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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具有豫西传统农耕文明又被赋予新时代特色的美

丽乡村，在汝州被精雕细琢、缤纷绽放。

9月 18日，在米庙镇石槽王村村民靳广亮的家里，

他拧开从卫生间房顶通下来的一个水管水龙头，看着清

水哗哗流进花圃内，他笑意盈盈地说：“两三年来我家都

是用这净化后的污水浇菜浇花的，不说谁也看不出来这

水原来是厕所里出来的。”

一泓清水显露的是汝州建设美丽乡村的决心。近年

来，汝州市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一笔一画描绘新时代美丽乡村。

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十乱”集中清理行动。成

立 5个由科级干部任组长的专项指导组，压实各乡镇

街道工作责任，督促落实垃圾“日产日清”；乡镇累计自

查自纠问题 9000 余条，市级指导组交办问题 500 余

条，已全部整改到位，各乡镇街道辖区村容村貌持续得

到改善。

积极开展和美乡村建设。全力打造汝东城乡融合和

美乡村先导片区，聘请河南中旅集团对片区进行规划设

计，经过“春季谋划”“夏季推进”两个阶段，片区打造已经

效果初显。目前已整合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675万元，建成

道路 14公里，沥青铺设 6公里，管网铺设 4公里；生态停

车场、中央公园林下经济、夜市经济、龙山花海沟域经济

等正有序推进。持续推动农村户厕改造，新申报户厕改造

任务 4110户，将在 20个行政村整村推进。

加大对传统村落、古山寨等保护开发力度；加强农村

基层治理，积极调处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扎实推进乡村治

理体系和乡风文明建设……一股清新之风在广袤田野上

吹拂，村民生活更加安心、舒心。

“俺这里的街道都是以前修的水泥路，时间长了，路

面坏了很多，再加上车碾水泡，坑坑洼洼，走起来很不得

劲。如今这路一修，平平坦坦的，走起路来真舒坦，看着心

里都畅快。”9月 18日上午，正坐在门口聊天的临汝镇临

北村几名村民笑着说。

2020年 10月以来，临北村新的村“两委”班子组建后，

在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情况下，发动在外经商创业的人士、

爱心村民捐款，多方筹措资金 100余万元，实施了一系列

改善人居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先后硬化 9条街 1500余

米，铺设砂石路面生产道路 5条，建设游园 1个，安装路灯

300盏，挖掘吃水深井 3眼，架设高音喇叭 12处，植树

1300余棵，村容村貌一年一个样。同时组建的村级环卫队，

做好村容村貌的日常保洁，村民们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今年又多方筹措资金和争取市里项目支持，铺设村

街沥青路面 1700米，统一施划交通标志线，整修田间生

产道路 6000米，安装路灯 50盏，新打农田灌溉深水井

11眼，埋设管道 14000米，实现了全村耕地水利化。”临

北村党支部书记刘占胜说。

9月 18日早上 7时，庙下镇小寨村北侧东都粉业公

司门口的产品展厅，工作人员张晓蒙已经走进展厅，来到

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开始打印头天下午下班以后

直播间转过来的订单，等待快递车来拉货。

“昨天接了 9000多单，下午下班前转过来的单子，当

天全部发货。下班后直播间转过来的单子，今天上午必须

全部打完快递单发货。上班时间需要一直坐在这儿打单

子。”张晓蒙说。

“针对消费者需求，我们公司新近研发了筒装的‘魔

芋拌粉’和袋装的酸辣粉，同时对线上直播的全国带货网

红队伍进行了精准优化，由过去的四五百名优化到 100

多名，今年预计线上销售额将突破 5000万元。”东都粉业

展厅线上业务负责人刘俊霞说。

“我们将着力完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全力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聚力开展和美乡村建设行动，倾力深化新

阶段农村改革，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汝州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让乡村宜居更宜业！”汝州市农业农

村局党组书记、局长焦慧涛说。

美丽乡村展现田园新风尚

金色，是秋天最明亮的颜色，田野里弥漫着丰收

的味道。

走进汝州乡村，温泉镇朱寨村 1500 多座大棚组

成的香菇种植基地，夏菇正在长出第四茬鲜菇，22

万多袋秋菇也已经上架；焦村镇靳村的秋蚕已经

“上山”，蚕棚里一片“成熟”的喜人景象；庙下镇东

都粉业公司门口的电商展厅里，工作人员正在忙着

打印快递单子、搬运产品……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图景

正美丽呈现。

农产品透出绿色底蕴

眼下正是花生收获的季节，在温泉镇西唐村的

花生地里，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在收获花生。他

们或夫妻二人，或全家出动，带上小板凳、开上三轮

车，将花生棵连根拔起，一串串、一粒粒饱满的花生

破土而出，清土、摘果、装袋、运输……一派喜悦的

繁忙景象。

“我种的面积大一些，现在还不到收获期，预计

还得 10天左右。”走进西唐村花生种植大户孙学仁

的田间，长势喜人的花生在坡地上绵延起伏。孙学

仁说，他今年同合伙人白政伟一起种植了 220 亩花

生，收获时将全部使用机械化采收，这样即减损又

高效。

“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前几天刚到我们田里

测过产量，一亩地的花生产量预计近 800斤。”孙学

仁说，今年雨水均匀，花生的长势较往年更好一些，

按目前市场上每斤 3元的价格，一亩地花生的销售

额能达 2400元左右，每亩地净收益在 1000元左右。

在温泉镇朱寨村香菇种植基地，菇农朱国民正

在给巨大的蒸锅锅炉里添燃料，腾腾的热气让他满

脸流汗：“这次装了 8000袋，需要蒸数十个小时才能

蒸成熟料。”他的身后，是 11 座一字排开的香菇种

植大棚。

邻近的一排大棚内，菇农张翠平忙着采摘鲜嫩

的香菇。“第四茬菇正在采摘，这一茬出完，还有第

五茬。夏菇一结束，秋菇预计到 9月下旬开始出第

一茬菇。”

“我们这个集体经济项目香菇种植基地目前大

棚已发展到 1500 多座，年产香菇 6000吨，产值 7200

万元。村里利用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建设的现代化菌

棒生产线，统一为基地里的村民制作菌棒，既利用

集约化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又为集体经济增加了

收入。今年从 9月 10日开始制作菌棒，目前已生产

菌棒 22万袋，预计全年可生产 40多万袋。”朱寨村

党总支书记朱学卫介绍说。

在汝州，红艳艳的软籽石榴、洁白如雪的蚕茧、

细长甜蜜的甘薯、金灿灿的金银花、畅销全国的“三

粉”，原生态的特色产品、绿色产品正在成为乡村产

业发展的最美底蕴。

在发展优质、特色农产品的同时，汝州市还深入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推进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后劲

更强、农产品安全水平和品质更高。今年，汝州夏粮

种植面积 72.43 万亩，总产量 25.55 万吨，较去年增

产 0.9 万吨，实现了丰产丰收；秋作物播种面积

94.55万亩，目前已陆续进入收获期。农业种植结构

持续优化，发展优质专用小麦 21 万亩，完成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 1.7万亩。

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和质量稳步提升。今年以来，

汝州市新认定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3 家，新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12家、家庭农场 345 个。

品牌强农战略再添佳绩。新获批河南天葡汝蓝

云农庄的葡萄、韭菜、玉米、黄豆有机食品等 4 个有

机食品，新申报三阳粉条、金晟沣源尖晶柿等 2家

绿色食品及名特优新农产品 1个（核桃）。

让乡村宜居更宜业

临汝镇狮子张村樱桃

花生喜获丰收

农户展示正在采摘的葡萄

大峪镇赵楼村花椒喜获丰收

焦村镇石榴喜获丰收

小米椒喜获丰收

美丽乡村

据河南日报农村版

□郭营战 文 /图

汝州：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