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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看看今天的农村，真是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我的家乡在北山根村，过去很多房屋
破烂不堪，院墙都是东倒西歪的。每到下
雨天，街道坑坑洼洼、泥泞难行。街道两
旁、房前屋后都是一堆堆、一垛垛柴草、
碎石、垃圾，真是又脏又乱。

再看看今天的北山根村，在国家大力
帮扶下，在县政协办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
带领下，全体村民共同努力，坚持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改村貌、修河坝、
搞绿化，天蓝了、地绿了、水清了，到处
都是生态恢复、村庄变美的美丽景象。

当你走进今天的北山根村，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坐落在村口的牌楼，它用白石

雕刻，壮观、大方。走进村口，是宽广的
柏油路。西边是广场，地面用灰色、红色
的水泥砖砌成。东北角是大舞台，地面用
大理石铺成。墙壁上镶嵌着很多形状的
龙，每条龙都显得神采奕奕。舞台两旁种
着迎客松，东边是爬满藤条的长凉亭。广
场中有各种健身器材、篮球场、乒乓球
台、棋牌桌、秋千。到晚上，淡黄色、白
色的路灯灯光十分耀眼，恰如白昼一般。

主街道都铺了柏油，各个胡同铺渗水
砖，整洁干净。砖房贴上了保温板，石头
墙房屋抹上水泥加固，换上红彤彤的钢瓦
和崭新的铝合金门窗。家家户户都是新式
的门楼和红砖砌成的院墙，用白油漆粉刷
一新。家家都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户户
都兴建、改造了厕所。

街道两旁种上了各式各样的鲜花。到
春夏季节，花开得争奇斗艳、色彩斑斓，

蝴蝶和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相互嬉
戏，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真是鸟语花香。

树枝向你招手，花朵向你点头。整个
村庄到处都是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好景
象。村民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生活，每个
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真的没想到，今天的农村会有这么巨
大的变化，到处都能看到一个个美丽的乡
村。我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

真的没想到，我到了古稀之年，赶上
这么好的新时代。国家关心我们，给我们
发养老金、上医保；儿女孝敬我们，经常
回来看望。

时间啊，多么希望你慢些流逝，多让
我们享受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我们要
好好锻炼，保持身心健康，让儿女放心，
让国家放心！

（选自河北省滦平县虎什哈镇北山根村
村民金凤侠写的生活日记）

“多年没见的苍鹭上我们这儿安家了”

燕山深处，天气渐暖，春意更浓。
来接我们的是滦平县政协办驻北山根村第一书记陈

焕秋。从镇上到村里，是崭新平整的柏油路，车程就十
来分钟。

忽然，陈焕秋指着车外河边一人说：“嘿！这老郭又
来看鸟了。”

老郭全名郭瑞民，是北山根村党总支书记兼村主
任。见到我们下车，他放下手里的望远镜，低声招呼：

“看到没，那大鸟，白色的那个。”
顺着郭瑞民手指的方向，只见一只白色的鸟，站在河

流浅水处觅食。“这是苍鹭，我们叫捞鱼鹳，珍贵着呢！”
一行人决定步行，郭瑞民领着我们溯流而上，逐渐

打开了话匣子：“苍鹭是这几年才来的，小时候这儿都没
有。现在水质好了，水里鱼多了，它才上我们这儿安家
来了。每年开春来、秋里走，多的时候一次能见着十多
只。除了苍鹭，我还见过黑天鹅、鸳鸯、赤麻鸭。嘿！
瞅着心里真舒服。”

“老郭爱鸟。前两年还会专程去隔壁县看鸟呢。”陈
焕秋说。

“这两年不咋去了，鸟都上咱家门口来了嘛。”郭瑞
民说。

河两侧修建了整齐坚固的堤坝，坝边是刚翻土的庄
稼地。陈焕秋介绍：“这条河叫金台子河，是潮河支流。
潮河是北京密云水库的两大入库河流之一，生态价值极
为重要。这些年，在北京、河北两地政府推动下，潮
河生态治理取得显著成效。这堤坝就是北京出资兴建
的，去年刚修完就发大水，多亏了这坝，不然庄稼就
遭殃了。”

“现在这河套真不赖。”郭瑞民接过话茬，“天气再暖
和点，晚上村民都来河边散步。夏天风景最好，河水涨
起来，两边都是花儿，那叫一个漂亮。”

五六年前，金台子河可不是这番景象。
“那时候河边修了不少厕所，村民还往河里倒垃圾，

别提多埋汰了。”郭瑞民抬手指向河边山上，满目郁郁葱
葱，都是松柏，“这山以前光秃秃的，跟剃了头似的。过
去村里人穷嘛，做饭、取暖都上山去砍柴禾。”

“前些年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村民做饭改用电和煤
气，取暖用上了空气能，山上柴禾没人要了，去一趟还
嫌累呢！”陈焕秋说，这几年，北山根村生态环境变好，
得益于政府的好政策。从美丽乡村建设到生态修复，从
植树造林到河套整治，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让老百姓真
切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那真是这样。老百姓现在觉悟可高了，就拿这鸟来
说，村民要是发现受伤的珍稀鸟类，都会第一时间拨打
林业局的电话。”郭瑞民补充道。

边聊边走，一行人很快来到村口，一家三排大瓦房
的农家院格外显眼。

“这是我们村一对年轻夫妻开的。生意挺不错，十
里八乡的都爱上这儿来。”郭瑞民说，“为啥？环境好
啊，菜价也不贵。后面是山，前面是河，从河里钓上
的鱼，片刻就能上桌，新鲜！要是能多开几家，成规
模就更好了。”

“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想法，最想做的是把乡村旅游搞
起来。前两天，已经有投资人来我们这儿看了。他们爬
上后山一瞅，都夸‘这儿生态真不赖’。马上杏花就开得漫
山遍野，他们还要过来，我觉着这事有谱。”郭瑞民说。

“有的村民外出打工回来都找不到家
门，直夸村里整得太漂亮，‘赶上城里了’”

驻村期间，我们在村民金凤侠家居住。与共和国同
龄的她，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里记录了这些年北山根
村的巨大变化：

“家家户户的房屋贴上保温层，都是新式的门楼和
红砖垒成的院墙，用白漆粉刷一新，户户新建了厕所。
街道铺上柏油，太阳能路灯晚上照得跟白昼一样……整
个村庄到处是欣欣向荣 、 日 新 月 异 的 好 景 象 。 在 这
样优美的环境中生活，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
笑容。”

“以前可不行。”金凤侠回忆说，以前很多房屋破烂
不堪，院墙都是东倒西歪的。每到下雨天，街道坑坑洼

洼、泥泞难行。街道两旁、房前屋后都是一堆堆、一垛
垛柴草、碎石、垃圾，真是又脏又乱……

改变从 2017 年开始。北山根村在当地政府支持下，
投资1000余万元，实施美丽乡村建设。

“这是好事，但也有难题，比如拆除违建，愁得我好
几宿没睡好觉”。郭瑞民后来想了一招：带领党员和村民
代表20多人到已经改造完成的村庄参观，“大家一瞅，都
羡慕，我说咱们村要跟这一样漂亮”。

当天下午回来，郭瑞民和党员带头，率先拆除了自

家车库、牛圈、厕所等违建，村民纷纷响应。仅用 7天，
村里违建便拆除完毕。

为减少改造工作对村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村委会积
极争取县里政策支持，拿出村集体用地，建设养殖小
区，养殖户赶着牛羊免费入驻；有的村民舍不得柴禾，
村委会就找车找人找地，帮忙集中堆放……“只有以心
换心，取得村民理解，才能把好事办好。”郭瑞民说。

自来水管道更换后，不仅水流更大，还推动了另一
件难事的解决——厕所。“厕所改到了屋里，旱厕变水

冲，可方便了。”村民方金龙说，以前各家厕所在院
外，多数还是旱厕，夏天味重、冬天挨冻。他指了指院
外的圆形水泥盖，“这下面是防渗储粪池，定期有车来
把粪抽走”。

北方春日，早晚时天气仍有寒意，村民王国兰家的
暖气片却十分热乎，龙骨、兰花等绿植生机盎然。她拉
我们进入厨房，介绍一个名叫空气源热泵的电器，并通
过墙上按钮调节暖气片水温：“就靠这空气能，用电取
暖，暖和着呢。”

郭瑞民介绍，空气能是政府在推进“煤改电”时，
免费给村民安装的。“比烧煤还便宜呢。”王国兰接过话
茬，算起了账：以前烧洁净煤，每年要花 4000—5000
元，现在电费就 3000多元，并且有补贴；有的家还在房
顶安装了光伏板，每年有1000多元收益，更省钱了。

如今的北山根村，各街道院墙笔直、家中温暖、
道路铺油、胡同铺砖、广场宽敞、厕所冲水、垃圾入
桶……“刚完成改造时，有的村民外出打工回来，都
找不到家门，直夸村里整得太漂亮，‘赶上城里了’。”
郭瑞民说。

“以前想忙，没本钱，现在受点累，
钱才来咧”

地刚翻完、还没下种，养殖户徐民又在养殖小区的
牛棚忙开了：先将牛从棚里牵出、拴好，然后用独轮车
推出牛粪，上地里晒。

徐民爱养牛。前些年，依靠政府补贴，村里出土
地，他盖牛房、买了牛。“起初就四五头，后来牛犊越下
越多，边养边卖，最贵的一头卖了 1 万多元。”靠这营
生，家里前些年摘了贫困帽，不仅修房、买车，还供两
姑娘上了大学。

有时徐民也觉着累。除了拉粪、喂料、卖牛，家里
还有五六亩地，散粪、挑地、下种、浇水，都是活儿。
他说：“以前想忙，没本钱，现在受点累，钱才来咧。”

见到和我们一同前来的陈焕秋，徐民径直伸出了
手：“起初买牛缺钱，多亏您及时宣传政府的好政策
啊。”他掰着手指算起账：2015年刚起步时，政府给养殖
户发放了 5000 元的产业到户补贴；养牛业发展起来后，
政府又给养殖户提供小额贷款，用来扩大规模，一户最
多可以借 5 万元，每期 3 年，政府贴息，“这些都是政府
真金白银地支持咱们”。

在北山根村，像徐民这样依靠养殖实现脱贫的还有
很多。这个人口304户的满族村庄，肉牛、肉羊、生猪养
殖户 21 户，肉牛、肉羊、生猪养殖规模分别达 150 头、
400只和600头。

郭瑞民说，以前各家牛羊都是散养，问题很多。集
中到养殖小区圈养后，牛羊粪散到地里，再用旋耕机一
旋，地就肥了。“种了玉米，秋里卖了买点饲料，再掺点
用机器打成捆的玉米秆，够牛吃几个月，这就是生态循
环嘛。”

颇具循环思维，是北山根村产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当地种植结构以玉米、红薯为主。村西头的顺鹏小店种
猪繁育有限公司，产生的猪粪经过堆肥处理后，成为村
民常用的农家肥之一；十余名村民在厂务工，每月能拿
五六千元工资。秋收之后，村东头的新华民酿造厂按市
场价收购玉米，并以玉米、高粱为原料酿酒，酒糟能喂
牛；村民在此烧酒、灌装、干后勤，工资按月结，一天
能拿 150元。“家门口能挣钱，还能照顾家里，可比外头
打工强。”村民张卫国说。

依靠养殖业、种植业，村民在家及外出务工，目前
北山根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2万元，村集体收入达到10
万元以上。

下一步，北山根村的产业振兴怎么干？当了 30多年
村干部，养过鸡、搞过运输的郭瑞民有自己的想法：“我
打算引进鲜食玉米生加工等适合村里发展的企业、项
目，村民增收比较稳当。”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陈焕秋已经驻村7年。他认
为，应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破一家一户生
产经营模式，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探索打造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多元
化培育农村经营主体。

“加强县乡一级农技队伍建设，强化农民科技培训也
很重要，我们要培养一支懂农事、懂技术的新农人队
伍。”陈焕秋说，“越来越多新农人带好头，一定能带动
村民合作经营、共同增收致富。”

北 山 根 村 看 振 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王 亮

北 山 根 村 看 振 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王 亮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如何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让群众

生活更上一层楼？前不久，本报记者来到河北省滦平县虎什哈镇北山根村驻村

采访，感受新时代乡村活力奔涌的崭新气象——

瞧瞧我们村多漂亮
金凤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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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养殖户在养殖小区栓牛。 本报记者 王 亮摄

图②：养殖小区里的羊群。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图③：村民在广场打篮球。 本报记者 王 亮摄

图④：整治后的北山根村干净整洁。

本报记者 王 亮摄

图⑤：北山根村整治时的情景。 （北山根村委会供图）

图⑥：野生鸟类在流经虎什哈镇的潮河上休憩。

（北山根村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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