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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17时，天气有些闷热。
北苏闸村西南的蔬菜大棚种植区，一座蔬菜大棚旁

的储藏间内，村民褚素芬正坐在马扎上忙着给辣椒装
箱。她的身旁，是一片堆了半人高的青红辣椒。

“夏天这个点儿太热，在棚里干活的人少。我这属于
加班儿，上午刚摘的辣椒，得赶紧装箱。一共七八百斤，
装完了明天一早好拉到批发市场去卖。”褚素芬一边忙着
手里的活一边说。

今年45岁的褚素芬，嫁到北苏闸已经20多年。种植蔬
菜大棚，是她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家这个日光温室棚，长100米、宽10米、高2米多，
是村里帮着统一规划、修建的，一年四季都能种菜。现在这
一季种的都是辣椒。”从储藏间猫着腰穿过一个门洞，记者
跟随褚素芬进入大棚。大棚内，一排排绿油油的辣椒树。

“现在辣椒批发价每斤一块三四毛左右，价格不算
高。主要是因为现在正值辣椒大量上市，大棚辣椒优势
不明显。再加上今年疫情影响，饭店不景气，买的不如往
年多。”褚素芬说，等到8月份把这茬辣椒拔了，把地平整
平整，9月份种上茄子、黄瓜，到了秋冬，大棚蔬菜的价格
优势就显出来了。

“算下来，这一个棚一年能挣4万多块钱吧。辛苦是
辛苦，但怎么也比原来种庄稼强多了。”褚素芬笑着说。

这几年，靠着大棚蔬菜种植，褚素芬一家的日子越过
越好。25岁的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石家庄工作，21岁的
儿子也将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前两年家里刚买了辆新
车，打算再好好干几年，攒攒钱，争取给儿子在市里买房
子、娶媳妇。”褚素芬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笑了。

离开褚素芬家大棚，没走几步路，记者遇到了正要到
自家大棚干活的村民苏兰贵。

“我这棚里种的是樱桃西红柿，基本上一年到头就种
这一个品种，口感好、不愁卖，在市场上很抢手。现在西
红柿已经是尾季了，批发价格也就1块钱左右一斤，春节
前后我这西红柿能卖到四五块钱一斤。这一个棚每年能
挣个四五万块钱吧。”今年59岁的苏兰贵种植蔬菜大棚20
多年，如今已是樱桃西红柿种植方面的行家。他说，这都
离不开村里的帮扶。

“我开始种大棚菜的时候，也挺难的，既没钱，也没有
技术。当时，村里帮忙联系了贷款，还组织我们一起到寿
光和北京学习技术，把难题都给解决了。”苏兰贵说。

2010 年以后，为改变村里种植大棚蔬菜规模小、效
益低的情况，北苏闸村村委会倡导规模化经营，苏兰贵和
村里许多种植户再次成为受益者。

“现在这棚比开始的时候大多了，一个棚占地近 2
亩，投资也大。要没有村里的协调地和钱，不可能发展这
么快。”苏兰贵说。

如今，北苏闸村有温室大棚447座，种植无公害蔬菜
30多种，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村。村里还培育了 5
个农业种植合作社，种植、技术、销售都有人管。

“像我们这种既没有矿，也没有工业企业的普通村，
大棚种植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村里就提出了‘户均一个棚’的发展目标，现在可以
说，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村党支部书记安永吉说。

6 月 23 日临近晌午，苏保国骑着电动三轮
车，刚从地里干活回来。

“让您久等了。我在村口有块地，种了点
菜，刚去收拾了收拾。”听明白记者的来意，苏保
国一边锁车一边打招呼。

黝黑的皮肤，瘦削的身材，一身粗布衣服，
一双老布鞋，裤腿和鞋底上还沾着泥，手里拿着
锄头。如果不是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苏保国看
起来跟北苏闸村普通农民一样。

“我出生在北京，户口也在北京，不过我跟
朋友都说自己是北苏闸人，毕竟现在在这儿常
住了嘛。”苏保国笑着说。

一个北京人，为何会来到北苏闸村定居？
“我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北苏闸人，我父亲也

出生在北苏闸。我 1956年出生在北京，也一直
在北京工作、生活，直到退休。”苏保国说，虽然
祖籍是北苏闸，但除偶尔跟随父亲回乡探亲外，
他对北苏闸并没有什么特殊感情。

转折发生在 2015年。那一年，苏保国父亲
去世，爷爷在北苏闸村的老宅留给了苏保国。
回乡处理老宅事宜的苏保国，第一次被老家所
吸引。

“之前回村都是土路，特别难走。可那
次回来明显感觉到村容村貌不一样了，村里
特别整洁。尤其是道路，全部修成了硬化路
和 柏 油 路 ，第 一 次 感 觉 回 乡 特 舒 心 。”苏 保
国说。

北苏闸的这种变化始于2013年，当时，村里
投入上百万元，硬化了村里主要街道和环村公
路，还对主要街道墙体按照室内装修的标准，通
过打磨、水泥覆面、腻子找平、刷底色、刷漆、刷
白6道工序，美化了墙体。

此外，北苏闸还对村南入口、西出口以及空
宅基等全部进行了绿化，主街道进行树木补植,
种植各类景观花木 740 株,沙地柏 4020 株,在村
庄周边发展速生林 1800亩,构建了环村林带,村
庄绿化覆盖率达到40%。

“那次返乡，不仅村容村貌的变化让我吃
惊，跟乡亲们接触之后，我感觉村里的风气和邻
里关系也特别融洽，于是萌生了在这定居养老
的想法。后来，我把爷爷的宅基地重新翻盖。
2016 年退休之后，就正式在这儿定居了。现在
没事儿串串门儿，种种菜，在街上溜达溜达，比
在北京住着还舒心。”苏保国说。

和苏保国作出类似选择的，还有安春光。
漂亮的大铁门，院子里整齐铺砖的地面，两

棵柿子树，几处精心打理的花圃……这是安春
光的家。

“再看看我这屋里，一共三个卧室，两个客
厅，加上两个洗手间一个厨房，厨房用的是天然
气，洗手间是坐便马桶，这边还有个浴缸，多宽
敞、多亮堂，比住城里的楼房舒服多了。”安春光
边走边给记者介绍。

今年 67 岁的安春光，从小在北苏闸长大。
后来一直在衡水市区工作、生活。

2016 年，退休的安春光看到村里的巨大变
化，决定回村盖房、养老。“这几年村里除了交通
更方便，关键的是水冲厕所改造和燃气改造，这
两个问题一解决，就真跟城里没什么区别了。”
安春光说。

安春光所说的水冲厕所改造，是北苏闸
2012年投资 250余万元在全村实施的上下水改
造工程。

当时，修大广高速占了村里的地，给了村里
一部分补偿款。这些钱该怎么用呢？村里征集
村民意见后，决定给村民们改上下水。到 2012
年底，就实现了家家有下水道，水冲厕所普及率
达100％。

另外，还对村内污水集中排放的坑塘进
行清淤修整，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实现污
水 达 标 排 放 ，解 决 了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问题。

完成上下水改造工程后，2013年，北苏闸又
逐步完成了天然气改造。如今，村民做饭和冬
季取暖的天然气使用率达到100％。

“我在衡水市区的
房子现在都出租了。这
边交通方便，到衡水市
区就20多分钟车程。村
里干净，家里宽敞，逢年
过节孩子们也愿意回来
聚 聚 ，多 好 啊!”安 春
光说。

随着北苏闸村越来
越美，像苏保国、安春光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远了不说，就说这
几年，从广州、武汉、石
家 庄 等 地 回 村 养 老 的
人，就有十几个。”安永
吉表示。

阅读提示

修路改厕引气
——干净又舒心

（上接第一版）不断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截
至5月底，全市规划的1771个扶贫项目全部开
工建设，支出资金66780万元；通过就地就近上
岗和有组织劳务输出等形式，累计安排贫困劳
动力就业48468人，比2019年贫困劳动力就业
人数增加了5.4％；新增扶贫小额信贷4729.8万

元，为1036户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提供了资金
保障；入驻国家“扶贫832”平台供应商326家，认
定扶贫产品483个，助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

医疗教育住房百分之百保障。截至目前，
全市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系统标识、基本
医保、签约医生三个百分之百，实现了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市域内定点医院门诊慢性病、住院
“一站式”联网报销即时结算。严格落实建档
立卡贫困户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建立完
善县、乡、村、校四本控辍保学台账，扎实推进
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保证了全市贫困家庭
学生百分之百没有因贫失学辍学。组织各县

（市、区）全面排查，将符合条件的危房户全部
纳入改造计划，做到应改尽改。目前全市危房
存量归零，安全住房保障率实现了百分之百。

（上接第一版）
期间，驻村工作队看到藜麦原麦和成品

间差价太大，经过多渠道筹资，为代家村建
起了一个标准的藜麦深加工车间。今年，驻
村工作队帮助代家村注册了藜麦商标，还办
理了食品生产许可证。

在 2018 年，霍俊清原先的房子被鉴定
为危房，工作队为他申请了 3.5万元的危房
救助资金，加上当年他100亩的藜麦也被订

购出去了，霍俊清底气足了，索性又借了几
万元给房子做了个彻底翻新：三间亮堂的正
房，内部是标准的现代化布局，卫生间、厨
房、卧室、客厅一应俱全，地面是崭新的乳白
色瓷砖。在代家村，霍俊清的家看上去格外
气派。

近几年来，工作队还帮着多方求医，霍
俊清爱人的病也基本稳定了下来。老霍说：

“种藜麦让我翻了身，现在可是幸福得很呢。”

邢台以增收为核心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

好路子带来好日子
——北苏闸村看小康（下）

村边排列着蔬菜大棚，

村里街道整洁，偶尔有大人

或孩子的说笑声从谁家传

出……衡水市桃城区北

苏闸村，和大多数河北

乡村一样，日子里多

是安宁与祥和。

更一样的还

有，北苏闸村近

年来也在发生

着变化，除了让

村民有更高的

收入，还有新

的理念。

村民们说，

这 叫“绿 色 发

展、生态振兴”。

北苏闸村委会南侧，是村史馆。走进大门，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笑脸墙：墙上贴着全村430多
户村民的笑脸，这里有耄耋老人，有青壮年，也有牙
牙学语的婴儿，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北苏闸村村民们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记
者几天采访下来，最直观、最深刻的感受——无论
是走进村民家参观，还是来到蔬菜大棚和种植户攀
谈，抑或是和路边乘凉的村民闲聊，村民们的满足，
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事实上，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北苏
闸村可谓普普通通。那么，村民们的幸福感究竟从
何而来呢？我想，应该来自于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惠。

这份实惠，需要收入作基础。
村里的收入主要是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钱怎

么花？经过充分民主讨论，他们最终把钱用在了老
百姓迫切需要的道路硬化和上下水改造上，出行便
利了、厕所干净了，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也得到了
提升。

农民的个人收入怎么办？面对地下水压采任
务，村里没有盲目让农民退耕、休耕，而是因地制
宜，采取了发展大棚蔬菜种植的增收方式。近年
来，又学习其他村镇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开展山
楂种植，探索实现增收节水两相宜的方式。

这份实惠，需要从方方面面去搭建。
既需要有效的基层治理去推动，又需要细化到村民生活的方

方面面去落实。这样，才能在一个小小乡村，一笔笔勾画出一幅环
境整洁舒适，生活和和美美的小康图画。

漫步北苏闸村，可见村民们的院子里，有的种着山楂、柿子，有
的种着核桃或花草，像一个个微果园、微花园。

这些小图景，或许将成为北苏闸村村史馆里的一个个定格画
面，记录下今日美好生活，铺展着走向未来的路。

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头水早，二水赶，三水四水紧相连，一直浇到麦开镰。”在北
苏闸村，这句世代相传的小麦种植习惯，曾被村民们一直遵循。

“过去都是大水漫灌，自家水井自己用，祖祖辈辈谁算过节
水账呀？”谈到村里种麦子时的用水情况，村民英立勤这样说。

不过，自打有了“一提一补”，节水跟农民自身利益挂上了钩，
现在是从生产到生活，村民们开始想方设法节约用水。

“一提一补”，是北苏闸村2015年以来实行的节水机制——
先将电费上提，按浇地的用电量收取电费；再将电费提价部分
和政府补贴部分按照土地亩数平均下发。这样，土地亩数一
样的人家补的钱一样多，但同时浇地用水量越少越受益。

北苏闸乃至整个桃城区都属于严重缺水地区。其中，农
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80％以上。因此，“一提一补”的推行对
节水意义很大。

村民们也算清了这笔账的关键——节水。
改变显而易见。过去村民浇地不算水账，不想省水图省

事，挡大埝、修大畦、浇大水，一亩地一个小时浇不完。现在纷
纷平整土地，挡小埝、隔小畦，还买来百余米长的“小白龙”引水
浇地，不到半个小时就浇完一亩地。

除推行“一提一补”节水新机制外，为了进一步压采地下
水，北苏闸村还积极进行种植结构调整。

在北苏闸村北的一片耕地上，记者看到，田里种植的并不是
常见的夏玉米，而是一排排山楂树。

“以前这些地方种的都是小麦和玉米，现在改种山楂了。和小
麦相比，山楂的用水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村民苏长青介绍，“这
些山楂是2015年种的，由于山楂6年才能结果，前5年每亩山楂国
家每年补贴900元。”

“等明年山楂到了盛果期，平均亩产预计能到2000公斤左右。
市场好的话，一亩地可以挣四五千元。”苏长青说。

“最关键的还是省水。咱们村现在已经推广了 1200亩山楂，
按照每亩节水 180 立方米计算，一年就能压减地下水开采 20 多
万立方米。仅这一项省的水，就够全村人好几年的生活用水量
了。”英立勤补充道。

“未来，我们村将继续调整种植结构，逐步把小麦、玉米改种为
节水作物或者经济树木，早日实现压采富民的目标。”安永吉说。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焦 磊

▶北苏闸村村史馆
内的笑脸墙。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

采访手记

①北苏闸村干净整洁
的街道。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

②北苏闸村村民褚素芬在
自家温室大棚内采摘辣椒。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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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均一个棚
——收入有依靠

1

处处讲节水
——算好长远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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