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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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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尤中轩 校对 赵亮

12 2018年 11月 27日 星期二
之鄢陵篇

“秀外惠中”乡村文明新风尚树起来了
环境美起来了，还要实现乡风美起来，做到既“秀外”，又“惠中”，才

能使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近年来，鄢陵县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
设，创新形式，讲求实效，引导群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极大优化
了乡村软环境。

如今，无论是漫步在中原花木博览园、鹤鸣湖等景区景点，还是行走
在各镇乡村，在鄢陵县随处可见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和宣传标语。

自 2017 年以来，鄢陵县持续开展了“诚信鄢陵·善孝花都”主题教育
活动、“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将评选活动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开展“美丽乡村·文明家园”行动相结合，实现了该县行政村（社区）
评选活动全覆盖，评选的“五星级文明户”占该县总户数的 30%以上。

“前几年，为了面子，村民婚丧嫁娶不得不大操大办，给家庭带来了
很大的经济负担。如今，村里制定了操办标准，家家一个样，既节俭又文
明，真好。”说起婚丧嫁娶新风俗，鄢陵县陶城镇陶北村村民李文彬赞叹
不已。该县把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作为文明创建活动的有效载
体。近几年来，凡是提上议事日程的重点工作，鄢陵县都不忘与农村移
风易俗结合起来，逐步让乡风文明“新”起来，将安居乐业的幸福乡村建
起来；通过完善村规民约、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加强宣传引导、培树先
进典型等形式，该县树立起了“崇德向善、勤俭节约、文明健康”的新风正
气。

如今，鄢陵县 386 个行政村（社区）实现文化墙、善行义举榜全覆盖，
已建成文明村（社区）77 个、文明镇 3 个。一个个融核心价值观、身边好
人榜、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于一体的农民思想道德教育专栏，一支支常年
服务村民的村级志愿服务队，一系列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自
治组织等已成为新农村的“标配”。与此同时，该县创新开展机关党组织
和农村党组织“一帮一带、结对共建”活动，深入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好媳妇”等评选活动，深化“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创建，在农村积
极营造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文明新风
尚。

同时，该县为促使文明城市创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整体推进，建立
“上下联动、城乡互动、整体推动”的大创建格局，实现了创建工作由“主
次干道向背街小巷、由游园广场向庭院门店、由中心城区向乡镇农村延
伸”，让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创建带来的新变化，获得感、幸福感明显
增强。

提升幸福指数 让生活美起来

“我在基地后厨工作，1 个月能挣 2000 元左右，现在

我家已经顺利脱贫了……”家住鄢陵县马坊镇汪楼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员左鑫阳在离家不远的建业绿色基地上

班，由于该基地每天都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现在的他每

天工作忙碌，日子过得充实。

得益于鄢陵县精准扶贫工作的扎实推进，鄢陵县和

左鑫阳一样的贫困家庭生活有了保障。

不仅如此，走在鄢陵县各乡镇，淳朴的民风、整洁的

环境、满眼的绿色，让人心情舒畅。该县依托生态环境优

势大打“生态牌”，改善人居环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让

生活在这里的人幸福指数不断飙升。

钱袋子鼓了，生活更有信心了
据了解，左鑫阳所在的建业绿色基地占用了 4 个村近 5000 亩土地，

参与土地流转的贫困户除了可获得土地租金外，还可以在基地务工。目
前，该基地不仅培育了近 100 名个体创业者，还为当地提供了近 2000 个
就业岗位，就业者大多数是无法外出务工的留守老人和妇女。

企业带着贫困户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这是鄢陵县创新思
维、走特色产业扶贫之路的一个缩影。

222 家规模企业，在资金、土地、技术等方面对贫困户进行重点扶持，
共带动 1522 户贫困户实现增收，1163 户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203 家
花木企业吸纳入股贫困户 956 户，流转土地 8000 多亩，每户每年亩均收
益 6000 余元；40 多个景区景点吸纳贫困户就业 537 人，带动发展农家乐
28 家，实现了贫困群众依靠生态旅游产业增收致富；全县 35 个贫困村全
部退出贫困序列，累计脱贫 5388 户 23437 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3.93%降至如今的 0.86%……

依靠花木产业优势，鄢陵县将贫困户纳入花木种植、养护、盆景制
作、绿化工程等产业链条中，探索出了“政府+金融机构+花木企业+贫困
户”“政府+花木企业+绿色扶贫基地+贫困户”“花木企业+入股分红+贫
困户”“花木企业+转移就业+贫困户”“花木+互联网+贫困户”“花木+生
态旅游+贫困户”等 6 种花木扶贫模式，全面解决了贫困户产业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缺信心、缺技术、缺资金、缺带动的问题，累计带动 1500 余户贫
困户实现增收，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准扶贫之路。

“产业壮根基、红利管长远”的产业扶贫模式让鄢陵县脱贫攻坚工作
成为扶贫典范：在全省中期核查评比中，被评定为“好”等次；代表许昌市
参加全省产业扶贫现场观摩，位居小组第二；“花木+扶贫”作为全省十大
产业扶贫案例之一，在全省印发交流……

依托产业扶贫的同时，该县还组建了 114 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队，
对全县 2778 户 8171 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资助学生 2582 人次，发放
各类助学金、生活补助及营养餐费 130.02 万元；投资 600 余万元，新建 5
所贫困村小学、幼儿园；年度计划实施的 247 户贫困户危房改造已全部
竣工；“六改一增”全面铺开，需要改厕的 2847 户贫困户改厕任务已经完
成，其余“五改一增”工作大头落地；投入资金 8779.6 万元，分两批实施
140 个扶贫项目。同时，交通扶贫等其他行业政策均扎实推进，得到高效
落实。

家住鄢陵县彭店镇霍刘庄七组村民明满昌正是其中的一位受益
者。明老汉今年快 80 岁了，儿子在三年前发生意外去世，留下一双儿女
和老人，本就困难的家庭面临崩溃，全部生活开支依靠着儿媳微薄的收
入努力维持。扶贫人员了解到情况后，为他们送来健康扶贫就医卡、温
馨连心卡、健康扶贫医疗保障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明示卡等，免除
医保起付线，并提供家庭就诊咨询和家庭药箱服务。扶贫人员还多方协
调，为明老汉免费接上了自来水，安装了有线电视，进行了农网电力改
造。逢节假日，扶贫人员还会带着慰问品前来探望老人。现在，明老汉
不但生活得到了改善，身体也比以往硬朗了。

村容变美了 幸福感和满意度大大提升了
“百花竞秀春满园，欲寻春色到姚家。”“中原花木第一村”姚家村自古以来就

被称作“姚家花园”。如今的姚家村，每一寸适宜耕种的土地上，都被造型奇特、花
朵艳丽的盆景、盆花和树型优美的园林花木所覆盖，满眼的绿色让人心旷神怡。

“多亏县里这些年给政策、搭平台，引导花农提升种植档次、产业层次和综合
效益，土地亩均效益提高了不止三五倍，产业快速发展，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村
委会主任姚建新说。

和姚家村一样，在鄢陵县各乡镇，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生态文明的魅力，
近年来，鄢陵县依托生态优势，通过目标引导、政策扶持、项目带动、科技支

撑、典型示范和宣传推介，美丽乡村建设取得良好成效。目前，该县已建成 1 个“国
家级生态乡镇”、3 个“省级生态乡镇”、8 个“省级生态文明村”，荣获“全省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工作先进县”称号和许昌市首家“省级生态县”称号。

自 2014 年始，该县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从广
大农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要求入手，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治理行动，建立完善了
垃圾清运“户投放、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四级处理体系及相关配套体系，集中
处理农村垃圾问题。同时，还实施了绿化亮化、路网硬化、村村亮、文化惠民等一
系列重点工程，在较短的时间内，全县村容村貌有了显著改观，农村环境得到了质
的飞跃，农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大大提升。

截至目前，鄢陵县累计投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资金超过 2 亿元，全县一半以上
的行政村成为示范村、达标村。

该县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协作，为集中解决村容村貌难题提供了
合力。自今年 6 月 25 日起，鄢陵县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四治四净”活动，即村
庄内外整治、道路沿线整治、游园公园整治、水域环境整治，保持村庄内外、房前屋
后整洁干净，道路沿线整洁干净，公园游园整洁干净，县域河道、水体整洁干净。
强力实施“清河行动”，构建了县、乡、村三级河长责任体系，将 28 条河道、2 个湖泊

（鹤鸣湖、青年湖）和引黄入长济许工程纳入河长制管理，编制完成“一河一档”“一
河一策”。

在“垃圾围村”这一农民最苦恼、农村最急需解决的难题上，鄢陵县拓宽渠道，
开展市场运作，与河南森源城市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制订运营方案，着力
建立“政府购买服务、专业团队运作、强化监管考核”的运行机制，实现管干分离，
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成效。在经过前期试运行后，该县所有垃圾处理
工作已由河南森源城市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接管。同时，该县还积极探索农村
污水治理市场化运作机制，与中州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编制完成农
村污水处理实施方案，目前已分批开展乡村污水综合整治工作。

“这些年，村里不仅修了水泥路，建了健身小广场、公厕和垃圾池，安装了健身
器材，还配备了卫生专职干部、卫生管理员和保洁员，俺村从原来的落后村变成了
现在干净整洁的新社区，大伙儿可高兴了。”陈化店镇河西杜社区居民杜随方笑着
说。

小公园、小游园建设是鄢陵县提升乡村“颜值”的又一抓手。该县树牢“田园
城市、美丽乡村”理念，在城区规划建设 30～50 座精品小公园、小游园，城乡接合部
规划建设 60 座小公园、小游园，镇区规划建设 5 座以上小公园、小游园，各行政村
规划建设 2座以上小公园、小游园，加快实现“最美县城、最美生活”。

鄢陵为长寿之星颁奖

——看鄢陵如何依托生态优势大打“生态牌”，实施精准扶贫，改善人居环境

打造优美生活环境，建设宜居花城

以小公园、小游园建设提升乡村“颜值”

定期开展免费体检进社区活动，满足群众健康需求

鄢陵县马坊镇袁坡村村民在鄢陵旅游产业扶贫爱心集市上
展示自己的蜂产品。 牛书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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