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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春节长假，张太玉等张定邦村党委、
居委会干部走家串户，趁村民都在家，向他们
了解入驻新居后的生活如何、对合村并城和
招商引资有什么想法和建议等，充分调动了
村民参与合村并城的积极性。

张定邦村位于北邙岭上，村门口挂着“宽
带示范小区”的牌匾，村民新居是统一规划的
楼房，环村公路把全村连成一体，还建有小游
园。去年年底前，全村198户741口人全部乔
迁新居。

张太玉沿着村里的大路走进了张秀英
家。84岁的张秀英是全村年龄最长的人，从
一家祖孙6口住窑洞、平房到搬进330平方米
的新居，她见证了张定邦村数十年的变迁。

张秀英家的变化得益于合村并城政策。
2008年，惠济区古荥镇把张定邦村定为全镇
合村并城试点村，最终确定了最有利于村民的
合作方案。先期，河南正商置业有限公司建设
新居，免费赠送给村民。村民搬进新居后，拆
除老宅子还会按照面积获得补偿。

张太玉说，随着村民收入的增加，将加大
基础设施利用，让居民生活更美好。此外，他
们还将通过一系列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
生活。

张秀英的二孙女有自己的想法。她现在
在惠济区长兴路的一家单位当会计，每周双
休日才能回家看看奶奶，她希望能“在家门口
当一名会计”。

张太玉说，张定邦村目标定位是建成特

色旅游村，该村已与两家公司达成合作协议，
两年后，全村人基本可以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张秀英的大孙女希望家里能够通天然
气。张太玉则说，现在郑州市的天然气管道
已经铺到北四环附近，过上三四年，天然气就
会通到村里。

张秀英的儿子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最希
望家里收入增长，生活更富裕。张太玉回答，
3年后，全村人均收入将会达到10万元。

他解释，张定邦村已经获得省市多项资
金支持。目前，该村与有意向的公司合作，对
方投资，但要拿出总体收益的 40%作为福利
发放给村民。

张秀英一家还提了其他建议，张太玉或
解答或记录。

等张太玉离开时，张秀英的儿子说：“我
对美好张定邦村有了更多的向往。”

▶人物：赵先洲
（荥阳市豫龙镇槐西新型农村社区居民）

4“好”详数新型社区新变化

火红的灯笼、簇新的对联和不时响起的爆竹
声，荥阳市豫龙镇槐西新型农村社区花园里，说起
在新型社区过新年，到底有哪些变化？居民赵先
洲和我们细数了4个“好”。

工作好找。以前他们一家4口人才4亩多地，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自打土地流转住进槐西社区
后，自己在社区附近工厂上班，每个月都有固定的
收入，儿子刚毕业，又在社区附近开了个电脑维修
部，老婆开了一个养殖场专养鸽子，一年收入也有
10万元左右。

东西好买。在社区门口有一家大型超市，里
面的商品种类齐全，购物不用再到城里拎着大包
小包挤公交了。今年过年，他们家就在社区超市
里置办齐了所有年货。

道路好走。虽然社区距市区相对远点儿，但
是交通很方便。去荥阳市区，社区附近就有市内
公交；往郑州，社区门口有直达公交，都是几十分
钟车程，很便捷。

服务设施好。在社区周边分布着银行网点、
药店诊所、饭店宾馆以及各类商铺。譬如，就拿今
年待客来说，可省力了，打个电话啥事都搞定。

正说着，楼下广场传来了音乐声，赵先洲迫不
及待地说：“我要到社区广场排练舞龙灯。这要是
在以前，村里过年没事儿，就是打打牌、侃侃大
山。现在我每天都到社区服务中心和村民一起练
龙灯，可得劲了，到正月十六那天，我们的节目还
要代表镇里到城里表演呢。”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推进，荥阳将会
有更多的“村里人”就地过上“城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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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在村里也过上了“城里年”

▶人物：黄晓
（十八里河镇宣教员）

未来十八里河镇将是我的骄傲

正月初七，上班第一天，管城区十八里河镇
政府办公大楼一片繁忙景象，作为班子成员之
一，十八里河镇宣教员黄晓8点准时赶到办公室。

8点半，镇党委书记李阳东、镇长侯春雷召集
全镇近80名机关干部开会，布置新一年的重点工
作及分工。

40分钟后，镇班子成员一起开了个碰头会。
作为站马屯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小组组长之

一，黄晓又和指挥部的同事们一起开了个会。
10点半，3个会议结束，黄晓赶到了站马屯指

挥部，开始蛇年第一天的现场工作。
2011年 8月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

黄晓来到了十八里河镇。“第一次看到十八里河，
和我想象中的职业人生相距太远了。”黄晓骄傲
地说，“目前，十八里河镇即将开工或已经开工的
重点工程占整个管城区的一半以上，金源百荣项
目、南水北调项目、生态廊道建设、郑新快速通道
建设、刘湾水厂、污水处理厂……这其中我也发
挥了自己的光与热。”

来到指挥部，黄晓先办理了站马屯第二村民
组村民陈建伟关于房子赔偿款的事儿，又联系了
小刘庄的舞狮队，筹备正月十五管城区广场文化
活动的表演。

“去年春节因为是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春节，
腊月二十八我还没回老家，正月初二还要在电话
里沟通镇里的工作，今年适应了。”黄晓说，自己
只是十八里河镇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军中的一员，
镇里的机关干部都没有丝毫懈怠地投入到了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热潮中。

“快来俺家坐坐，搬迁后咱农家的变化可
大哩！”大年初三上午，刚到新密市来集镇王
堂祥和社区门口，55岁的张新花看到记者手
里拿的照相机，便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在张新花的带领下，我们沿着宽阔的社
区柏油路，行走于一幢幢鳞次栉比的居民楼
之间。社区绿化各种乔木灌木搭配有序，干
净整洁的道路通向每栋住宅，俨然一个优美、
现代的花园式小区。小区里张灯结彩，年味
儿十足。

交谈间，张新花高兴地说：“今年住上新楼
房，这年过得和往年大不一样。钱包鼓了、底气
足了，唱唱歌、跳跳舞，生活过得可滋润！”

她指了指不远处正在玩耍的小女孩
说：”你看我那小孙女穿的新裙子，还有我
身上这新棉袄、平时跳舞时的演出服，都
是儿媳妇在网上买的，自从搬进新社区，

家家都有宽带，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网上买
衣服哩。”

来找张新花闲谈的邻居李新荣搭了腔：
“可不是吗，以前住平房，哪有什么网络，现在
我也学会了上网，衣服、鞋子、家居用品……
今年在网上买年货花了不少钱。不过，现在
每月都能拿到养老金，我也敢花钱了。”

走进张新花 120 平方米的新家，客厅窗
明几净，地面一尘不染。

“以前院里院外都是土，窗户也不严实，
过年怎么也拾掇不出个样来，现在平时就收
拾得好，过年都不用打扫。”张新花说。

她打开冰箱门给记者看：“搁往年住在村
里，总得忙着买些肉、大白菜预备着，怕大正
月的不好买。办年货还得骑自行车到五六公
里外的镇上去赶集。现在小区里就有超市，
想吃什么随时买，总吃新鲜的。”

▶人物：张太玉
（惠济区古荥镇张定邦村书记、主任）

走家串户宣传“美好张定邦村”

春节长假，当人们回家团聚的时候，还有不少工作人员，为了让大家过好节,
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新年伊始，让我们记录下这些辛劳的人们，对他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