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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民

□郭天强

农民怎样过上城市生活？答案

有二：一是农民进城；二是改善乡村

居住环境。

农民进城，在自觉不自觉中已

经全面铺开；目前，留在乡村的青壮

年越来越少。在城市，街道干净，房

屋整洁，床铺卫生，做饭用天然气，

卫生间有抽水马桶。当然，挣的钱

也比在农村多。所以，农民便向往

城市，留恋城市，因而纷纷涌向城

市，要过城市人的生活。

而今，农民要过城市人的生活，

有了第二个选择，那就是改善乡村

居住环境，在农村也能过上城市人

的生活。

乡 村 居 住 环 境 怎 么 改 善 ？ 对

此，国家出台有文件，各级政府有具

体措施。大致来讲，就是要修路、清

垃圾、治污染、改厕改灶、绿化美化

村容村貌、保护传统村落和田园风

光等等。

先说路。过去，农村是土路，遇

到连阴雨天，农村的土路变成了沼

泽，车过不去，人走不出；前几年搞

“村村通”工程，农村的道路有了较

大改善；现在，要搞“组组通”，“户户

通”，就是要把硬化的路面修到每一

个农户的门前。如果这样搞，农村

的路就不比城市差多少了。

再说清垃圾。以前，农村的生

活垃圾、牲畜粪便都被制成了农家

肥，重新回归了土地；不知从啥时候

开始，这些垃圾不再做农家肥了，而

是被堆在路边沟边，牲畜粪便在村

庄内随意散落，弄得整个村庄臭气

飘荡、蚊蝇遍地。再加上废塑料袋、

空瓶子、烂纸箱、破衣服四处飘落，

有些村庄真的像个大垃圾场。不把

这些垃圾清理掉，不把新产生的垃

圾统一收集处理，你在农村能生活

得好吗？

在过去的岁月中，农村的厕所

就是“两块板，一个坑，蛆蝇孳生臭

烘烘”，污秽不堪的场面让人“蹲不

下”、“闻不得”。现在，要把这些旱

厕改为水冲式厕所，让这些厕所不

散发臭味，不滋生蚊蝇。这就是“厕

所革命”。

还有改灶。原来的土灶台、柴

火锅确实太不卫生，做起饭来还很

费劲；现在很多农户用上了液化气灶

台，既便捷又卫生，将来天然气还会

通到一些农村，做饭就更省力、省钱，

你在城市不也就是这样做饭的吗？

农村的路修好了，垃圾处理掉

了，厕所、厨房收拾得干净卫生了，

你在农村的生活与城市相比还会有

多 大 差 距 ？ 如 果 道 路 两 边 得 到 绿

化，村容村貌得到美化，传统村落和

田园风光得到保护，“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的美景就会再现，农村

就会比城市更生态宜居。到那时，

就不是农民向往城市，而是城市人

向往农村了。

那就是美丽乡村；那就是“农村

美”、“农业强”、“农民富”的高度统一。

农村建设成这样，离乡村振兴

的日子也就不远了。4

“老郭说农事”之九十五

农民怎样过上城市生活

改善人居环境乡村行

通讯员 王明建

“一个土坑两块砖，围个围挡

露着天，污物横流屎遍地，蚊蝇成

群臭熏天。”一句顺口溜生动诠释

了农村厕所的现状。4月以来，地

处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的淅

川县香花镇把打赢农村“厕所革

命”攻坚战作为改善民生、改善农

村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任务，全力

以赴实施，目前已完成旱厕改造总

任务的 16%，取得显著成效，得到

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政府对我们贫困家庭照顾得

太好了，盖了新房，改了厨房，连厕

所改得也像城里一样，抽水马桶真

是方便又干净！”香北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王书林谈起旱厕改造，感触

颇多。王书林是香花镇香北村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旱厕改造的受益

者，改造后的厕所使用方便而且干

净卫生，节水型三瓮化粪池埋在地

下，从挖厕坑、到三瓮和蹲便器安

装，再到厕屋修建，全程免费服务，

整洁干净的地面，院内、院外无一

处异味，水冲式厕所不仅改变了他

和家人的生活习惯，更改出了农村

生态环保的新气象。

“农村旱厕改革，事关百姓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事关农村生

态环境改善，为此，我们把旱厕改

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科学规划，

有序推进，确保更早让全镇群众共

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香花

镇“厕所革命”百日会战动员大会

上，镇党委书记王振清的讲话赢得

了阵阵掌声。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旱厕改造

工作，香花镇政府结合实际，加强

财政投入，强化工作措施，试点先

行，全面铺开，同时加强对农户使

用指导，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相结

合的粪便污物处理模式，努力健全

长效管理服务机制。在具体实施

农村改厕工作中，香花镇科学制定

实施方案，把“统一规划，统一设

计，统一标示，统一标准，统一补

助”作为工程实施的具体指导思

想，在建档立卡贫困户改路、改线、

改厨房、改厕所的同时，确保农村

旱厕改造全面覆盖，使这项民生工

程真正做好、做实。

据悉，香花镇旱厕改造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费用全免，非贫困家庭

县财政户均投资 800元，镇财政补

贴 400元，2019年计划农村旱厕改

造 5000 户，2020 年实现全覆盖。

截至目前，香花镇农村旱厕改厕完

成 830 户 ，占 今 年 任 务 总 量 的

16%。4

香花镇“厕所革命”见成效

本报记者 胡楚强 通讯员 范良术

山青、水绿、花红、景美……在

西峡县寨根乡桑树村猕猴桃科技示

范田，一场深入田间地头的科技扶

贫工作推进会正在举行，17个猕猴

桃种植科技示范户实地问诊。

寨根乡地处西峡县西北部，平

均海拔 700米，距县城 60公里。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山乡蝶变的第

一动力。从西峡县委办定点帮扶以

来，科技创新在长效扶贫脱贫中的

推动作用日益凸显，技术服务渠道

不断拓宽，成绩斐然。

寨根乡辖 8个村，2200户，8000
余人，90%耕地种植猕猴桃，是典型

的无粮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该乡因地制宜，着力发展“菌、果、

药”特色产业，并千方百计培育农副

产品市场和拉大产业链，使各个产

业效益达到最大化。实行香菇标准

化种植，建成 500 万袋规模的香菇

出口基地，荣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称号。目前，该乡形成“菌、

果、药”三大支柱产业，财政收入连

年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稳定

增加。2018年，人均年纯收入达 1.1
万元，65 户、116 名贫困人口顺利

脱贫。

该乡帮扶企业宛药公司、仲景

食品公司主动担当，先后与乡里合

作建设香菇产业扶贫基地、山茱萸

产业扶贫基地，并让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即“菌果药”农民种植专业合

作社参与产业扶贫，带动贫困户稳

定增收。并在资金、技术、信息和农

副产品销售等环节提供无偿统一服

务。同时，经常性组织专家、技术骨

干和乡土人才实地为农民培训、手

把手教贫困劳动力学习掌握实用

技术。

结对驻村帮扶，信息技术到村

到户。为改变一部分贫困群众“等、

靠、要”思想，该乡在帮扶企业、帮扶

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建

立爱心超市。此外，通过驻村帮扶

活动和“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等

活动，举办科技培训班 26 期，召开

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表彰会 4 次，开

展农业科技指导服务 608 次，扶持

新上致富项目 11个，带动 300多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

寨根乡党委书记郭玉鹏自豪地

说，科技长入，美了环境，富了口袋。

寨根乡初步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

业”，被评为省级卫生乡镇。4

寨根：

科技赋能 山乡蝶变

通讯员 常杰敏

“养成习惯了。现在家里的垃

圾不放在路口的垃圾箱里，就感觉

很别扭！不舒服！”早晨，社旗县

李店镇王庄村村民常洁新，要开着

自己的“宝骏”牌小轿车去镇上办

事，出门时顺便把一袋垃圾放在路

口的垃圾箱里，笑着说。

该村妇联主任杨耀珍说，原来

垃圾围村、村内垃圾遍地的情况已

经消失，各家各户乱倒垃圾的坏毛

病没有了。公路附近的村民把入

袋垃圾堆放在路边，其他农户则把

入袋垃圾送到指定的垃圾池。定

期有专人负责清扫运输。村民维

护环境卫生的意识提高了，村容村

貌整洁干净了许多。

村民王金坡说，3年前，王庄村

村民对垃圾的处理还是随处乱

丢。那时候返乡，一踏上进村的

路，田边地头、房前屋后、道路两边

丢弃的垃圾随处可见。本村的水

库里漂浮着塑料袋、饮料瓶、破旧

的衣物等，承载多少代人童年记忆

的清澈小河，几乎成了臭水沟。垃

圾围村成了王庄村党支部、村委会

头痛的问题。

真正的变化是从 2018年开始

的。这年，李店镇开展了“农村

人居环境大整治”活动。首先是

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教师、退

伍军人带头，先行把路边、地

头、河沟等处的垃圾分批捡拾清

理；其次搞好日常的环境卫生保

持，除了专职保洁人员清扫，还

鼓励村民自愿清理维护。这一

年，王庄村党员干部在本村范围

内累计集中清理垃圾达 30 多场

次。与此同时，全村开展了“美

丽庭院合格户”创建活动和“美

丽庭院示范户”评选活动，家家

户 户 比 “ 好 习 惯 ”， 争 当 示 范

户，看看谁家的环境卫生整洁、

优美。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渐渐发

现，好习惯让居住环境越来越美

了，舒适感、幸福感逐步提升。越

来越多的群众也自觉投入到了人

居环境整治活动之中。乡亲们高

兴地说：“好习惯催生出好生态，绿

水青山又回来了！”4

有了好习惯 村庄洁净美

通讯员 李善喜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麦收刚

过，李新卯就赶着自己的 18只山羊

出 了 村 。“ 俺 种 的 8 亩 小 麦 收 获

11088斤，每亩折合 1386斤，加上刚

种上的晚花生，今年全年每亩将收

入 2500元以上；这 18只山羊（其中

成年母羊 6 只）年底至少能发展到

30只，初步计算，出栏肉羊加上种粮

收入全年能达到 4万多元……谁说

种 养 不 赚 钱 ？ 科 学 种 养 最 关 键

啊”！提起自己的种养经，李新卯信

心百倍。

今年 65 岁的李新卯是方城县

博望镇姜庄村出名的“庄稼筋”。自

打当兵复员回乡至今，已种了大半

辈子地。勤劳能干，善于钻研的他

把一套种田经读得滚瓜烂熟，他还

在家里养猪、养羊、养鸡鸭，成了公

认的“土兽医”。近几年，一些农民

感到种养不赚钱，但李新卯每天都

攒足一股劲，潜心搞种养，实现了种

粮养殖双丰收，每年的收入都在四

五万元左右。

能在种养行当里灾年不减产，

疫情不沾边，李新卯的经验是：重科

学，土法洋法一齐用；靠勤奋，细心

精心巧管理。

李新卯家共有 8.2亩责任田，每

年饲养一群羊，他一方面积极运用

机耕匀播、适时灌溉、病虫害综合防

治、配方施肥等现代新技术，另一方

面实行土洋结合，除了自己养羊积

攒的羊粪外，每年还要从别的养殖

场买回鸡粪、羊粪几十车，把 8亩耕

地普施一遍“偏心肥”。另外，宁可

拉运其他农户的秸秆喂羊，也要让

自己的秸秆还田。

“因为施土粪，搞秸秆还田，俺

种的小麦从来都茎秆粗壮不倒伏，

灾害天气不减产。去年小麦孕穗

期，由于雨大风大，俺村 80%的农户

都出现了小麦倒伏现象，俺家的麦

田却纹丝不动，这要归功于土粪的

作用啊！”李新卯充满自信地解释

说。“施肥就像吃饭一样，讲究粗细

搭配，人吃肉多了，会身体虚胖，庄

稼光施化肥，也会旺长不强壮，倒伏

减产就是这个原因。”李新卯能把一

套土洋结合种田技术分析得头头是

道。另外，不等天旱就浇水，不见病

虫就预防，就连每年请人测土化验

等技术环节，他都能如期进行，这也

是李新卯的诀窍之一。

在养羊上，李新卯也积累了一

套成功经验。由于自家的庭院面

积有限，他不搞大规模饲养，存栏

量保持在 15只至 30只左右。每年

的定期防疫他都是自己购药自己

打针，圈舍消毒定期进行，母羊孕

期饲料按比例配置，羊羔断奶时间

等环节几乎一天不差，他还准备了

种养两本日记，把关健环节应采取

的关键措施，一笔一笔地记录在本

子上。正因为精细管理，他喂养的

羊群从未发生过疫情，保持健壮

生长。

编后：俗 话 说 ：处 处 留 心 皆 学

问，勤劳换来财富多。李新卯作为

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他把一整套种

养经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在黄土

地上战灾害、攻难关，数十年如一日

砥砺钻研，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梦。

李新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无声

地实践着中国农民的勤劳智慧。4

一群绵羊 8亩田
巧养巧种双增收

特约记者 刘理政 通讯员 仵 君

有这样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他

做完股骨头更换手术 3 天，坐着轮

椅，投入到扶贫工作中；

他开着三轮车架着双拐，访遍全

村申请加入贫困户的 150户人家；

他 1978 年开始进入杨沟村村

委工作，任劳任怨，41年如一日；

他就是镇平县石佛寺镇杨沟村

党支部书记杨宗朋。

杨沟村位于石佛寺镇西北 3
公里处，全村 4 个自然庄，其中贫

困户 31 户 58 人，截至 2018 年底，

脱贫 27 户 54 人，剩余贫困户 4 户 4
人，综合贫困发生率为 0.16％。村

主要产业是农户从事玉器加工和

玉器销售。

2017 年 5 月，杨沟村重新精准

识别贫困户。全村 521 户，申请纳

入贫困户的户数竟达 243户。

当时，杨宗朋因患股骨头坏死

重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做完

手术的第三天，不听主治医生的反

复劝说，坚持出院回家。回到家的

第二天，腰间绑着 40 厘米宽的绷

带，坐着轮椅，带着双拐到村部议

事。由于伤口缝合时间太短，杨宗

朋架着双拐走路十分艰难，每走一

步都要咬牙忍着疼痛。就这样白天

坚持工作，晚上输液，每天晚上 12

点以前没有合过眼。

贫困户识别程序的第二步就是

入户调查核实，对不符合条件的户

进行剔除。他嫌坐着轮椅入户调查

不方便，就在废品收购站买了几近

报废的电动三轮车。他开三轮车，

带着双拐入户走访。就这样坚持走

访 150 户，上百家的群众被感动得

落了泪。见到杨宗朋，群众说得最

多的就是“你都这样了，还来俺们这

儿！”

自此以后，杨宗朋带领村“两

委”班子大干苦干。2018年底，杨沟

村贫困发生率从 2017年的 2.39％降

至 0.16％，群众对扶贫工作满意度

达到 95％以上。

2015年左右，姜沟自然村通往

杨沟自然村的 1.13公里道路，还是

凹凸不平的土路。每逢下雨天，总

是泥泞不堪。给村民的日常生活带

了极大不便，也苦了经常要去杨沟

小学上学的孩子们。老年人心疼孩

子，就一次一次地去找杨宗朋，杨宗

朋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自己

都不记得镇里、县里来来回回跑过

了多少次。直到农历 2016 年腊月

初，才申请到了修路指标，最终道路

赶在春节前完成了通车。

2017年初，姜沟自然村 40多岁

的朱新宏带着 5位年长的村民来到

杨宗朋家道谢。说到激动处，几个老

人要给杨宗朋磕头。杨宗朋赶忙拉

住老人说，万万不能啊，这都是我应

该干的，让你们走了这么多年的泥巴

路，是我对不起姜沟的老百姓啊！

在杨沟村“两委”的努力下，该

村连续 4 年无信访案件，基本做到

了百姓事不出村。

目前，杨沟村打算投资 120 万

元新建标准化村室，新建文化广场

1200平方米 ;硬化 5条村、组道路 3.5

公里，村内道路“户户通”；投资 25
万元安装路灯 139 盏，实现村庄道

路全部亮化；完成旱厕改造 320户，

修建标准化公厕一座。目前，杨宗

朋正带领杨沟村“两委”，进行旱厕

改造工作，逐户研判规划。4
下图：与村民拉家常，顺便宣讲

农业科技，也是杨宗朋的必修课

特约记者 刘理政 摄

架着双拐扶贫的村支书

淅川县西簧乡河北村村民党三娃夫

妇回乡办起养羊场。养羊由几十只发展

到 600 多只。去年出栏 280 多只，收入 50
多万元。他们把羊粪无偿供给 5 家农户

种植猕猴桃、果树、蔬菜，帮助乡邻增加了

收入 4
图①：去年秋季青贮的玉米秸秆是上

乘饲料

图②：羊舍干净整洁

特约记者 许学智 摄

回乡建羊场 羊肥禾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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