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秋的梁园区，乡村道路笔直交错，
林茂粮丰，绿树掩映，瓜果飘香。一万亩

水面、一万亩湿地、一万亩森林，引得游人纷
至，流连忘返。梁园区依托黄河故道独一无二
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正在着力于产业升级、结构调
整，进一步带动全区农民持续增收，共同建设
美好家园。

在水池铺乡辣椒产业基地，正值辣椒上市的时
节，就连呼吸到的空气都是火辣辣的。依主干道而
建的一个个辣椒收购点，妇女、老人聚在一起，分
拣、掰把儿、切片、装箱……分工不同，但同样忙
碌。每年，从梁园区运往全国各地的鲜辣椒达260万
吨，辣椒产业还带动了运输业、包装业、冷藏业发
展，形成了产业链。

“除了鲜椒，我们最近还开发了辣椒叶、干辣椒
片等产品，可以说能利用的都利用上，不浪费一
点。”在位于水池铺乡的郑红农业合作社，负责人郑
红给大家展示了新产品。经过分拣有残损的辣椒，
可以进行切片晒干，远销国内外；辣椒叶焯水后真
空包装，是一二线城市酒店深受欢迎的养生食材。
前段时间特大暴雨，让水池铺乡的种植业受到很大
影响。在田间地头，村民们正在翻耕土地，补栽菜
苗，积极生产自救。今年年初乡里刚刚协调保险公
司推出了“辣椒险”，相当多的农户购买了保险，因
自然灾害导致的绝收最多一亩地可以获赔1500元。

辣椒、草莓、莲藕、山药，已经成为梁园区农
业结构调整的四大支柱产业，“中国辣椒之乡”“中
国草莓之乡”等久负盛名。如何保证土地资源稳定
高效的产出？那就是“规模调大、品种调良、品质
调优、品牌调亮、效益调高”，在产业升级的道路
上，梁园区正在给出答卷。

产业升级推进农业调优

天沐湖景区坐落在梁园区刘口乡境内，水域面积1
万多亩，平均水深 2米。水波澹澹、夕阳西下，远道
而来的游人依旧兴致勃勃。上世纪90年代末，刘口乡
开始依托这万亩水库发展旅游业。

据了解，景区内游乐设施、餐饮小吃、游船码头等主
要由大刘、西刘、刘灿等村的村民经营。目前，天沐湖日
均接待游客 2000多人次。景区一个不起眼的烤鱼摊
子，在周末就能收入两三千元；老年人在景区打扫卫
生，一天至少也能分到百十元。“2017年以来，我们
对景区内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升级，增加了
风车长廊、摩天轮等游乐设备，安装了 147盏
路灯、升级改造了公厕、下水道、道路等，进
一步提高了景区的硬件，同时延长了营业时

间，增加了景区收入。”天沐湖发展服务娱乐有
限公司负责人杨萍告诉记者。另外，围绕天沐湖

景区，西刘、大刘、刘灿、中陈等村还建设万亩杂果、
大樱桃基地，重点发展采摘园，刘口乡每年举行桃花

节、樱桃节，令该乡的旅游内容更丰富、更有玩头。
发展旅游业，梁园区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黄河故道在梁园区境内
总长37.8公里，流经孙福集乡、李庄
乡、刘口乡，在刘口乡当店王村东
北入示范区境内。近年来，依
托沿线万亩湿地、万亩森林、
万亩水面等“三个一万亩”，
该区着力打造以黄河故
道为主线、文物古迹为
节点、休闲农业为板
块的全域生态旅游
圈，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小镇（孙福集乡、李
庄乡、刘口乡）；以郑徐
高铁为主轴发展特色物
流小镇（谢集镇、王楼乡、双
八镇）；以 343省道为主轴发
展航空服务小镇（水池铺乡、观
堂镇）。通过特色小镇发展，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按照“一
乡一产、一村一品、一户一业”的思
路，建设产业兴旺的美丽乡村。

依托黄河故道一带，及郑徐高铁、310国道、105
国道和森林大道沿线，梁园区在周边布局农家乐、采
摘园、家庭农场等项目，打造四季有花、常年有果，

“可览、可游、可居”的田园景观。
沿线这些星罗棋布的农场、农庄，还自觉肩负起扶

贫攻坚的任务，带领当地群众共同致富、不漏一人。如
双八镇森景庄园采用“企业+扶贫基地+贫困”户模式，
帮扶当地贫困户60户。“通过到户增收资金入股分红的
方式，本镇的贫困户能保底增收 10%。同时，通过土地
流转、提供岗位等方式，每月能帮助他们增收1800元到
2400元。”森景庄园负责人刘文涛告诉记者。

特色小镇促进产业融合

谢集镇属于商丘老集镇区，历史上素有“第二归
德府”的美称，陇海铁路和 310国道横穿东西，机场
路、谢郭路纵贯南北，商贸物流发达，早在2004年便
当选全国重点镇。

作为重点镇，谢集镇的小城镇建设起步比较早、走
得比较远。镇党委、镇政府成立了小城镇建设指挥部，
设立了专门办公室，并抽调 10余名得力镇干部成立市
容监察大队，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总体规划设计，突出本
地特色。“我们历届党委、政府都非常重视规划，早在
2002年之前便出台了建设规划，并于 2013年进行了第
二次修编。最关键的是，要把住建设关、按照规划走，使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该镇党委书记路绪涛说。

除了规划建设，该镇在城市管理上也毫不松懈。
镇区各街道和各村保洁都有专人负责，并实行“日点
名、周小结、月兑现”的管理办法，全镇各村卫生保洁工
作做到“网格化”管理。镇区排水管道、地下管线铺设，
弱电全部入地，街道宽阔、路灯明亮，就连今年连续两天

的特大暴雨，都没有产生长时间积水。
在乡村，通过“美丽乡村”等连续

多年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村容村貌得
到了极大改善，环境卫生进一步改
善，道路、排水、公厕、路灯等基
础设施进一步完善。2018 年
以来，该区共集中开展了4次
农村环境整治活动，集中
清除了陈年垃圾，重点对
村庄周边、街头巷尾、
交通沿线、景区周围
进行重点整治。

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中，贫困

户的居住环境得到优
先改善。“今年多亏搬到

了安置房，不然我那老房
子根本经不住这场大暴雨。”

在孙福集乡小吴屯村，71岁的
赵修海在自家新居里接待了记

者一行。这是白墙黄瓦的小平房，
门前还有个铁艺栏杆圈成的小院，

35平方米一室一厅带个小厨房，家
具橱柜一应俱全。老赵爷孙俩年初“拎包入住”，一
分钱没花就住上了新房。据了解，2017年、2018
年，该村对村里20多户贫困户、危房户进行了集
中安置，统一设计建设，并安装了路灯、自来水
等基础设施。

而对小吴屯村普通村民来说，最近有意思的
大事是村里举办的摄影大赛。该村以“互联网+乡
村”为思路，以“为村”软件为平台，搭建沟通村务、发布
信息、连接感情的平台。于 8月 8日至 18日发起了“小
吴屯村儿童摄影大赛”，60多名参赛者踊跃投稿，其中
不乏外地务工人员。“一等奖是儿童智能手表手机一部，
不在奖品的多寡，而在大家的积极参与，活跃了乡村文
化生活，增进了凝聚力。”包村干部李忠峰告诉记者。

协调发展提升城乡品质

在双八镇府前路、东沙河两侧，一座占地 260
亩、总投资达 3600万元的草莓主题公园正在建设，
其中几个高效示范棚初具雏形。除此之外，今年该
镇还在森林大道、105国道、双八镇府前路等主干道
沿线重点布局了草莓产业园区、善缘农业草莓小
镇、森景庄园二期等项目，力求打破以家庭为单
位、零散粗放的生产方式，大力引进企业高效示范
种植，带领农户引进良种、精耕细作，走园区化、
规模化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今年我们还与农业科研
单位合作，政府投入 30万元进行良种培育，将来通
过品种升级换代，‘双八’的草莓也将不再是老味
道。”该镇党委书记王建伟介绍。

最近几年，梁园区提出农业结构调整目标任
务，“以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为重点，以园区建设为
平台，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为保障”，加快发展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提升果蔬品牌知名度、优化
果蔬产业结构调整，确保果蔬产品质量安全。同
时，充分发挥梁园区城郊型农业优势，大力发展优
质、生态、安全近郊型都市农业。

目前全区已形成了以水池铺乡、观堂镇、王楼
乡、谢集镇、李庄乡为主的 8.12万亩辣椒基地，以
双八镇、李庄乡为主的1.2万亩草莓基地，以孙福集
乡为主的莲藕 1万亩、山药基地 1.2万亩；发展果蔬
园区15个、全区无公害农场品基地20个，绿色生产
基地1个，无公害农产品20个、绿色产品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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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宜业宜游乡村振兴谱新篇
本报记者 司鹤欣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蓝天白云下，一座
座农家小院花木掩映。环境优美了，每日清扫庭院和
门前道路成了很多村民的自发自觉行为。

为了破除垃圾围村、环境脏乱差等顽疾，在整治
村容村貌的同时，梁园区积极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置
市场化运作，由区城管局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管理。
根据村庄人口规模，在村庄内合理设置勾臂箱体放置
点，由环卫保洁公司定期清运，建立“户分类投放、
组统一保洁、村统一收集、公司统一清运、区监督考
评”的城乡一体化垃圾转运处置模式，切实达到“扫
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住”四个环节的要求。
同时，在各村的党员和志愿者带动示范作用下，通过
宣传，农村居民生活习惯和环保意识进一步提高，生
产、生活方式越来越绿色环保。

梁园区依托30个农村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和污水集
中处理试点村建设工作，在 30个试点村优先开展污水
处理和厕所革命。农村改厕工作采用三格式化粪池对
污水初步处理，通过村庄污水管网，利用村庄坑塘，采用
土壤渗滤、生物处理、湿地处理等生物净化方式对污水
进行二次处理。该区已经建成水池铺乡张屯村生活污
水处理试点村，并逐步在全区进行推广。

在水池铺乡张屯村村室旁，村中小花园荷榭亭前是
一处荷叶田田、蒲苇挺秀的荷塘。谁能想到，两年前这
里还是个气味熏人的排水沟。通过借鉴外地成功经验，
从去年开始，水池铺乡就在该村试点，利用生物技术处
理辖区内的废旧坑塘、边沟，通过在污水排水点种植蒲
草、睡莲、荷花等水生植物，通过植物和微生物的吸收净
化达到净化生活污水的目的，在治污的同时兼具景观作
用。今年，这一模式将向全市推广。

刘口乡当店王村村史博物馆，青砖垒墙，白灰勾缝，
飞檐走兽，仿古厚重。走进馆内，一份份史料、实物，见
证了一个村庄从贫困到富足的辉煌历程。村史馆传承

村庄和先贤
的故事，忆
苦思甜，，
留住乡
愁。

宜居生活重环境更重文化

各村镇农家书屋、村镇文化站、乡村舞台、健身广
场实现全覆盖。为了倡树文明新风，梁园区广泛开展文
明村镇、星级文明户评选，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各村全
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文化墙、文化体育广场建
设，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加强基层
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梁园区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
下乡活动，仅 2017年各专业和民营艺术院团就完成演
出300余场。

水池铺乡张屯村是生物除污法净化生活用水示范点水池铺乡张屯村是生物除污法净化生活用水示范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崔 坤坤 摄摄

孙福集乡万亩荷塘孙福集乡万亩荷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单保良单保良 摄摄

谢集镇小城镇建设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水池铺乡尚楼村葡萄种植园水池铺乡尚楼村葡萄种植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崔 坤坤 摄摄

孙福集乡小吴屯村为贫困户集中孙福集乡小吴屯村为贫困户集中
新建的住房新建的住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崔 坤坤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