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州市火龙镇刘沟村
位置：禹州市区西4公里处
概况：有耕地890亩。有278户1121口人，分为5个村

民小组。有33名党员。建档立卡贫困户3户6人，已脱贫
2户4人，剩1户2人。

党支部书记：董少卫 村委会主任：刘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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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改变环境，环境也能改变
人。”结束刘沟村的采访之后，这句话一
直在我们脑海里回响。

在刘沟村看到的因环境整治重新
振兴产业的故事，让我们突然意识到，
环境变化给农村带来的好处和实惠，远
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环境变好了，在外边打工的人愿
意回家了。”“俺村因为环境整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过头来细细品味，我们觉得，村

容村貌的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村
民对美好生活最基本的要求和需求，也
是乡村振兴非常关键的一步。

乡村环境的提升，可以为产业振兴
提供支撑和注入活力；乡村环境的改
善，可以吸引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就业、
创业；乡村环境的改变，可以提高村民
的文明素质；乡村环境的美化，为生态
振兴提供了基础和动力。

环境变好了，生活会越来越好。好
环境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美好生活。

■ 记者手记

刘沟村党支部书记董少卫：
人能改变环境，环境也能改变人。我们从整治村容村貌入手，

把一个以脏、乱、差、臭闻名的村子，变成了现在的文明村、宜居村、
美丽村。事实证明，生态振兴，可以促进产业振兴。刘沟村的豆腐
产业经过洗礼，再次走向兴旺，最终受益的还是父老乡亲。“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空话，刘沟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
银。

扫码看视频
体验乡村行

“哇！不愧是‘豆腐村’，这豆香味
儿真好闻呀！”

5 月 9 日 9 时 30 分许，一个考察团刚
在禹州市火龙镇刘沟村下车，一个个考
察团成员便对“豆腐村”啧啧称赞。

“每天一到这个点，满村都是豆香
味儿！”刘沟村村委会主任刘振卫带着
大家往村里走。

刘 沟 村 的 街 道 和 排 前 路 ，均 已 硬
化，再生资源回收点、垃圾桶分列路两
旁。路上并没有环卫工人，但看不到烟
头、碎纸，干净、整洁得不像大家印象里
的农村。

再往前走，墙上画有“青山绿水”主
题宣传画。在画与画之间，配有“推进
乡村绿色发展，打造生态宜居好环境”

“爱护环境卫生，从我做起”等宣传语。
“来，先尝尝俺村的豆浆，不放糖都

可甜！”刘振卫带着大家来到永正豆腐
坊。村民刘永正的妻子郭玉梅二话不
说，熟练地拿出一摞纸杯，用瓢在装满
豆浆的大缸里舀了大半瓢，给众人一一
满上。记者轻抿一口，豆浆略微烫嘴，
但香醇之味在舌尖慢慢洇开。

“一天能做多少斤豆腐？”记者问，
“与以前相比，多了还是少了？”

“平时一天做 20 多块，一块一百二
三十斤，都是接的订单！”刘永正满脸笑
容，“量比以前大了，利润也比以前高
了！”

永正豆腐坊隔壁，是振领豆腐坊。
老 板 娘 李 付 琴 边 干 活 儿 边 招 呼 大 家 ：

“尝尝俺家的豆浆，还没点浆，更好喝！”
“与以前相比，做豆腐多了还是少

了？”
“俺一天只做四五块豆腐，五六百

斤。年纪大了，做多了太累！”李付琴
说，10 多年前，她一天只做一两块豆腐，
和丈夫推着架子车走街串巷，人家一听
说是刘沟豆腐，扭头就走，“不好卖”。

“为啥？”记者追问。
刘振卫接过了话茬：“刘沟豆腐传

说 有 2000 多 年 历 史 了 。 20 世 纪 90 年
代，刘沟有 135家豆腐坊。”

“2000 年前后，刘沟有两个东西最
出名，一是豆腐香，二是村子臭。”刘振
卫说，环境脏、乱、差，直接影响了刘沟
豆腐的声誉和销量。到了 2010 年前后，
100多家豆腐坊，最终只剩下 10多家。

“怎么办？”刘振卫说，从 2013 年开
始，刘沟村开始大搞村庄洁化、道路硬
化、路灯亮化、环境绿化、人居美化。

2016 年，他们争取到资金，在村里
建设了一个日处理 150 吨污水的处理
厂。2017 年，利用我省取缔小散乱污的
机会，他们把全村豆腐坊的燃煤灶台全
部拆除，一律换成了天然气灶台。

“村里干净了，豆腐才卖得多、卖得
快。”李付琴说。

刘振卫扳着指头给李付琴算起了
账。“以前用煤做豆腐，每天天不亮得起
床；现在，随时起床随时开火，干净、方
便；以前，每天做一两块豆腐，卖不完；
现在一天做 4 块豆腐，都是接的订单，不
愁卖不出去。”刘振卫说，“利润得对半
吧？是不是这个账？”

“咋不是！”李付琴笑着说。
接着，刘振卫又算了一笔账：原来，

刘沟脏、乱、差；现在，刘沟被评为许昌
市美丽乡村、河南省卫生村、河南省生
态宜居村。以前，村里打架的、婆媳不
和的、上访的事屡有发生；现在，刘沟成
了许昌市文明村，家家户户爱护环境、
团结友善，村里和谐宜居，村民的幸福
指数越来越高。

“村容美丽、和谐宜居、乡风文明，
我们村的名气越来越大，豆腐产业也越
做越大！”刘振卫接着算账，20 世纪 90 年
代，全村有 135 家豆腐坊，一天产两三千
公斤豆腐；现在，全村有 40 多家豆腐坊，
每天有 2 万多公斤豆腐被送到千家万户
的餐桌上。

“ 人 能 改 变 环 境 ，环 境 也 能 改 变
人。”在该村正在打造的集体验、休闲、
豆制品深加工、农特产品销售等于一体
的豆腐产业园，刘振卫说，“俺想通过记
者发一个邀请，热烈欢迎许昌的父老乡
亲来刘沟喝豆浆、品豆腐！”

党支部书记说心声

刘沟村地理位置示意图 制图/毛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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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沟村党群服务中心院内干净整洁。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 徐鼎烨摄

在刘沟村振领豆腐坊，刘振卫（右）给记者算经济账、生态账、幸福账。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孙学涛 摄

刘沟豆腐坊里算“大账”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王志鹏孙学涛

乡村美丽，带来的不只是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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