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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沙澧，美丽乡愁。我市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以来，从美丽乡村示范县到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我市涉及的建设项目均呈现
出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为展示我市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进展，本报将开辟专栏进行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开栏的话

形态各异的桥梁横跨碧水之上，鲜翠
欲滴的垂柳沿河一字排开……走进临颍
县大郭镇胡桥村，你会惊诧于在中原内
陆，竟然能看到小桥流水、田园村舍这样
如诗如画的秀美风景。一个仅仅有土地、
劳力这样普通资源，不到两千人的村子，
缘何在近几年发生如此巨变？在胡桥村
支部书记胡青举的眼里，这一切均来自全
体村民的一个梦：依靠发展集体经济，让
全体村民共同致富，让胡桥村成为名扬省
内外的美丽乡村。如今，几十年的飞速发
展过去了，胡桥村村民的这个梦想已经实
现，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扬帆远航。

筑梦：经济大潮中找到思路

20世纪80年代前后，刚刚高中毕业
的胡青举在县里看到了很多诱人的就业
机会：县里某单位高薪招工并解决编制，
部队招人并许诺转业后的优厚条件……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想着回到老家在
村里发展，能让村子将来变得更好些。”胡
青举向记者回忆道。

1976年，胡青举进入了村两委班子，
担任团支部书记。1985年正式被选举为
村支部书记。在那个市场经济并未全完
放开的年代，胡青举看到周边的南街村、
北徐村等都在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并取
得了成功。在这样的环境下，胡青举等人
先后在村子里开办起了纸箱厂、纸盒厂、
尾毛加工厂。同村在临颍县卫生系统上
班的胡新民也在他的鼓励下，办起了停薪
留职，回来跑起了纸箱厂的业务。

“当时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是
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胡新民告诉记者，但
在他听了胡青举的集体企业发展计划后，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胆而又不失伟大的
行为。“都是想着给村里办点实事，给老少
爷们有个发家致富的门路。”胡新民至今
依然记得，曾经为了跑贷款、跑业务，他有
时候一连能在外地住上几个月。在他们
俩的努力下，100 多名工人的纸箱厂、纸
盒厂、尾毛加工厂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
效益最好的时候，每名工人每月能拿到
300多元的工资，而当时的一个县政府上

班的职工一个月的收入也就90元钱。
就这样，胡桥村的集体经济攒到了第

一桶金。在全村老少爷们看到一沓沓崭
新的人民币发到手里倍感兴奋之时，胡青
举等人的头脑则显得十分冷静：仅仅依靠
单纯的加工收入能否持久？胡桥村能不
能有自己的特色，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持续
发展、永不落伍的路子？

“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提高村集
体经济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怎样才能
找到一条别人学不成的发展道路。”胡青
举等人的大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
个偶然的机会，胡青举在外洽谈业务的时
候结识了一名河南农业大学专职园林植
物与观赏园艺研究的陈教授，“村里那么
多土地，种树多好！”陈教授一句不经意的
话说到了胡青举的心里。

“是啊，种树这个道路有很多好处：既
能美化村容村貌，还能给老少爷们挣钱，
树卖了还能再栽植，循环不断，永续发
展。”胡青举的心里一亮。在他的主导下，
村两委班子成员纷纷赞成这个发展思路。

追梦：30亩绿化苗木基地起步

果不其然，1997年前后，周边的纸箱
厂、纸盒厂随着设备更新成本逐年增高、
市场销售渠道萎缩纷纷倒闭。当时，临颍
县的北徐村有养殖、南街村有食品、龙堂
村有蔬菜……可胡桥村却只有几个将要
关门停业的加工厂。

1999年，胡青举等人决定在村里小规
模种植花卉苗木等高档育苗进行尝试。

“当时有10多个品种，有扦插、小苗等各种
绿化苗木。”胡青举告诉记者，当时的小麦
价格每斤0.24元，每年一亩地的收入也就
不到300元，而他当时决定给提供土地的
村民一亩地一年的承包价格是600元。刚
开始有部分村民持怀疑的态度，不给村集
体提供土地。“纸箱厂虽然快要倒闭了，给
工人发完工资后，村集体上剩余的钱也不
多了。”回忆起当时创业的艰辛，胡新民至
今仍历历在目。他告诉记者，有些村民的
土地你必须得先给他钱才让你种，1万多
元钱的土地承包价格在那个年代是一个
巨额数目。“就这还不包含树种、苗木的成
本价格。”胡新民说，当时在土地、资金紧
张的局面下，他和胡青举等人自己把家里

的钱垫付，跑亲戚、问朋友，终于在村里以
土地流转的形式，流转了30亩土地开始了
绿化苗木的种植。彼时，距离全国土地流
转新政策正式实行还有15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胡青举等
人种植的苗木终于迎来收获。当时就卖
出去了10来亩的绿化树，胡桥村一下子
就成为远近闻名的村子。很多村民看到
苗木也能卖大钱的情形后，纷纷主动找到
讲信义、有作为的胡青举，想把自己的土
地承包给他。

很快，河南省胡桥实业有限公司成立，
河南省胡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也正式
注册。经村两委班子研究，村委会牵头把
全村2000多亩耕地从农户手中反租回来，
交予公司统一经营，种植绿化苗木；同时，
采取“公司+农户”“公司+农民合作社”的模
式，与周边乡村农户及合作社签订苗木种
植协议，统一流转土地、统一供应育苗、统
一提供技术服务、统一组织销售成品苗木，
先后带动胡桥周边乡村1500多户农民发展
绿化苗木种植，带动面积4000多亩，胡桥村
绿化苗木基地面积扩大到6000多亩，种植
各类绿化苗木200多种。

2016年底，胡桥村集体企业总资产达
到3.2亿元，年实现销售收入1.7亿元，实现
利润4000多万元，上缴税金700多万元。

圆梦：中原“小江南”呼之欲出

胡桥，名如其村。村内一泓碧水两岸
垂柳，9 座形态各异的大理石桥，关公祈
雨庙会等秀美风景和当地特色让前来参
观学习的游客流连忘返，大家纷纷盛赞其
为中原“小江南”。

记者刚下许泌路（许昌至泌阳），一个
红底金字的“胡桥”牌匾巍然屹立在眼前：
景泰蓝的工艺、苍遒有力的字体显得大气
磅礴。记者顺着1公里多长的迎宾大道
走去，路两边全是鲜翠欲滴的绿化苗木，

很多中原城市不多见的树种在这里也能
看到：七叶树、五年枫……

为突出胡桥村的“桥”文化特色，胡桥
村委会对村内的300多亩荒坑、荒塘进行
了综合整治，开挖疏浚、石砌边坡，形成了
完整的环村水系，两岸安装上了 3000 多
米的青石栏杆。“光建造水系硬化绿化这
一项，村集体经济就投入了 3000 多万。
按照村里的规划，环村水系两旁将要建成
统一模式的三层别墅。”指着眼前几栋黄
墙蓝瓦的三层小楼，胡青举告诉记者，将
来全村所有的村民都会住上这种依河而
建的特色别墅。

在胡桥村委大院西边，一个刚刚建成
的老年公寓大楼十分醒目。“今年春节就能
投入使用，这个是专门给村里70岁以上的
老人养老居住的。”胡桥村村主任王宇峰告
诉记者，这个大楼里安装的是中央空调，还
有棋牌室、餐厅等多种先进的配套设施。
胡桥村村集体先后投资2000多万元，用于
寄宿式小学、幼儿园、养老中心、文化健身
广场、有线电视入户、安全饮用水、天然气
入户、混凝土道路户户通、垃圾污水处理等
惠民工程，每年出资30多万元统一为群众
缴纳社保、医疗保险等费用，春节按每人
500元的标准为群众发放过节福利。

胡桥村按照“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
整洁环境美，多业创收生活美，乡风文明
身心美”的发展思路，致力建设宜居、宜
业、宜游的美丽乡村。2017年，胡桥村被
划定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财政部门安
排428 万元用于该村的道路修建、排水、
绿化、广场、环境整治等，极大地提升了胡
桥村的环境生态水平。

只要有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
30多年来，数代胡桥人经过不懈努力，已经
实现了村庄秀美、村民幸福的美好梦想。
而在新的发展征程中，他们又开始了新的
梦想：河南省城市规划设计总院对胡桥社
区进行高标准规划，总规划面积49.19公
顷，把胡桥社区定位为河南省重要的绿化
苗木种植示范区和漯河市重要的旅游服务
区。依托绿色生态旅游资源——绿化苗木
基地、水体景观旅游资源——环村水系、民
俗特色旅游资源——农耕文化及关公祈雨
庙会等三大旅游资源，累计投资1.3亿元，
规划建设“一心、四园、八区”等旅游项目，

“一心”即游客服务中心，“四园”即百花园、
百草园、百果园、四季采摘园，“八区”即特
色养殖区、特色种植区、生态观光区、生态
游乐区、生态餐饮区、农俗文化体验区、养
老养生体验区、外围苗木种植区。

河南省胡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荣
获省林业厅颁发的“河南省林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2005年胡青举被授予全国劳动模
范，国家旅游局还认定他为“中国乡村旅游
致富带头人”。“旅游观光业将成为胡桥人
增收致富的新动力。这6000多亩绿化苗木
基地是村里的自然‘宝库’，也是一个巨大
的乡村旅游生态氧吧。”胡青举告诉记者，
有了这个无价之宝，依靠胡桥人的勤劳双
手，他相信胡桥村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美丽胡桥载梦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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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扬省内外的美丽乡村——胡桥村

风景如画的环村水系

宽阔整洁的迎宾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