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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群众文化活动安排

序号

1
2

时间 活动名称 地点 举办单位

6月17日~30日
吹响新时代的号角——纪念

五四运动100周年
市图书馆 市文广旅局、市图书馆

6月22日、23日 青少年“周末悦读”等活动

6月17日~30日 经典诵读《论语》百遍活动

中共漯河市委宣传部 2019年6月17日

市图书馆 市图书馆3

4

郾城区文化馆
二楼培训室

郾城区委宣传部、区文
化旅游局

6月23日
15:00、16:30

“幸福漯河少年梦”优秀影片
公益放映活动

市人民会堂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贫困村建起产业园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梦琦

“以前进城卖瓜，没有
固定地点，心里不踏实，总
是躲着城管。现在有了季节
性瓜果市场，能安心卖瓜
了。”6月 15日上午，在市
区巴山路（辽河路至海河路
段）季节性瓜果市场，一位
瓜农一边张罗着生意，一边
高兴地说。据了解，今年市
区范围内的季节性瓜果市场
从6月15日开市，至8月20
日结束。

进市场卖瓜真方便

这位瓜农姓李，来自
舞阳县莲花镇，家里种有 4
亩多的西瓜。“我是在网上
看到的消息，说今年市区
专门划有卖瓜果的地方，6
月 15 日一早，我就拉一车
瓜过来了。”记者在现场看
到 ， 这 位 瓜 农 的 卖 瓜 车
前，购买西瓜的市民络绎
不绝，他不停地忙着为顾
客挑瓜、称重。

这位瓜农告诉记者，每
年西瓜成熟时，怎么卖瓜是
他的一个难题。以往，随着
炎热夏季的来临，像他一样
种瓜的乡亲们大多选择在城
区主要道路两旁或走街串巷
售卖，这会给道路正常通行
带来影响，并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

“到市区卖吧，路边不
能支摊，各个市场里的摊位
也都紧张。卖瓜一般也就一
个月时间，不想办法赶紧卖
了，投入都收不回来。设置
这个市场，真是对我们瓜农
的一个好政策，既能安心卖
瓜，也不用怕影响交通。我
从早上过来这一个多小时，
已经卖出去不少了。”这位
李姓瓜农说。

说话间，市民周先生前
来挑了两个西瓜。“前段时
间买瓜只能去水果店、超
市，有时候虽然能在路边碰
见卖瓜的，但停车不方便也

不安全，就没买成，现在在
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西瓜
了。”周先生说。

卖桃有了好去处

在市区辽河路沟张市场
对面（市场北路）季节性瓜
果市场，有几个卖西瓜、卖
桃的摊位。“买桃吗？都是
自己家种的。”在道路东
侧，郾城区龙城镇的桃农李
翠英看到有市民经过，便热
情地招呼起来。

今年 60 岁的李翠英家
里种有一亩半的桃子，已经
种了 30 多年。平时丈夫在
外地打工，基本都是她一个
人在家打理桃树。到了卖桃
的季节，每天下午五点左
右，李翠英下地摘桃，第二
天就带着桃出来卖。

“俺家的桃树在河堤边
上，也不临路，不好卖，不
像其他家可以在路边支个
摊。”李翠英说，6月14日，她
听别人说沟张农贸市场附近
设有瓜果市场，便骑三轮车
带着一车桃来到了这里。

在旁边的几名桃农听到
李翠英的话，也纷纷讨论起
来。“我们家也是，有时候
看着桃卖不出去，急得想把
桃树给砍了。”一位桃农
说。“桃不像苹果、梨，可
以长时间存放，成熟后卖不
出去，很快就坏掉了。这个
瓜果市场设得正和心意，解
决了我们卖桃的难题。”另
一位桃农说。

“不用在街上来回跑，
既方便了我们，也方便了附
近的居民买桃。今天我带出
来了 200斤左右的桃，这个
地方来往的人也比较多，争
取早点卖完，早点回家。”
李翠英高兴地说。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走进临颍县台陈镇祁庄村，
村里工厂林立，有门业厂、农产
品购销公司、印刷包装公司、木
业加工厂、制衣厂等十多家企
业。依托这些企业，祁庄村竖起
了台陈镇第一个村级产业园区的
牌子，不仅解决了200多人的务
工问题，也让村集体有了收入。

记者了解到，祁庄村至今还
未脱贫。近年来，村里上下一心，
决心拔掉“穷根”，换个活法。祁
庄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产业
园区和种养殖经济，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打工，挣钱的路子越来
越多，摘掉“贫困帽”指日可待。

村里产业园一片繁忙

6 月 14 日，记者来到祁庄
村，只见村南头的道路两旁，各
种企业一字排开。32 岁的祁世
闯正在他的制门车间内忙活，工
人们操作着压模机，一张张高密
度纤维板经过压制，被制成带有
造型的门皮板。祁世闯告诉记
者，这些加工好的门皮板会被送
到周边地市的制门厂。

祁世闯是祁庄村村民，过去
在临颍县城做制门生意，2014
年后将企业搬迁至村里，厂里的
工人也都是祁庄村的村民。“我
看中的是村里交通便利，有合适

的场地和劳动力。”祁世闯说，
有了这些便利条件，他的企业才
能顺利生产。

正在干活的村民谢女士告诉
记者，她在门厂工作了几年时
间，每天能挣80多元钱。“在家
门口打工，省事，不耽误顾家，
也不耽误种地。”谢女士说。

在祁庄村东头的一家制衣
厂，上百名女工也正在缝纫机前
忙碌着，她们在赶制加工一批国
外的订单。“这批订单有 60 万
件，又赶时间，目前我们临颍县
不少制衣厂都在赶这批活儿。”
该企业负责人于海杰告诉记者，
依托祁庄扶贫车间，他的企业扩
大了规模，有了现代化的厂房，
大大提高了接单能力，提供了更
多的就业机会，业绩好的工人，
每月收入可达5000多元。

村子脱贫指日可待

“目前我们村有十多家企
业，基本都是本村村民自己经
营，业绩都不错。依托这些企
业，我们村建成了台陈镇第一家
村级产业园区，让不能外出务工

的村民有了出路，挣到了钱。”
祁庄村党支部书记吴俊涛告诉记
者，建设村级产业园区，这在临
颍县也是独一家。产业园区良性
运 转 ， 就 像 一 台 致 富 “ 发 动
机”，带动村民发展脱贫。

祁庄村原来比较落后，村内
都是土路，下雨天泥泞不堪，连
幼儿园的校车也进不了村，严重
制约了发展。2008 年吴俊涛上
任后，决心改变这种面貌。“我
们村距离台陈镇政府和县城都很
近，区位优势很明显，但就是道
路不行。”吴俊涛说，在村“两
委”班子的共同努力下，集资
20 多万元，把村内主干道修成
了石子路，初步改变了村内雨天
不能行走的情况。

2015 年，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与祁庄村驻村帮扶共
建，前后三任驻村第一书记积极
配合祁庄村“两委”，跑门路，找项
目，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在用工、用
地中遇到的困难。为营造村域经
济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祁庄村
又发动村民，将村里土地进行流
转，既赚到了土地流转金，又让劳
动力有时间外出务工、经商，村民
挣钱的门路越来越多。

如今祁庄村各个自然村也修
成了水泥路，先后有 55户贫困
户顺利脱贫，村内文化广场、党
建活动室、爱心超市等公共设施
一应俱全，创业扶贫园区初具规
模，种养殖经济红红火火，祁庄
村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2018
年，祁庄村创业扶贫园区被评为
市级示范园区。

“祁庄村曾经是靠种地为生
的穷村，现在村里发展思路明确，
上下齐心，决心要换个新活法。”
吴俊涛说，现在村民们都提起了
心劲儿，不仅要摘掉“贫困帽”，全
村还要进行绿化，改善居住环境，
争创“森林乡村”。

季节性瓜果市场开市

巴山路季节性瓜果市场内，瓜农在为顾客挑瓜。

祁庄村创业扶贫园区祁庄村创业扶贫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