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集村位于临颍
县 皇 帝 庙 乡 政 府 东
南 ， 全 村 辖 前 吴 集 、
中吴集、后吴集、乌
滁郭 4 个自然村，8 个
村民组，南临郾城区
李集镇，属临颍县地
理位置较为偏僻的村
庄 ， 共 有 530 户 2350
人，村“两委”班子7
人，党员 41 人，村民
代表 30 人，耕地面积
3500 亩。该村以种植
业为主，主要农作物
为小麦、玉米等，主
要 经 济 作 物 是 大 蒜 、
辣椒。村子里40%的人
姓 吴 ， 此 外 还 有 张 、
李 、 齐 、 高 、 王 等
姓，2014 年吴集村被
列入省级贫困村，现
有贫困户49户1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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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彬，男，汉族，1981年出生，大
学文凭。现任漯河市纪委组织部副部
长，2015 年 9 月到临颍县皇帝庙乡吴集
村担任第一书记。

本版文字、图片由本报记者王辉、李林润提供

驻村感悟

采访札记

村情简介

蒜乡大地，蔚蓝的天空与醉人的绿色交相
辉映，汁鲜味浓的大蒜香飘四方，红彤彤的辣
椒映红了农民灿烂的笑脸，翠绿的烟叶随风起
舞，层层绿浪一片连一片，蜿蜒的乡村水泥路
通达千家万户，热水器、小汽车走进寻常农民
家，每到傍晚，群众跳舞、唱戏、健身、休
闲，充满欢声笑语……

这样一幅如诗如梦的美丽乡村写实风景
画，10年前的吴集村人都不敢想象。以前的吴
集村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经济也不发
达，是出了名的穷村。可是这几年，村民抓住
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时机，在大蒜、辣
椒、烟叶种植方面闯出了名堂，走出了一条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

“一头蒜”算出一本致富经

吴集村距离皇帝庙乡政府约有三公里，以
前村民们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祖祖辈辈
只能种小麦、玉米、花生等传统作物，全村生
活水平一直处在贫困线以下。但是这几年，随
着种蒜的村民越来越多，吴集村人找到了致富
门路。

众所周知，皇帝庙乡是全市有名的种蒜大
乡，名扬省内外，而在皇帝庙乡种蒜最早、规
模较大的要数吴集村了。

“我们村已经有将近30年的种蒜历史了。”
吴集村党支部书记张广超说，从父辈开始，村里
就有种植大蒜的传统，每年到了大蒜收获季节，
村里到处弥漫着蒜的香味。“那时候村民们种的
是四掰蒜，然后抽蒜薹卖。”张广超回忆说，后来
随着大蒜市场行情的变化，这些年村里种植的
大蒜也进行了改良，改种产量高的大蒜。

“我们村土壤富含有机质、有效磷、有效
钾等，土质疏松肥沃。种植区域内，没有工矿
企业，无环境污染，为种植无公害大蒜提供了
基础。”张广超说，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种
蒜，有种三四亩的，也有种五六亩的，更有种
蒜大户承包百十亩地的，年景好的时候一亩地
能收入万把块。每到大蒜收获季节，外地的客
商就守在吴集村排队收大蒜。不少村民靠种大
蒜，盖了新房，娶了媳妇，买了汽车。

记者了解到，早些年，村里的大蒜种植与
销售一直都是以传统形式进行。播种收获依靠
人工，销售主要以蒜贩子进村收蒜为主，这样
种植效率低，人工成本高，而且还卖不上好价
钱。针对这些问题，吴集村党支部积极探索新
路子，整合村里的一些种蒜大户，实行销售一
体化，集中到广州卖，这样不仅销得快，价格
也有保证。下一步村里还准备成立合作社，筛
选优质大蒜品种，大面积种植推广，逐步实现
大蒜种植产业化、经营化和现代化。

辣椒带来红火日子

如果说大蒜是吴集村的传统产业，那么辣
椒则是吴集村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又一新的富

民产业。
9 月 1 日在吴集村采访时，记者看到，一

亩亩辣椒地，火红一片，一垄垄辣椒秧整齐有
序，枝间挂满了密密麻麻的辣椒。村民们一边
享受着丰收的喜悦，一边在地里忙个不停，一
筐筐背来的辣椒在收购棚里堆成一座座小山，
一辆辆运输车满载而去，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
象……

村民吴永杰今年种了30多亩天鹰椒，这种
辣椒辣度高，在国内、国际市场享有较好的声
誉，亩产能达到三四百公斤，市场行情好的
话，一斤能卖四五元钱。吴永杰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刨除种子、化肥、雇工等各项花销，他
可以轻松收入七八万元。“这比外出打工强多
了……”吴永杰憨厚地笑着，辣椒映红了他的
笑脸。

吴永杰的辣椒地不仅让他的腰包鼓了起
来，还带动了村民增收，每到辣椒采摘季节，
他都要雇佣村里的富余劳动力到地里摘辣椒。

“摘一斤两三毛钱，闲着也是闲着，全当来挣
点外快。”村民关大娘用手指了指远处田地里
的一些人说。经过询问得知，这些人都是附近
村来吴集村打工的，她们之前的土地经流转
后，这里便成了她们打工挣钱的“梦工厂”。
摘辣椒的村民每天可有80元左右的收入，实现
了干农民的活，像工人一样拿工资。

烟叶经济促民增收

“烟变钱，烟变粮，卖完烤烟再赶场。”这
是吴集村广为传唱的民谣，也是烟叶生产促进
农民脱贫致富的真实写照。烟叶生产，饱含着
汗水，蕴含着真情，也承载着希望。

记者采访时，在吴集村的烟地里看到，一
个个老农在来回走动采摘烟叶，乡间道路上一
辆辆农用三轮车满载着鲜烟叶向外运输，吴集
村的烟叶全面开始采摘并进入烘烤阶段，烟农
们在“黄金路”上喜滋滋地劳动着。

吴集村虽然早就有种烟叶的传统，但真正
迎来大发展也是最近几年。“村子南边就是李
集镇，李集镇是全市有名的种烟大镇，是他们
把俺们村带动起来了。”张广超说，他自己就
承包了200多亩地种烟叶。在一块块金黄的烟

地里，工人们正在采摘成熟的烟叶，然后将一
挂挂烟叶整齐地摆放到烤房的烘架上。

“今天是我家烟叶采摘的第一天，我请了
十几个留守妇女、老人来务工，预计一个月时
间就能完成采摘任务。”张广超介绍说。

“我来这里光捡烟叶，一天能挣30元。”在
烤烟房里挂烟的潘爱仙对记者说。

李发业说，每年烤烟的时候，他都会来张
广超的地里干活，算是这只队伍中资历最老的

“烟师傅”，他的工作是把烟叶一撮一撮绑在一
根棍上，一天能挣200多元，说这话时，他满
脸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

产业带动村强民富

如今的吴集村正在加快扶贫攻坚步伐，
“脱贫，就要扶强集体经济，只有大力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才能有充足资金发展壮大产业项
目，才能更好地吸收贫困户参与经营和就业增
收，实现脱贫致富。”驻吴集村第一书记刘彬
说，驻村以来，他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很多村集体资产为零，集体收入为零，村里各
项支出仅靠乡里拨付的工作经费维持，自身运
转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为村里办其他事情了。
以吴集村为例，该村仅有的收入就是每年2000
元的铁塔公司的租赁费，贫困户的帮扶全靠上
级“输血”，而吴集村现有49户贫困户中，因
病致贫的有 29 户，因残和缺劳力致贫的有 14
户，占到贫困户总数的90%。因此一味的“输
血”，根本解决不了长久问题。事实上，这种
情况对很多村子来说都很普遍，只有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让村民们都富起来，才是真正地
为民办了好事。

针对这种情况，吴集村“两委”先是通过
土地综合整治，为村里整理出土地20余亩，新
盖了10个烟炕，还盖了村大礼堂。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产业，通过市农办和市旅游局申报成功
国家乡村旅游项目，以此为契机，引导发展乡
村旅游，增强群众自我“造血”能力。接下
来，还将在村里建一所面积 5000 平方米的超
市，有了这些集体资产的租赁收入，连同下一
步实施的乡村旅游项目，将彻底改变吴集村的
贫穷面貌。

新建的街头游园新建的街头游园

建设美丽乡村，既是中央的号
召，也是群众的期盼。对于乡村，不
仅要环境优美，还要让村民富裕。如
何才能因地制宜找准发力点让乡村
变美、让群众变富？相信这是许多基
层干部群众都在思考的课题。

对于这个课题，记者在吴集村找
到了答案。吴集村以前穷，不仅村民
收入低，集体经济几乎为零，村里的
基础设施更是陈旧，那时村里连条像
样道路都没有，可以说是一个既没有
产业基础又没有资源优势的穷村。
可是吴集村人却在驻村干部、村干部
和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闯出了一条

“尊重乡情民意、改善人居环境、留住
村风乡愁、做强特色产业”的建设美
丽乡村路子。

在改变村容村貌过程中，尊敬自

然生态，尊重群众意愿，根据村庄的
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逐步改善，争
取整村推进项目资金 90 余万元，整
修村内街道，建设村广场游园，给村
子修大桥，打机井，进行电网改造，基
础设施完善了，村民的基本生活也就
有了保障。此外，还结合村庄特色建
渔塘发展乡村旅游，既彰显特色，又
增添故园乡愁，还自然“绿色”，为生
态“留白”。

建设美丽乡村，根基在产业，核
心在富民。在特色产业方面，吴集村
也是根据村庄实际，以种大蒜、辣椒
和烟叶为突破口，做好特色农业和富
民产业，让农村沉睡的资源流动起
来，富余的劳动力忙活起来，掩映的
风景活跃起来，把美丽乡村转化为美
丽经济，让农民更有归属感、幸福感。

我把群众当亲人 群众把我当家人

2015年8月28日，组织决定让我
代表单位去基层锻炼，我做完手头的
工作，来到了位于临颍县皇帝庙乡东
南的吴集村，担任第一书记。至此，
我开始了两年的驻村生活。

“村口大坑，小路泥泞，垃圾乱
堆，蚊蝇滋生。”这是我入村印象最深
的感受。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
名堂。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怎
么去服务农村，心里却没有谱，更无
从下手。于是我向上一批驻村干部
请教，与村干部座谈，入户了解，在充
分了解情况后，我制订了“基础设施
先行、产业带动，精准到户、帮扶到
人”的帮扶工作方案。

我争取到相关项目资金 400 多
万元，新打农田机井32眼，整修村内
街道2.5公里，新换村变压器3个，改
造农网线路3000多米。在村北建了
一座大桥，建了村游园、广场，对村
室、卫生室、养老院进行改造重建。
基层设施的完善，保证了农田的旱涝
保收，提升了村里人居环境。积极引
导群众调整种植结构，目前，全村大
蒜、辣椒种植面积2000余亩，占全村
耕地面积的56%。

2017年5月22日上午，我正在工
作，接到贫困户郭玉良侄子电话。“是
刘书记吗？我是郭玉良的侄子，俺婶
的胳膊摔断了，她家的麦子没人收，
恁管不管。”我立刻放下手头工作，叫
上村干部到郭玉良家了解情况。郭
玉良 2000 年因脑溢血引发偏瘫，生
活不能自理，她的女儿正在上大
学。眼见大雨将至，麦子无人收割。
我赶忙带着村干部一起下地帮忙收
麦子，村民们对我们连声感谢。村里

的路灯年久失修、地里的井不通电、
浇水浇不成……一件件的事情堆积
起来，我忙得焦头烂额，至此我才知
道农村工作不好做，巨大的压力压得
我喘不过气。

作为漯河市纪委派驻的驻村干
部，我时刻牢记使命，以如履薄冰的
心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从入村
的第一个项目开始，我就给乡村干部
讲，一定要按要求和程序办理，工程
质量出了问题，是谁办的就追究谁的
责任，我们不能抱着人走茶凉态度，
质量不过关，事后在村里落下骂名。
随着一件件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
项目逐步落地，群众对我从陌生到熟
悉、从认可到肯定。

吴集村是2014年申报的省级贫
困村，2015年8月我驻村时共有贫困
户184户672人，经过近两年努力，现
在贫困户已减少到49 户142 人。脱
贫攻坚整改期间，我利用一周时间，
骑着电动三轮车对全村 68 户贫困
户、43 户脱贫户进行挨家挨户走
访。由于乡村道路恶劣，一周时间三
轮车的两个轮胎先后被钉子扎破。

“麦儿黄，杏儿黄，转眼佳节又端
阳。挂艾绿，浴兰香，一杯美酒品雄
黄。身犹在，扶贫岗，甘洒血汗在村
庄。”这是端午节时我发给当时身怀
六甲妻子的短信。发完信息，妻子便
打来电话，说她有点不舒服，问我能
不能接接她，我说这会儿正在入户，
回不去。半个小时后，家人打来电话
说她正在三院吸氧……每当想起这
些，总是一阵心酸。整整两年时间，
吴集村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成为我
难以割舍的第二故乡。

吴集村村室吴集村村室

不仅让村庄变美 还要让村民富裕

吴集村礼堂吴集村礼堂

刘彬到田间查看烟叶收成刘彬到田间查看烟叶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