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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6 月 21 日，走进米庙镇石槽王村，柏油村道两侧的

绿化生机盎然、整齐有序，文化墙上的彩绘与干净整洁

的街道相映成趣。村党群服务中心院内传来稚嫩的读书

声，隔壁“织梦工坊”里 6 名妇女正飞针走线，村东头的

袜厂生产线上银发工人动作娴熟———这幅动静相宜的

乡村新画卷，正是该村创新推行“全龄服务”模式的生动

写照。

儿童关爱，从“读书会”到“成长生态圈”

“每周六上午，我们都会准时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开

展‘护苗读书会’，参加的人数有 30 多人，孩子们都很喜

欢参与，邻村的群众不少羡慕我们村开展的这项活动。”

据石槽王村党支部书记张曼曼介绍，读书会活动从

2023 年至今已经举办了上百期。

当问起举办“读书会”的初衷时，张曼曼这样回答：

在农村，留守儿童较多，这些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平

时全靠爷爷奶奶照看。但是孩子们不只是需要物质上的

照顾，更多地还需要精神支撑、语言交流和肢体上的接

触，这些方面老年人是照顾不到的。久而久之可能就造

成孩子们沉迷手机、缺乏交流、性格孤僻等情况，而且还

很叛逆。

“孩子们是村子的希望也是国家的希望，正是看到

了这种现状，我决定开办‘护苗读书会’。”张曼曼说，每

周村委会都会邀请村中的教师和党员干部引导孩子们

开展读书活动，让孩子们了解更多课本以外的知识。“后

来我们发现，只是单纯的读书孩子们积极性并不高，我

们就又延伸了让孩子们上台分享文章、开展手工制作、

讲安全教育，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带领

大家开展一些户外活动。”张曼曼说。

“经过我们的不断摸索，现在孩子们对读书活动的

参与率和积极性都非常高，而且也能明显感受到他们脸

上的自信，性格也更加活泼开朗，与外界接触交流的勇

气也越来越强了。”张曼曼对“护苗读书会”取得的成果

言语间透露着欣喜。

“织梦工坊”，让留守妇女变身产业达人

“这个屋子是我们的手工编织培训点，同时我们还

建立了手工编织微信群。在家留守的中青年妇女足不出

户就能创收。”在张曼曼的带领下，来到村党群服务中心

二楼最南侧的一间屋子，里面摆放着不同款式的手工饰

品样品花束。

“我们通过市家家靓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与浙江义乌

小商品城对接，以订单的形式制作各种花束手工饰品，

不同产品的制作方法都有专门的老师培训教学，订单有

保障、产品有销路，留守妇女的工资也很可观。”张曼曼

告诉记者，手工饰品编织过程，需要精细度和复杂的编

织手法，只有中青年妇女才能耐下心来制作，老年人眼

睛不好，手速和精细度也达不到。

该村还成立了自己的家政服务工作队，培训中年留

守妇女从事卫生保洁工作。

“我们上岗前都经过培训，设备、工具由村委会提

供，只要有活拉上就能走，主要是给一些新房打扫卫生

和公司做保洁，工作也不累，一天能挣 100 元左右，工资

都是现结还不耽误照顾家里。”今年 50 岁的梁香粉是工

作队中的一员。

“为了帮助更多的村民务工就业，我们还在市人社

部门的帮助下，设立了零工市场招工驿站，目前已经为

各类人群提供就业岗位 20 多个。”据张曼曼介绍，该村

的零工市场招工驿站不光为本村群众服务，还为周边村

庄和乡镇的群众对接、注册，从 2023 年设立至今，已经

服务 200 多名有不同就业需求的村民。

“银发岗”有活力，生产线上夕阳红

早上，70 岁的村民王坤送完孙子上学后再到村中

的袜厂“上班”依然不晚。“在这里上班很自由，不但能照

顾到家里，而且活也不累，我们是按件计费，一个月轻轻

松松收入一千多元。”王坤笑着说。

据市出色针织厂经理陈婷介绍，该厂主要做棉织袜

子代加工，与浙江纺织企业合作，生产的商品一部分在

国内销售，大部分商品通过浙江企业贴牌后做出口贸

易。

“我们厂目前用工量有 40 多人，主要是本村群众，

50 岁以上的大龄老人有 10 多人。”陈婷说，该厂实行弹

性工作制，老人们在这里上班不光时间自由，劳动强度

也非常低，中午还能在家休息一阵子，午休后老人们来

到工厂有说有笑就把活干了。

“没想到我都 70 了还能有工作，每个月还有一份收

入实现自己的价值，最主要是这么多老人在一起‘做活’

很开心。”王坤说。

同时，该村为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丰富他们的文

化娱乐生活，还不定期组织老年人体检，开展慰问活动，

并利用村里的农家书屋让老人们开展下棋、读书等活

动，丰富老年人文化娱乐生活。

“前段时间村里开展了义诊活动，医生给我体检后

告诉我，我的血压、血糖都很正常，但是骨密度有点低，

让我近期多补补钙。”正在村卫生室购买钙片的村民王

大爷告诉记者，今年 5 月中旬，村委会协调镇卫生院“移

动诊疗队”在村卫生室搭起临时义诊台。医护人员采用

“一对一”问诊模式，为老人们进行了血糖、血压检测，眼

底检查，慢性病预防等升级项目在内的 10 多项体检。

夕阳西下，夏日的炙热已经慢慢褪去，结束读书会

的孩子们蹦跳着前往村中的“游乐场”，那里有他们喜欢

的滑梯、秋千和攀登设施。织梦工坊的灯光依然明亮，袜

厂“下班”的老人们说笑着走向健身器材场。忙碌了一天

的中青年妇女们来到村中游园或村头公园，三三两两陪

着孩子悠闲散步，交流着一天的见闻趣事。石槽王村用

“一老一少一青壮”的幸福密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生

动注脚。 宋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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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路街道：发展特色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

石槽王村：

织就乡村振兴“全龄幸福网”

村中环境

村中的保洁队正在工作

留守妇女正在学习手工编织

村里开展义诊活动

周六读书会上孩子们在做户外运动

村民正在袜厂工作

近日，记者在紫云路街道马窑村看到，成片的玄参舒展着

墨绿色叶片，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草木清香。朝曦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马东东正指导村民为即将丰收的药材修整田垄。目

前，合作社拥有 300 亩中草药核心种植区，年产值 200 万元，有

效带动村民致富，助推乡村经济发展。马窑村中草药种植产业

只是紫云路街道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一村一品”带民致富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紫云路街道位于汝东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内，龙山花海、中央五湖公园自北向南作为我市的绿色生

态轴贯穿整个街道，龙山大道等“两纵四横”主干道路网贯穿全

境，地理位置独特，交通条件便利，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紫云

路街道积极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葡萄、桃、石榴、草莓等果

品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推动乡村经济繁荣的新引擎。

党屯社区种植葡萄 200 亩，其中有机葡萄 80 亩，年产值达

500 万元；种植优质甜桃 150 亩，年产值达 150 万元。近年来，党

屯社区建成 16 个高标准有机蔬菜大棚，种植有机蔬菜 100 亩。

这不仅是产业扶贫的重点项目，更解决了 30 名困难群众稳定

就业，帮助他们实现脱贫。同时，还积极发展订单农业，利用网

络资源，将产品推介到更广阔的市场，让丰收的果实，转化为农

民实实在在的幸福。

于庄村有石榴园 300 亩，年产值达 200 万元，两个草莓园

50 亩，年产业达 100 万元，培育 2 个专业合作社，每年可带动劳

工 500 余人次。

马窑村“两委”利用村里闲置的场地入股朝曦种植专业合作

社。朝曦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有玄参、丹参、地黄、赤芍、射干等多种

中药材，可为农户提供育种、技术、收购、加工、销售等一条龙服务。

小微产业园增活力

当下，在许多村都在为发展产业四处“找米下锅”的态势

下，紫云路街道马窑村建起占地 100 多亩、有 5 家企业入驻的

小微产业园。沿马窑西路继续向北不过 500 米，矗立着一个天

青底色牌子，这里便是马窑村小微产业园，对面围墙上的“振兴

乡村经济”几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从牌子向东，一字排开的是:

汝州市勤能达鸽业、汝州市凤霞床网厂、河南豫嘉织带有限公

司、汝州市嘉宇绳带编织厂、河南艺佳坊瓷业有限公司(马家汝

窑)。这些企业总投资 1160 万元，年产值 2300 余万元，每年为村

集体带来收益 12 余万元，带动本村和周边群众 200 余人稳定

就业。

除马窑村外，紫云路街道辖区企业众多，目前已有万源实

业、天葡汝蓝、建海置业等多家重点企业，近 10 个养殖家庭农

场稳定运营；同时，万源特种货物运输、钰祥实业、德润益农等

本地优秀企业也为街道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与此同时，紫云路街道辖区驿站养老、电子商务等新兴经

济业态和鞋帮、帽子、袜子等手工产业的崛起，更是为紫云路街

道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李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