底子，分组行动，苦口婆心讲政策、讲前景，让有能力

外出的群众放下后顾之忧，出去大胆试试。村干部的良

苦用心最终使21个人放下了种种顾虑，就这样，第一批

人走出了家门，他们也成了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人。

“俺家 4 口人，两个学生，以前，一块钱想分成两半

花，多亏村干部几番动员我加入到俺村务工队伍后，一年

收入六万多，建了新房，家里电器、家具都添了新的……”

脱贫户张帅杰的妻子胡莺歌笑着说。

在家的群众看到先出去的老乡赚到了钱，就迫不及

待的找到村委会，就这样，一带二、二带三……这个队伍

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现在的一百多人。

为使这支劳务输出大军行稳致远，更为了能让像张

耀功一样的能人成为乡村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源泉，观音

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多措并举妥善做好外出务工保

障，加强劳动法、社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在条件成

熟的地方建立流动党支部，帮助解决劳务人员的各种实

际困难；大力宣传示范区返乡创业的典型、优惠政策等，

引导、鼓励劳务人员返乡创业；利用春节召开外出青年座

谈会，大家谈见闻谈感受谈村里的发展。

“以前出去务工，三天两头往家里跑，不放心家里老

年人，现在村里建了幸福院，为俺们解决了后顾之忧。”外

出务工人员王宏伟高兴地说。

“下一步，示范区要进一步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加

强与外对接，搭建就业平台，提升服务水平，积极探索

出政府主导、村劳务队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的新路子，

逐步引导能人返乡成为乡村振兴生力军。”该示范区相

关负责人说。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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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里是没人住的荒宅，杂草丛生，凌乱

不堪，现在村里依托这户群众的老宅主屋，打造成

了俺村的村史馆，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慕名来参

观。我没事也总爱去转转，顺便当当义务讲解

员。”5 月 6 日，在张八桥镇姚店铺村，91 岁的讲解

员张焕成自豪地说。

张焕成老人说，建村史馆时，村里专门征求了

他的意见，馆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是根据查阅史志

资料和他口述的内容还原的。有史料记载，姚店

铺村曾出过三任县令，这些内容都记录在村史馆

的墙壁上，激励着该村后人以先人为榜样，努力学

习，为村争光。

据了解，2021 年以来，该村在镇党委、政府的

指导下，积极落实上级相关部门出台的宅基地改

革政策，引导群众有序腾退一户多宅和荒废的宅

基地，在村里的统一规划下建成了村史馆、青创

馆、游园，既美化了村庄环境，也让这些沉睡的资

源重新焕发了生机。

同样，在该镇姚洼村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一群工

人正在利用前期拆除的废砖旧瓦铺设游园。

就地取材，留住乡愁。“这个织布机在我家闲置

了好多年，听说村里建村史馆，收集老物件，我把这

台老织布机捐出来放馆里供大家欣赏。”“这个磨盘

在家里也没用，放到游园里还能当个景。”……在张

八桥镇，像这样自发为村上人居环境捐物的群众每

村都有。

为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张

八桥镇要求各村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要因村制

宜，不搞大拆大建，不搞形象面子工程，结合宅基地

改革和开展“六清”、整治“六乱”活动，大力实施“净

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工程，动员干部群众

就地取材，改善美化环境。通过实行网格化管理、

“五美庭院”评比，交叉互督、观摩交流等措施，引导

各村都开启“美颜”模式。

“经过整治，空闲宅基地有的变成了村史馆，有

的变成了游园，还有的变成了花园和果园，各村的人

居环境都得到了大提升，也助推了宅改工作和‘六

清’、‘六乱’工作的开展。下一步，我们将锚定目标

继续干，不断提升各村的宜居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

群众的生活质量。”张八桥镇负责人说。 （杨艳旭）

张八桥镇——

荒宅变身村史馆 美了村庄留了乡愁

（上接第一版）许红兵听取观音堂示范区花椒产业发

展工作汇报，要求示范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特色经济，抓住花椒这个主导产业，瞄准目标不放

松，下足功夫谋发展，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花椒品

种，让花椒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摇钱树”，推动乡村

振兴。

在位于前营乡店西村的花椒网货供应链加工

仓储中心，许红兵深入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察看

生产设备和花椒粉、花椒油等产品，要求企业解放

思想、抢抓机遇，扩大生产规模，拉长产业链，搞好

产品深加工，在“公司+基地+农户”的基础上，研发

新产品，创名优品牌，开拓电商市场，走花椒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道路，带动村民共同富裕，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许红兵还来到前营乡翟西村，对该村的项目建设

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了察看指导。

县级领导马胜昔、孙志刚、杨淑祯参加调研。

（李得胜 朱亚旭）

许红兵调研疫情防控和产业发展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