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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农业助推“张庄
梦”、“东坝梦”早日实现

对于东坝头乡党委书记许家书
来说，他要实现的不仅仅是“张庄
梦”，而是“东坝梦”，他已经有了一
套完整的构想。

许家书说，东坝头乡是个农业
乡，未来发展要从农业着手，“去年
我们乡土地流转15000多亩，今年截
至目前一共流转了2万亩。”

这些流转的土地用来与开封晋
开集团合作，进行机械化大农业。

“现在大型喷灌机就装了十几台，水
肥药一体化喷洒，效率非常高。”许
家书说，机械化大农业比过去农民
单打独斗效率高、效果好。

目前东坝头乡的状况就相当于
农民把地租给公司，再去给公司打
工，挣公司的钱。“农民是地主，也是
员工。公司一年交给农民1000斤小
麦，不用农民自己投资，农民再去公
司干活，拿工资。”

今年，东坝头乡又和晋开集团
签订了2万头奶牛养殖项目，这将是
亚洲最大的奶牛场。“我们要增加牛
初乳、酸奶加工，还有肉牛加工，仅
这一个项目就能为我们乡提供 2000
多个就业岗位。”

东坝头乡有4万亩黄河滩地，超
大型奶牛场就建在此处。“黄河是地
上河，没有排污，没有其他工业污
染，能保证奶源绿色环保。农民去
企业打工，都算正式员工，有三金，
有了这些好项目，也就是 3 到 5 年的
时间，我们乡的经济肯定会走到全
县前列，群众的生活将大大改善！”

东坝头乡敬老院的老人们

老党员游富田：我对总书记说有个要求
总书记突然拿起笔看着我：请你说

希望帮我们圆了“张庄梦”

也许从1855年铜瓦厢决口、黄河改道开始，张庄人就有一个梦——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安居乐业、家宅安康。
数百年来，他们一直为这个梦想埋头苦干，但年复一年，似乎永远是“好过的正月，难过的二月，面黄肌瘦的三月，见神见
鬼的四月……”
焦裕禄来了，他带领群众造林固沙、育草封沙、翻淤压沙，把风沙漠漠、沙丘高耸的荒滩变成一望无际的绿树田畴。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来了，他走进农家小院，走进村委会，与百姓闲话家常，听取村民代表的心声，深入了解民情民意，了
解他们的梦想与生活。
“张庄梦”，就这样一点一点靠近，变得清晰，变得触手可及。 郑州晚报记者 张新彬 邢进 辛晓青/文 廖谦/图

“张庄梦”一角
老人吃住不花钱
国家还给零花钱

东坝头乡敬老院，坐落在张庄
村外的“焦林”旁。

敬老院分前后两个院落，前院
种植着花花草草，建造了亭台楼阁，
设置了健身区，后院则开辟成菜地。

80 多位老人在这里生活，敬老
院院长是76岁的雷中江。

老人们的房间是窗明几净的双
人间，有床头柜、衣柜，还有统一发
放的厚厚被褥。

厨房里，各种不锈钢的设备擦
洗得闪闪发光，冰柜里放着满满的
肉和蛋。

敬老院还有棋牌室、会议室、焦
裕禄纪念展厅，应有尽有。

在这里，仿佛看到了“张庄梦”
的一角，雷中江自豪地说，敬老院财
政全供，老人们吃住不用花一分钱，
每月国家还给发零花钱。

而提起当年，老人感慨万千，
“那是你们无法想象的，老焦我们一
起亲手丈量过，就在敬老院这块地
方，最高的沙丘 9.9 米，最矮的 6.6
米，比两层楼还高。”

“张庄梦”近了
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
村里要修水泥路

这是文伟清和代莲叶的家，春
日的农家小院，生机盎然。

房后猪圈里，6 头吃饱的猪在
打呼噜；一侧的鹅棚，5只大鹅昂昂
大叫；西厢房的 6 只小羊羔撒欢跑
过来，歪着脑袋卖萌。

院里坐着剥花生的老两口，一
脸笑容。在春光里，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的“张庄梦”那么近，触手
可及。

文伟清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
总书记在张庄村的座谈让他看到
了无穷的希望，“总书记说了，党员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是一阵
风，党员干部要永远和群众打成一
片，我们有信心和乡亲们一起努
力，共同奔小康。”

72岁的老党员游富田说，张庄
村是国家级贫困村，以前花钱靠救
济，吃粮靠统销。现在国家免了农
业税，孩子上学也免费，国家还提
供营养餐；看病有新农合，60 岁以
上的老人国家发放养老金，家家户
户用上了自来水，村里还要修水泥
路，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 我 们 张 庄 村 虽 然 有 了 很
大 变 化 ，但 是 还 没 有 彻 底 脱
贫 ，我 对 总书记说我有一个要
求 ，这 时 总 书 记 突 然 拿 起 笔 看
着我说‘请你说’，我接着说，希
望选派有能耐有技术的干部到
我们村，带我们脱贫致富，帮我
们圆了‘张庄梦’！”曾和焦裕禄并肩战斗过的雷中江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