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安区张潘镇城角徐村
位置：张潘镇东北角
概况：有4个村民小组402户1701人，其中党员62

名。截至目前，仍有6户10人尚未脱贫。
党支部书记：徐玉森 村委会主任：徐全成
驻村第一书记：杨广文

○
乡
村
名
片

（（8888））

城角徐村党支部书记徐玉森：
近年来，城角徐村8.7公里的道路全部硬化，水泥路通到

每家每户；天然气的开通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90
多盏路灯照亮了夜空；荒坑被打造成水生态景观……下一
步，我们将借助乡村振兴的东风，发展集体经济，让村民的生
活过得更加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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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说心声

城角徐村地理位置示意图 制图/李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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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城角徐村的街道上，记者很难
想象这里曾是省级贫困村。通过百度
地图导航，记者驱车穿过迎宾路，右转
经过滨河路，来到该村村部所在的政通
路。这些富有特色的路名，在地图软件
里可以搜到。“以前，我们指路都说第几
个路口往哪儿拐；现在，有了路名方便
多了！”村民王秋顺的自豪感从其话语
间体现出来。

与硬件提升相对应的，是这里村民
的精神面貌有了巨大的改变。该村安
装了多个垃圾桶，有保洁公司定期清

理。原来居民都把垃圾丢在荒坑里，现
在都自觉丢进垃圾桶。垃圾乱丢的现
象没有了，该村干净整洁，村民心情舒
畅。

放学回家的小孩子，对着村口的监
控摄像头吐了吐舌头，一溜烟地跑走
了。城角徐村的乡村振兴之路还有很
长，但村民已经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幸
福。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环境下，可
以预见，今后的城角徐村不会只是定位

“城角”，而是要做康庄大道上的“主
角”。

贫困村踏上幸福路

■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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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委会大院前的中心广场两
侧原来是垃圾坑。经过改造，东边的坑
内种了莲藕，西边的坑内修建了观景连
廊，并且都养有金鱼、草鱼、鲤鱼。”9 月
11 日，在建安区张潘镇城角徐村，该村
村委会主任徐全成说。

2014 年，城角徐村还是建档立卡的
省级贫困村。如今，城角徐村的街道上
竖立着政通路、迎宾路、致富路、百花路
等路牌。全村铺设完成 8.7 公里的水泥
路，背街小巷全部得到硬化。“2017 年以
前，村里都是土路。每逢下雨天，路上
泥多，家家户户都备有胶鞋，不然根本
不能出门。”村民王秋顺说，如今，全村
都是水泥路，胶鞋也成了闲置品。

“近年来，城角徐村的基础设施变
化最大。”城角徐村驻村第一书记杨广
文说，2016 年 12 月，该村建设自来水厂，
对深层水进行过滤；2017 年 1 月，自来水
正式接入各家各户。如今，全村道路已
经全部硬化，硬化路面达 8.7 公里，并安
装路灯 90 多盏。2018 年 5 月，全村通上
天然气……城角徐村东部老潩河上有
一座危桥，该村计划投资 200 多万元对
其进行重修。

“村子正在修建污水处理站，污水
管道的铺设工作已接近尾声。待污水
处理站投用后，全村的污水可以得到净
化处理。”城角徐村党支部书记徐玉森
说 ，该 村 因 地 处 张 潘 古 城 东 北 角 而 得
名。该村有 13 个大坑，据传与修建张潘
古城有关。该村处理后的污水可以引
到坑内，既可作为景观用水，又可用于
养殖鱼虾。

该村除了基础设施发生重大变化
外，还凝心聚力发展集体经济，取得了
很大的成效。在位于村东的城角徐村
产业扶贫基地，杨广文介绍，该基地有
12 个蔬菜、食用菌大棚，2017 年 10 月由
村民承包，2018 年由村集体经营。

“食用菌种植一般是从每年的 10 月
到次年的二三月。3 月过后，我们种西
瓜。今年种植的奶油西瓜是从省农科
所引进的新品种，每公斤能卖 10 元钱左
右。其他时间，我们在大棚里种辣椒、
豆角、水果玉米。”杨广文说。

“这个大棚里种植的火龙果是今年
2 月从广东引进的，目前长势还不错。
火龙果对酒精比较敏感，因此我们禁止
喝酒的人入内。”杨广文在该基地大门
东侧的一个大棚内说，这些火龙果是红
心火龙果，皮薄、肉多。

“大棚间的空地上，我们栽种有阳
光玫瑰葡萄。按照设想，葡萄架将形成
观光走廊。届时，前来采摘的游客既能
在葡萄架下纳凉，又能进行葡萄和火龙

果采摘。”杨广文说，目前，该基地种植
了 6 棚辣椒、2 棚豆角、2 棚水果玉米、2
棚火龙果。待豆角、辣椒、水果玉米收
获后，腾出的大棚将种植食用菌。

“下个月，我们准备到济源考察猕猴
桃种植，丰富水果品种，力争做到秋天有
葡萄、夏天有西瓜、四季有火龙果，最终
形成特色采摘游。”徐玉森说，与该基地
相邻的是村民徐强开办的锦鲤、对虾等
水产品养殖场。其可以与该基地的特色
种植相互融合，发展农业观光游。

谈到乡村振兴，之前在市区打拼，
如今回乡创业的徐强认为，农村发展需
要产业带动。他创办的工厂化循环水
养殖基地，实现了集约型绿色养殖。通
过设备调节水质，一亩地能形成 600 平
方 米 养 殖 水 面 ，可 养 殖 约 4000 公 斤 对
虾。养殖水产品产生的尾水，可以直接
用于浇地。

“如果有村民愿意参与养殖，我可
以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带动其致富。”徐
强说。

城角徐：路平景美有产业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郝晋李亚琨

城角徐村产业扶贫基地试种火龙果。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郝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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