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岗：搬进新村迈向省级生态文明村
在上街区峡窝镇

中南部丘陵地带一个
村庄的入口，立着“魏
岗新村”石碑，但许多
魏岗新村人仍习惯说

“我们魏岗村”。短短
的几年时间，村民们
在村支部书记魏遂生
和村委主任何承强的
带领下，把魏岗新村
建成了郑州市新农村
建设重点示范村，还
通过了省级生态文明
村的验收。在这几年
时间里，村民们虽然
习惯了新生活，但还
没有习惯被称为“魏
岗新村人”。
晚报记者 姚辉常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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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窝镇 23个行政村分
类实施发展规划，成效卓著

在上街区峡窝镇，魏岗新村仅是一个
例子，许多行政村像魏岗新村一样实现了
跨越。目前，该镇有 4个郑州市新农村建
设重点示范村，并且都位居郑州市的前几
名，此外，还有 5个村正在迈向郑州市新农
村建设重点示范村。

这一切得益于上街区委、区政府的领
导，得益于峡窝镇实施的新农村工作方法。
他们将23个行政村分为4类：城中村、近郊
村、远郊村和贫困村，逐类实施发展计划。

对西林子等5个贫困村，实施异地搬迁
战略。村民被安置到310国道附近，由于临
近上街区装备业制造基地而就业方便，由
于临近寄宿制学校而孩子上学方便，由于
临近峡窝镇卫生院而就医方便，由于离养
老院近而养老方便。

对石嘴村等 11个近郊村，鼓励发展近
郊农业，包括休闲观光农业，以及围绕城市
人生活所需要的肉、奶等发展规模养殖。

针对魏岗村等6个近郊村，鼓励发展特
色农业、工业。针对城中村，在实行旧村改
造的基础上，发展服务业。

峡窝镇在前进，在新农村建设方面他
们将重点解决4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培育主
导产业，着力解决村民就业、致富的问题；
二是培育壮大集体经济力量，让村民得到
更大的福利；三是让各村更加卫生，每个村
都设立垃圾中转站，镇里派垃圾车到各村
清运；四是大力提升村民素质，倡导文明新
风尚，建设和谐新农村。

对于将来，魏岗新村等峡窝镇的行政
村有理由相信，明天更值得期待也将更美
好——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
容整洁、管理民主、邻里和谐。

魏岗新村富了，就业、养
老不再愁

在为村民办实事的同时，全村的私营企
业发展到4家，有待建大型服务业一家，机械
加工小作坊5家，有规模的养殖场7家，林果
种植业 10余家。2008年全村实现工农业总
产值4600余万元，人均纯收入7100元。

随着新农村建设，魏岗新村越来越受到
外界的欢迎，许多社会问题迎刃而解。村里
一位老汉只有一个女儿，养老原本是他最大
的苦恼。可女儿结婚时，这个问题也就自
然而然地解决了。原来，女婿被魏岗新村吸
引住了，愿意留下来为岳父养老。老汉现在
一天到晚都美滋滋的，他说：“要不是新农村
建设搞得好，怎能留住女婿的心？”

魏岗新村在吸引着年轻人的同时，也吸引
了从该村走出的老人。在郑州工作的魏老汉退
休后，在魏岗新村添置了一套房子。“城市里有
的，我们这儿都有了，城市里没有的，我们也有。”
魏老汉说。老人退休之后最怕孤独，在城市里，
特别是新小区里面，大家都是陌生人，提防心很
强，因而，也就少有交流，孤独感没有办法消
除。在农村就不同了，虽然几十年不在家了，
但经常回来，彼此都是很熟悉的，能够聊得来，
很开心。再加上农村空气好，蔬菜是刚采摘的，
口味好，营养价值也高，对身体也好。

面对着已经取得的成就，魏遂生说，他
们将进一步扎实工作，巩固和完善创建生
态文明村的长期机制，更好地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

昨日，记者来到村民魏其明的家，院里没
见到堆积如小山的柴火，厨房里也没有农村
家庭常见的土灶台，用的是城市常见的燃气
灶，但没有煤气罐，他家用的不是煤气，而是
沼气。魏其明要给记者烧热水喝，他打着
火，火苗从锅底蹿出来，几乎将整个锅给包
围了，魏其明赶紧将火苗熄小。魏其明笑着
说：“这气压力就是足。”

魏其明说，以前家里也用过土灶台、烧柴
火，一顿饭下来搞得灰头土脸的，也极不卫
生。生活条件好了点用煤球，是卫生点了，但

跟煤气、沼气比起来，还是不卫生。现在用沼
气，家里基本没有灰尘，也就有了好心情，他把
家打扫得非常整洁。

魏其明掰着手指算了一下，一家5口人，一
天用煤球6至8块，一天下来至少得3元钱。而
用沼气就不同了，一天也就一立方米多，一立方
米也就五六角钱，最多一天一元钱，这样一天就
省2元钱。即使用煤气，用同样的立方，也因煤
气价格比沼气价格高近50%而多花费许多。

村里的街道里也没堆积的柴火了，墙壁像
刚粉刷过的。“墙壁统一粉刷成米黄色，已近一

年的时间了。要是烧柴火，早就被烟熏得跟黄
土色似的。”魏其明说。

目前，该村建有小型沼气池的用户有 105
户，500立方米大型沼气池已投入使用，村里还
专门成立了沼气管理合作社，大大方便了村民
的沼气使用。为了充分发挥沼气的作用，部分
村民还用上了方便的沼气灯。

这是地面上，在地面下，8000多米排污管
道建成，污水被排走了，村民告别了“污水基本
靠日晒，垃圾基本靠风刮”的日子，生活在整洁
干净的家园，日子过得很舒心。

魏其明家用的沼气来自鸡场，这鸡场可不
是一般的鸡场，是该村养鸡合作社建的、资源能
得到最大利用的现代化鸡场。一般的鸡场鸡笼
架子下面是平地，而这个鸡场的鸡笼下则是一
米多宽、半米多深的槽，鸡粪全部掉进槽里面。
每天，都会有人打开清扫机将鸡粪清扫到沼气
池里，鸡粪发酵就产生了沼气。

目前，已有3栋鸡舍和600立方米的沼气池
建成，正在建 6栋鸡舍和 1000立方米的大型沼

气池一座，待建成后，全村95%以上的村民除了
可以用沼气来做饭外，还可以取暖、洗漱。

魏岗新村人通过土地流转，将 40 亩土地
集中起来，栽种上梨、苹果等果树，鸡粪发酵
之后的剩余物作为肥料施到地里，就不需要
施化肥了，因此水果的品质非常好。魏岗新
村村委主任何承强说：“回想一下我们小时
候吃的水果的味道，就可以知道那水果的味
道有多么鲜美了。”

“这图纸现在看起来钱花得还是值的。”魏
岗新村支部书记魏遂生说，鸡场的设计图纸是
他们花 3万元钱买来的，当时觉得很贵，现在
是看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觉得完全值。

魏岗新村有 1300 多口人，耕地面积仅
996 亩，对他们来说，耕地稀缺。也因为如
此，魏岗新村非常珍惜每寸土地，鸡场不是建
在耕地上，而是将村民搬迁后留下的旧宅子
平整后加以利用。

魏岗村原来的村子地处丘陵地带，居民分
散居住，交通不方便，给生产生活带来了困难，
后来居民搬迁到了平整开阔的地带，形成了魏
岗新村。现在的玉发大道延伸线贯穿全村，峡
林公路也由此经过。

玉发大道延伸线是水泥路，宽 6米。2005
年以前，这儿是“水泥路”——雨天就是水和泥
混合成的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2005年 3月，魏岗村两委在魏遂生和何承
强带领下，不断开拓思路，采取新措施，倾听村
民心声，以为群众谋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
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村内主次干道及宅间小
道硬化率 100%，排水管网 100%。为解决村民
的用水问题，村里新打一眼深240米的机井，建
了总容水量150立方米、高35米的水塔一座，安
全用水到户率达100%。

村里大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村
1300多口人都参了保，基本上做到了人人看
得起病。

一件件实事让村两委赢得了村民的信
任。他们自加压力，提出一个更高的目标：将
魏岗新村建成名副其实的“新村”——郑州市
新农村建设重点示范村。

自此，该村经常研究改造方案到深夜，并
多次组织村民成员集体到现场查看改造项目，
最后拿出初步方案，提交村民代表讨论。经过
反复的论证、修改，制订了详细的操作性强的
改造方案，同时制订了《产业发展规划》《村民
培训计划》。

在工程开工前，他们多层面宣传发动，让群
众认识到重点示范村综合改造是一件惠民的大
好事，充分调动了群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营造

了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工程施工中，以村民组为单位多线展开，

统一协调，克服了工程点多、线长、量大带来的
一系列困难，形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
良好局面。

现在，魏岗新村集体健身器材 30余件，图
书室藏书 3500余册，新建生态小游园两处，种
植花木 5600余株。在文化大院里，设有专门
的学习教育室、文化娱乐室、棋牌室、健身室和
室外健身广场。广播电视普及率达到 100%，
电话普及率达 100%，宽带入户率达 20%，有一
个达标的卫生室。

2008年 11月，魏岗新村实现了目标，成为
郑州市新农村建设重点示范村。

今年，他们的艰辛和努力再次得到认可，魏
岗新村顺利通过了省级生态文明村的验收。

干净整洁的街道院落干净整洁的街道院落 图书室到处可见求知若渴的年轻人图书室到处可见求知若渴的年轻人村里富了，农民看病不用愁了村里富了，农民看病不用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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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使用沼气，既省钱又干净整洁

综合利用土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