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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蒋友胜

本报讯 （记者 蒋友胜 通讯
员 马学贤 宋振豪）“在美化家园
建设方面，由村民集体参与绿化美
化方案设计。种啥树，啥时候种，
村民说了算。村里还拿出专项资金
用于绿化，只要有利于美化乡村建
设的，我们就全力支持。现在，又
到了植树绿化的时节，村民们自发
在坑塘、路边栽植树木。现在，绿
化家园已经成了我们村群众的好习
惯。”3月 19日，柘城县朱襄镇刘
楼村党支部委员任学雨指着新栽的
树木对记者说。

春暖花开时，刘楼村“两委”
通过整合废弃坑塘、闲置边角等集
体用地，新栽植苗木 4000 多棵，

打造出来多处休闲小树林、小游
园。如今，出门见绿，风景如画，
村民们在享受人居环境治理的好成
果时，也渐渐地养成了植树增绿的
好习惯。

村民刘尊玲家位于村庄主干道
一侧，来往车辆较多，庭院中经常
尘土飞扬。刘尊玲便向村“两委”
提议，在道路两侧增设绿化隔离
带。这样不仅扮靓了道路，卫生环
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刘尊玲告诉记者：“我家门口
设计了路沿石和小品景观后，出门
就能见绿，心情也好了。绿化带还
能起到安全防护作用，小孩出门玩
也放心多了。”

刘楼村“两委”还制定了专门
的树木管护机制，确保栽一棵、成
活一棵，让村民既是乡村美丽风景
的受益者也是管理者。任学雨介
绍：“村民家门口的树木，包给村
民自己管理；公共场所的数木，由
环卫保洁员养护。真正做到棵棵绿
植有人管。”

“村庄绿了，环境美了，精气
神提升了，才能吸引人气、聚拢财
气。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乡村旅
游打卡地，让邻村的人和城里的人
都来俺村拍照游玩，进而提高我们
的知名度，打造美丽乡村这张品牌
名片。”刘楼村党支部书记张平海
信心满满地说。

刘楼村

植绿爱绿护绿 共建美丽家园

柘城县慈圣镇李滩
村有位“新农人”名叫
苗东霞，她在农村经营 8
年时间，由最初流转2亩
田地扩大到如今的 300多
亩田地，一步步把农业
种植产业做成了闻名全
县的大产业。

3月19日，记者见到
了这位衣着打扮朴素、
做事雷厉风行的农家女
苗东霞。她告诉记者，8
年前，在了解到种植特
色经济作物能稳产增收
的情况后，她就从外地
返乡创业，下定决心与土
地打一辈子交道。

苗东霞说：“我觉得
人这一生总得活出自己想
要的样子。自己有了想
法，就要大胆地尝试。只
要肯学习，愿意出力，总会
有精彩的结果等着自己。”

种植小麦、玉米等普
通农作物，苗东霞得心应
手。但流转土地，仅靠种
植小麦、玉米是做不大
的。于是，苗东霞尝试种
植 8424 西瓜。但 2018 年

春，一场严重的倒春寒让她 100多亩的西瓜几乎绝收，
几万元的投资和付出一夜间付之东流。可苗东霞没有被
困难吓倒，而是选择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她把
困难当作历练、转为经验，持续加强田间种植管理，继
续尝试种植西瓜。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没有被困难打倒
过。遇到啥问题，我脑子里第一时间思考的就是咋解
决、用啥方式，而不是垂头丧气、失去信心。人生的路
上，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苗东
霞自信地说。

常年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夏天酷暑日晒、冬天风
刮雨淋，但这些在苗东霞眼中，却是另外一种体验，是
成就人生的又一个舞台。

苗东霞说：“这么多年跟庄稼打交道，我从没有感
觉到心里累过、苦过。我只有站在这片黄土地上，心里
才是最踏实最幸福的，才能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靠辛苦努力和勤奋好学，苗东霞逐渐走上了发展的
快车道。靠种地致富后，她为本村及邻村的村民提供了
很多的务工岗位；她还制订管理办法，逐年提高务工者
的待遇。

“这几年，跟着我一起干的姐妹们有40多人。我们
有句口号——只要团结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只有大家都
富裕了，我们的农村才有真正的好生活。今后，我还要
带着姐妹们一直干下去，在田间地头实现我们农民的人
生价值。”苗东霞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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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陈 威）今年以来，
柘城县慈圣镇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以

“1690”工程为主抓手，迅速打开工作局面，逐步形成
良种繁育、肉牛育肥、屠宰加工等为一体，全要素、整
周期、长链条的养牛产业格局。

慈圣镇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养牛大镇”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班子成员、相关职能站所、全体支
部书记任成员。同时，根据建设需要及时成立养牛工作
专班，比如，为孔庄村的莲旺牧业成立了由镇长刘宪林
任分组长的专班，为南村的卓汛牧业成立了由主任科员
陈兵任分组长的专班，为陈阳村的万牧养殖成立了由主
任科员陈德征任分组长的专班，为朱寨村韵德牧业成立
了由副主任科员刘萍任分组长的专班等。做到专人负
责、专班跟进、专项保障，确保所有项目由一名班子成员
带领、由一套人马服务到底，确保项目运行一路绿灯。

针对慈圣镇的情况，该镇研究制定实施了“1690”
工程。“1”指培育一个万头养牛场——慈圣镇莲旺牧
业；“6”指培育 6 个千头养牛场——朱寨村韵德牧业
（新建）、雷屯村万犇牧业 （扩建）、陈阳村万牧养殖
（新建）、陈阳村柘牛四牧、南村卓汛牧业（改建）、塔
坡村永阳牧业 （扩建）；“9”指按照“无到有、有到
多、多到强”的工作思路，培育9个百头以上的养牛专
业村，分别是白庄、大韩、雷屯、南村、楚庄、康屯、
塔坡、肖庄、户楼；“0”指所有自然村规模以上养牛户

“清零”。目前，全镇肉牛存栏 6000 余头。随着
“1690”工程的顺利实施，预计年底全镇肉牛存栏量将
达到2万头。

慈圣镇还实施了精品环线工程。该镇沿柘睢路打造
了养牛产业精品环线，沿线布局万头养牛厂1个、千头
养牛场5个，分别涵盖了大项目落地、小地块精建、老
厂房改造、建成场扩容等四种发展业态。整个精品环线
拥有的6个牧场的肉牛存栏量将在1.7万头以上。

慈圣镇还实施了专业村提升工程。楚庄行政村杨庄
村民组紧邻远申公路，是个有着良好养牛传统和基础的
回民村。全村常住户 23户，其中养牛户 12户，满栏期存
栏170余头。慈圣镇拟从人居环境提升、绿化亮化提升、
牛栏牛舍提升和牛文化墙体彩绘提升等方面对该村进行
全方位提升作业，将其打造成特色鲜明的养牛专业村。

针对全产业链发展情况，慈圣镇还实施了延链补链工
程。目前，该镇已形成牛繁殖、牛育肥和牛肉牛皮初加工
的产业链条。下一步，该镇规划围绕牛交易、牛文化、牛产
品来完善肉牛产业的链条，真正做大、做强“牛”经济。

此外，慈圣镇在寻找地块、流转土地的关键时期和
选择投资主体的关键节点，坚持日调度、日研判，第一
时间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早找到地
块、早完善手续、早流转土地、早开工建设、早引牛入
圈。目前，慈圣镇的“牛”产业呈现出“牛”劲冲天、
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

慈圣镇

实施“1690”工程
建设养牛大镇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陈 威

本报讯 （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蔺 乐）
“我们公司从 2016年开始迈入养鹅产业。”3月 19日，
在柘城县岗王镇刘楼村金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
场，成群的“鹅宝宝”唱着歌儿在春天里奔跑，该合
作社理事长刘金忠说，“从几百只、几千只，发展到现
有种鹅 5万多只，孵化量一年有 150万只，2023年到
2024年的规划是达到300万只。”

在合作社的鹅苗孵化基地，有近 10万只雏鹅破壳
而出。在鹅苗孵化车间，20多台水禽孵化机里装满了
种鹅蛋，一般情况下，经过 30天的孵化，雏鹅就能陆
续破壳而出。记者了解到，1台水禽孵化机每月可以孵
化7000多只雏鹅，20多台机器一个月就可以孵化10万
多只。

据了解，该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养鹅、孵
蛋、助农销售“一条龙”全产业链式的发展模式。在
发展中，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全程跟踪的技术服务，直
到成鹅出栏。

该合作社鹅业技术部主管梁一鸣说：“我们会指导
养鹅户科学饲养，包括用药程序、疫苗使用程序、温
度、湿度、通风等。对于技术管理，我们从头到尾一
直负责。”

“我们和大型屠宰场建立了合作关系，还与全国很
多自由市场建立了合作，这样可以保证养殖户的鹅能
及时出栏，解决养殖户的销售问题。”刘金忠说。

合作社还根据入社农户的实际情况，制订了肉鹅
和种鹅两种养殖模式。在保证收购底价的基础上，随
市场波动调节收购价格，进一步降低农户的养殖风
险。同时利用网络平台将雏鹅销售到全国各地，带动
和发展当地200多户村民依靠养鹅走上了致富路。

“我们主要是扩大周边的种鹅和肉鹅的饲养规模，
我们去年的产值在 1000万元以上，今年整个市场放开
了，市场潜力更大，应该会突破2000万元。”刘金忠信
心十足地说。

十万只“鹅宝宝”
曲颈唱响致富歌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
学贤）“推窗可见绿、出门即进园”是
很多人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今年以
来，柘城县采取植绿补绿、见缝插绿、
遇地造景、整体修复等措施，加快城区
29个口袋公园的提档升级改造，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
让城市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柘城县工业绿岛位于城区未来大道
与工业路交叉口，绿岛园区三面环路，
占地 1.15万平方米，过往车辆众多，是
柘城县城区较大的节点公园之一。负责
提升改造的柘城县征收办加强与设计单
位的沟通配合，精心选购树种，全力打
造这道城市风景线。

柘城县征收办主任杨国强告诉记
者：“我们选取了高档的迎客松，还选
种了四季常青的红叶石楠、小叶黄杨，
空地上植了草皮。我们力争打造一块高
标准高品质高品位的城市绿地，提升城
市形象。”

怡园位于柘城西高速公路口北侧，
该改造项目南北长 386 米，东西宽 126
米，占地 4.8万平方米。柘城县交通运

输局采取种植新绿、水洗清淤、蓄水引
流、路面修复等多种有效措施，逐步对
该绿化园区进行提档升级。

柘城县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李德峰

介绍：“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时间节
点，倒排工期、加班加点，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怡园提升改造工作目标，为群众
提供休闲娱乐的好场所，向县委、县政

府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位于柘城县昆仑大道西南角的兴

财苑，柘城县财政局实施了道路修复、
绿篱苗木更换、健身器材更新等改造项
目。升级后的兴财苑让人眼前一亮，获
得了周边群众的一致称赞。

“现在城区绿地面积一块比一块
大，大小公园越来越多，面貌焕然一
新，群众幸福指数越来越高，这得为政
府点赞……”在兴财苑游玩的居民张娟
高兴地对记者说。

人民群众有需求，党委、政府有回
应。如今，柘城县城区的29个口袋公园
正在有序提升改造中，有望于 3月底完
全竣工。这些由多个节点公园组成的城
市带状公园绿地，即改善了市容市貌，
也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好去处。

柘城县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张东明
诚恳地说：“园林绿化工作离不开全县
人民的监督与支持，柘城县园林绿化中
心真诚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积极献
言献策，监督我们的工作；希望大家爱
绿护绿，共同努力，助推‘五个柘城’
建设，建设美丽家园。”

柘城县

29个口袋公园提档升级

▶▶近年来近年来，，柘城县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柘城县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推进城市生态公园建推进城市生态公园建
设设，，树立树立““生态优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理念，，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图为图为33月月2121
日日，，柘城县国家柘城县国家AAAAAA级容湖湿地公园里级容湖湿地公园里，，绿树成荫绿树成荫，，鲜花盛开鲜花盛开。。张张 超超 摄摄

▼▼柘城县城区至柘城县城区至起台镇之间的起台镇之间的326326省道沥青路面有部分开裂省道沥青路面有部分开裂，，该县公路该县公路
段工人积极抢修段工人积极抢修。。图图为为33月月2020日日，，工人工人正在道路上灌缝抢修正在道路上灌缝抢修。。刘卫东刘卫东 摄摄

全面推进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振兴

近段时间，柘城县广大农民抓住当前气温回升的有利时机，对小麦进行灭草、施肥、防病虫管理，
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基础。图为3月21日，柘城县朱襄镇王楼村农机手许喜峰正在用自走式喷雾机
喷洒作业。 张书珲 摄

位于柘城县未来大道与工业路交会处的工业绿岛正在
新植迎客松。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