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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桥村：绿色发展 村美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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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得不说，
生态产业引领集体经济飞速发展，是胡桥
村在历经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中，总能安
度风险、挺过难关的一个核心技能。在中
原内陆，很少见到像胡桥村这样，能把

“绿”字做深做透做出彩的村庄。

“这6000多亩绿化苗木基地就是全村
村民的一个巨大宝库，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采访过程中，胡青举一句不经意
的话让记者陷入了沉思。是啊！在当今
提倡创新、绿色等五大发展理念的主旋
律下，胡桥村的园林绿化深谙市场数十

年，早已积累了不少宝贵的人力、市场
等资源。胡桥村顺应时代潮流，探索集
体经济模式的做法，给我们带来了更多
的启发。

这不正是一个活脱脱的“绿色样
本”么？

“绿色发展”的胡桥样本

在 胡 桥 村 村 委 大 院 西 边 ，
一栋老年公寓大楼正在建设。

“这个大楼马上就能投入使
用，这是专门给村里 70 岁以上
的老人养老居住的。”胡桥村村
主任王宇峰说。

记者看到，这个大楼里安
装有中央空调，还有棋牌室、
餐厅等配套设施。在村集体经
济壮大后，胡桥村“两委”班
子不忘村民，把每年的利润拿
出来一部分用于村里的公益事
业。

王宇峰向记者介绍，在改
善村容村貌方面，胡桥村累计
投 资 8000 多 万 元 ， 新 修 道 路
6500 米，安装路灯 500 多盏，新
建别墅 66 幢，新建园林农家乐
饭店和真人 CF 战队游乐场各 1
处。同时，为突出胡桥村的文
化特色，该村对村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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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形态各
异的桥梁 9 座，两岸安装青石栏
杆 3000 多米，铺设环水系游步
道 6000 多米，并对两岸进行高
标准绿化、亮化，极大改善了
乡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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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全村所有的村民
都会住上这种依河而建的特色
别墅。”指着眼前几栋黄墙蓝瓦
的三层小楼王宇峰说。

在村民的生活保障上，胡
桥村先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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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万元统一为村民缴纳
社保、医疗保险等，春节按每
人 500 元的标准给村民发放福利
等，村民生产、生活水平得到
了质的改变，村民的满意度和
幸福感得到极大提升。

临颍县大郭镇胡桥村位于临颍县城西南，北依蜈蚣渠，东临省道许泌路，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全村总
人口1863人，村域面积3275亩。近日，记者走进胡桥村，小桥流水、田园村舍如诗如画，秀美风景让人印象深
刻。一个不到两千人的村子，在短短几年间，依靠发展园林绿化等集体经济，逐渐走出了一条共同致富、村庄越
来越美丽的特色路。

在胡青举等人的带领下，胡桥村先后
成立了河南省胡桥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省
胡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两个公司的
成立，加速了胡桥村集体经济的跨越式发
展，现在该村带动胡桥村及周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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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青举告诉记者，2000 年经胡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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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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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村一部分村民就地转化为产业工
人，直接参与村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另
一部分村民由于完全脱离了耕地的束缚，
常年在外务工，拓宽了收入渠道，带动了
群众稳定增收。”胡青举说，除了在绿化苗
木基地里做产业工人的村民外，该村在临
颍县城做园林管理的工人还有几十名，每
个月的收入均能达到3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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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上了年纪的村民告诉
记者，20世纪80年代，在村支
部书记胡青举的带领下，全村
人开始了发家致富的探索。村
里先后办起了尾毛加工厂、纸
箱厂等，村民在厂里务工，年
底还能分红。

1997 年，胡桥村周边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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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
会，胡青举在外洽谈业务时，
结识了一位河南农业大学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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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胡青举心里。

“种树这个道路有很多好
处，既能美化村容村貌，还能
挣钱，树卖了还能再栽植，持
续发展。”胡青举说，村“两
委”班子纷纷赞成这个发展思
路。

1999 年，胡青举等人决定
在村里尝试小规模种植花卉苗
木等高档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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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
一斤小麦的价格是 0.24 元，每
年一亩地的收入也就不到 300
元，而他当时给提供土地的村
民一亩地一年的承包价格是
600 元。

“当时纸箱厂快要倒闭了，
给工人发完工资后，村集体剩
余的钱也不多了。”回忆起当时
创业的艰辛，村民胡新民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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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多块钱的土地承包
价格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巨额数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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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胡青举等人拿自己家的钱垫
付。最终在村里以土地流转的
形式，流转了 30 亩土地开始了
绿化苗木种植。

2000 年，胡青举等人种植
的苗木迎来收获。当时就卖出
了 10 多亩的绿化树，胡桥村一
下成为远近闻名的村子。很多
村民看到苗木也能卖大钱后，
纷纷主动找到胡青举，想把自
己的土地承包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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