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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至5日，采访团首站

来到洛阳市宜阳县。

“三山六陵一分川，南山北岭

中为淮，洛河东西全境穿”——简

单三句话概括了宜阳的县域地貌。

65 公里洛河溯源清流，8 个

生态湖景美如画，3条水街各具风

情，这座历史上因水而兴、以水而

名的北方山水名城，如今又和水

铆上了劲。

“去年以来，我县大力实施城

乡供排水一体化工程建设，全力

打造‘一川两山三张网，智慧管理

到终端’的供排水一体化新格

局。”宜阳县副县长李建芳说。

在香鹿山镇甘棠水厂的宜阳

县供排水智慧调度管理中心内，

记者看到，通过智慧化管理平台，

可对全县 18 个规模化供水工程

的进出水等数据及监测预警管网

实现自动化监测、分析和管理。

“我们打造了从源头到龙头、

从供水到排水的智能化监控网络

体系，实现数据监测全方位、智慧

管理到终端，确保智慧服务不落

一户不差一人，让放心水流进千

万家。”宜阳县住建局副局长、水

务集团董事长张社民介绍说。

“现在多方便呀，都是水冲式

厕所，热水澡在家随时能洗，这跟

城里没啥区别！”锦屏镇杏花村村

民李小勤见到记者就开始“炫

耀”。走到门口，李小勤用脚尖点

点地面说：“这地下还埋着污水管

呢，污水能顺着管网排走。”

在董王庄乡乔庄村，村里根

据村情和地势特点，创新实施了

“小三格+大三格”化粪池排水治

理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以整排

房屋、多户共同建设小三格，以小

管网连接每家每户，再以主管网

连接至村里建设的大三格，从大

三格连入街道上的主管网。”乔庄

村党支部书记乔二元说，村里铺

设了供水管网4000余米，实现全

村集中供水全覆盖，铺设污水管

网 5800 余米，通过集中转运、粪

便还田，实现生态循环。

宜阳县把城乡供排水一体化

建设作为改善农村面貌、增进民

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的首要任

务，真正让“源头活水”流进千家

万户，造福农民群众。

城乡供排水一体化造福千家万户

洛宁县是采访的第二站。

洛宁是河洛文化重要发祥地

之一。作为乡里中心首创之地，自

去年以来，洛宁因地制宜对全县

390个行政村进行规划布局，明确

“精品级+示范级+达标级”三级标

准体系，创新打造乡里中心。

何谓“乡里中心”？“简而言

之，就是农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升

级版，实现了多项服务一体化，让

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公共

服务。”洛宁县委书记王淑霞说。

乡里中心把便民服务、乡村

治理、产业发展、乡风建设、基层

党建等多项功能集中起来，同时

提供便民超市、日间照料等12项

基本公共服务，还开展送戏、送

医、送教进村（社区）等活动，成为

推动乡村“共建、共富、共治、共

享、共美”的重要载体。

底张乡是豫西地区著名的革

命老区。该乡中高村的乡里中心

除了提供日间照料、托幼服务、技

能培训等常规服务外，重点打造

了红色研学和百姓食堂等特色服

务项目。

中高村百姓食堂由村里的一

处闲置建筑改建而成，可同时容

纳 300 余人就餐。“食堂采用公

益+社会化的经营模式，在村红白

理事会的管理下，为全村群众提

供红白事服务，从而破除相互攀

比、铺张浪费的陈规陋习。”村党

支部委员王少武说。

洛宁县还把帮助村集体、农

民增收作为乡里中心的一项重要

拓展功能。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

产业基础，引导乡里中心与社会

运营主体开展合作，探索出“乡里

中心+民宿露营”“乡里中心+特

色农业”“乡里中心+文玩创客”等

模式，有效拓宽了村集体和村民

的增收渠道。

上戈镇庙洼村是豫西苹果核

心产区，全村315户农户中有220

户种植苹果。“服务发展苹果产业

成为庙洼村建设乡里中心的最核

心目标。”上戈镇镇长乔林峰告诉

记者。去年 9 月，庙洼村把闲置

的旧村部，改建成苹果网络营销

中心，设立特色农产品展示厅、京

东物流产地仓等。去年苹果成熟

季节，返乡创业青年张卢宁邀请

网络主播来村里直播带货，卖出

苹果 6 万公斤，上戈苹果在网上

火速“出圈”。

上戈苹果火了，庙洼村随即

引入宿联文旅集团，在村里建设

高标准民宿“苹果来了”，村集体

每年可获得项目资产运营 5%的

收益，实现村集体、村民双增收。

截至目前，洛宁县已建成乡

里中心323个，全县82%的农村群

众已纳入乡里中心功能覆盖范

围，预计今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乡里中心打造村民“幸福之家”

9月7日，采访团来到闻名中

原大地的“牛羊大县”——嵩县。

近年来，嵩县坚持富民导向，

出台富民33条硬措施，大力发展

牛羊养殖、中药材种植和乡村旅

游等特色产业，探索出了独具地

方特色的富民增收乡村振兴之

路。

把分散的牛聚拢在一起，由

专业技术人员喂养、防疫，保证了

养殖质量和效益，养殖户“坐等收

钱”。嵩县探索的这种养殖模式

有个新鲜形象的名字——“托牛”，

养殖场叫“托牛所”。

“我现在可是‘甩手掌柜’！”

德亭镇杨村的养牛户石旭峰自

豪地说，与传统养牛相比，现在

最 大 的 特 点 就 是“ 养 牛 不 见

牛”。今年初，石旭峰用5万元帮

扶资金购买了 4 头小牛，托养在

村子的德亭肉牛养殖基地，他仍

旧干着老本行跑运输挣钱。每

头牛出栏后，石旭峰可保底分红

4000元。

嵩县还出台了“牛十条”，每

年安排不少于 5000 万元专项资

金，扶持政策覆盖从养殖到交易

全过程。目前，全县牛饲养量达

12.15万头，建成“托牛所”153个，

培育万头以上养牛示范乡镇 7

个，带动 3.8 万农户户均增收 1.5

万元。

在嵩县的另一头，城关镇叶

岭村的千亩丹参基地最近成为不

少游客的“打卡地”。谁会想到，

两年前叶岭村还是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传统农业村。

改变从 2021 年春节村党支

部书记董广聚走马上任开始。董

广聚和村“两委”干部一起，将目

光瞄向全身都是宝的丹参，由此

开启了叶岭村的逆袭之路。

县里因势利导出台扶持政

策，对 1000 亩以上的丹参基地，

补 贴 60 万 元 作 为 产 业 发 展 基

金。对种植效果好、带动作用明

显、经过验收认定合格的，再发放

每亩500元产业奖补资金。

在产业发展基金的“诱惑”

下，叶岭村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

社，采取“合作社+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筹资40万元，流转土地

1070余亩，于2021年10月底高标

准打造了千亩丹参种植基地。

叶岭村还根据村集体经济收

入盈余情况，按照利益联结机制，

将 30%的收益让利给合作社成

员。2021年和2022年，分别给社

员分红 51 万元和 90 万元。在叶

岭村的带动下，周边的北圆、朱

村、孟村等 5 个村发展丹参种植

7000亩。

目前，嵩县已形成了城关镇

丹参、何村乡柴胡、九皋镇皂刺、

大坪乡连翘、车村镇桔梗等10个

万亩特色产业，培育千亩以上连

片种植基地 37 个，初步形成“一

乡一特、一村一品”产业格局。

特色产业拓宽富民增收路

“刚过去的暑假忙得不可开

交，每天几乎都是满房。”9 月 7

日，采访团来到洛阳市栾川县，民

宿烟雨云舍的老板娘郑芳芳兴奋

地说。

“我们以县里‘百村千宿’建

设行动为牵引，坚持‘高品质定

位、集群式发展、系统化推进’，

以发展民宿产业经济‘小切口’，

助力乡村振兴大战略。”重渡沟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张鹏飞说，通

过打造高端民宿产业集群，带动

示范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实现

从传统观光式旅游向体验式旅

游的转变。截至今年 8 月底，重

渡沟示范区已累计接待游客 7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2.8 亿

元，带动周边群众 6000 余人就

业。

在伏牛山深谷里，得益于当

地实施的“归园田居”老屋拯救

计划，24 座“沉睡”老屋被“唤

醒”。这些老屋平均房龄在40年

左右，最老的一座房子已有百年

历史。“我们利用‘运营商+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农户+城市投资

人’的模式，村民可以用自己的

房屋产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入

股，合作社统一用这些资源对外

招商。”三川镇副镇长郭驰原说，

村民既可收租金，又可到民宿打

工挣钱，村里的农产品也随游客

走出了大山。

8年前，在外做生意的常石宝

看中家乡发展乡村旅游的广阔前

景，遂返回陶湾镇协心村，在一片

工矿废弃地上建起了高端民宿

——静水山居。建成后的民宿共

有院落7个、客房48间，将废弃矿

洞改造为酒窖和洞穴餐厅，吸引

了不少游客前去参观体验。通过

“公司+农户”的模式，静水山居吸

纳了 20 多名村民就业。“今年我

又新建了咖啡屋、水上餐厅。现

在人们旅游住宿，不光看环境，还

要有可玩的项目。”常石宝边磨咖

啡边向记者介绍，民宿旁边有国

家级登山步道、大峡谷漂流、山地

自行车道、露营基地，游客可以尽

情享受乡村慢生活。

陶湾镇党委委员张迎夏说，

不只是静水山居，陶湾镇越来越

多的乡村闲置资产“变身”高端民

宿，提升了乡村“颜值”。

目前，栾川县共有高端民宿

271家，高端民宿集群7个，8.6万

群众参与民宿及相关产业。今年

1—7 月，全县共接待游客 983.1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7.26

亿元。

民宿集群带来乡村好“钱景”

乡村振兴看洛阳
□本报记者 李曜清 文/摄

编者按：

9月4日至8日，“百名记者看洛阳乡村振兴”调研采访活动在河南洛阳市举行。本报记者跟随采访团深入洛阳市的宜阳、洛宁、嵩县、栾川等地，

围绕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进行调研采访，挖掘洛阳乡村振兴的好经验、好做法，亲身感受洛阳乡村振兴的新成效、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