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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新郑这个村交出新答卷
芳菲四月，人间春好。新

郑市梨河镇前吕村春潮涌动，
这个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美丽
乡村示范村，立足产业优势，深
耕“产业振兴”，在宜人春色间
释放出无限活力。

前吕村位于梨河镇西南
部，是新郑市最南端的行政村
之一，共有 388 户 1280 人。
近年来，前吕村夯实基层组织
基础，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大力
发展集体经济，交出了乡村振
兴的新答卷。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地 沈磊 文/图

本报讯 还记得你上一次
读书是什么时候吗？人们常
言：脚步无法触达的地方，书
籍可以。4月23日，一个专门
为读书而设立的节日，提醒着
人们：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
点、什么形式，只要你愿意读
书，便可以在书的海洋中自由
徜徉，尽情汲取知识的营养。

黄帝故里河南新郑，全民
阅读、书香四溢从“享受文化”
到“参与文化”只有一本书的
距离。

4月 22日，新郑市 2022
年“书香新郑 全民阅读”“绿
书签行动”暨“知识产权宣传
周”版权集中宣传活动启动。

近年来，新郑市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市图书馆、
城市书房各农家书屋等公共
文化设施，及组织开展的经典
朗读、读书分享会等系列线上
线下全民阅读活动，全民阅读
氛围日益浓厚。

新郑以“互联网+书屋”为

突破口，深化农家书屋延伸服
务，积极推动农家书屋向数字
化转型升级，通过书屋内的计
算机，阅读网站手机APP、微
信等数字化手段为读者提供
更加全面、丰富的内容服务，
数字农家书屋建设成效显著。

除此之外，新郑还对全市
的农家书屋进行了全面升级
改造。全市 249个村（社区）
农家书屋均达到图书 2000册
以上、音像电子出版物 100张
以上的标准，满足了新郑市民
群众与日俱增的阅读需求。

来到新郑市新华书店，各
类书籍主题丰富、摆放整齐，
不少市民正在挑选书籍。“平常
工作总是忙忙碌碌，没有时间
好好读书，现在有了属于自己
的时间，来这里挑一挑书，真是
一种享受。”市民陈女士挑选了
一本《平凡的世界》，她告诉记
者，自己没事儿就会来书店，阅
读已经成了生活习惯。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春韵新郑满城芳
半掩书香意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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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改善更宜居
“随着村里的环境越来

越好，今年，又有 6户村民
陆续回村居住。”李景照告
诉记者。

走在前吕村，环境清新
怡人、道路四通八达、房屋整
齐宽敞、街道笔直干净、墙体
绘画栩栩如生……整洁而美
丽的村子，在一片翠色中散
发着盎然生机。

由荒沟改建而成的小游
园里，鸟语花香、鲜翠欲滴、
万紫千红。“像这样利用闲置
土地建设的游园有 3个，另
外，村里主次干道按照一街
一景全部绿化到位，完成改
厨改厕276户，做到了应改尽
改。”在景色如画的小游园，
李景照如是说。

前吕村建立了长效机
制，健全完善“两委”干部分
包村民组、党员分包街巷制
度，及时清理村内垃圾杂物，
修剪绿化树木，建立环境整
治长效机制。全面整治村里
的荒沟、荒院、荒宅，环境面
貌日益改善。

而这一切的实现，得益
于该村以党建引领为总抓
手，选优配强了村“两委”班
子，村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在
抓发展、促增收、惠民生中走
在前、干在先。前吕村先后荣
获郑州市文明村、郑州市生态
村等荣誉称号。记者欣喜地
看到，产业高质高效、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画卷
正在前吕村徐徐展开。

在产业发展中，前吕村采取
“一产集中、二产带动、三产提升”
的思路，将全村土地集中流转，解
放劳动力，整理闲置厂院、盘活民
宅，带动就业。

“村养老院已建成，正在进行
装修，预计今年8月份投入使用。”
前吕村党支部书记李景照带记者
走进该村养老院，他介绍，这个村集
体经济项目共投资400万元，建筑
面积3700多平方米，设计床位100
张，运营后年收入可达100余万元。

除了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前
吕村还引进了拙为食品、服装加
工、办公家具、大枣加工、工矿贸
易厂等8家企业，安置本村及附近

村庄富余劳动力300余人，月工资
3000~5000元。

据了解，郑州拙为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2018年在前吕村建成投
产，几年来，该企业在前吕村稳步
发展，产值不断攀升，市场效益越
来越好。

前吕村产业发展也带动了全
村餐饮、商品零售、房屋出租业的
发展。位于村南侧的东西商业街
除了有超市、饭店，还有理发店、
维修店、熟食店等十几家商户。
村里19处闲置民宅经过简单装修
后出租，安置了部分企业职工近
100人住宿，所得租金使村民又增
加了一份收入。

“村史馆刚建成，即将对外开
放。旁边这座古戏楼建成 3年多
了，成了戏迷和广场舞爱好者的
乐园，村里的大型文艺活动也都
在这儿举办。”李景照带记者边走
边看。他说，新建成的村史馆全
方位展现了前吕村的变迁、乡土
文化和民俗民情，留住村民的乡
愁。古戏楼是村里走出的乡贤田
西庆捐资90万元所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前吕村
人才辈出，有近百人在外经商。
近 5年，该村培养出了 50余名大
学生。在外打拼富裕起来的村民
开始返乡建设新家园。他们富裕
不忘桑梓，归来反哺家乡。村里
的 29名企业家、退休干部职工在
该村党支部的引导下成立了村爱
心协会，把村里能人的力量集合

起来，为村民献爱心，为村子发展
作贡献。爱心协会成立以来，每
年通过多种形式对村里的大学
生、贫困家庭、80岁以上老人和好
婆媳等先进典型进行资助、奖励，
捐助资金累计达到 70万元，受惠
群众300余人次。

同时，前吕村健全完善村规民
约，组织开展“星级文明户”认领工
作，逐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连年举办“好媳妇、好
婆婆、好女儿”等先进典型评选，营
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
的浓厚氛围。在重阳节、国庆节等
节日，组织全村 60岁以上老人开
展活动，通过送戏曲、送文艺演出、
送长寿面、送礼物等形式，营造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产业发展促增收

崇德向善润民风

村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