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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洪驰

“王庄村的环境可美了！ 就像一个
大花园一样。 ”

刚到沈丘不久，就多次听到有人这
样说。 于是，记者决定到王庄村一探究
竟。 1 月 18 日上午，虽然已经到了大寒
节气， 但当天依然阳光明媚。 吃过早
饭，记者就开始向王庄村进发。

穿过市区一路向东， 道路两边的
行道树像两列士兵整齐地站在那 ，轻
柔的枝条在微风中不停地抖动 ，仿佛
在向行人招手示意 ，麦苗在阳光的照
耀下打着盹 。 大约走了二十多分钟 ，
王庄村到了 。 向村庄内望去 ，只见通
往村庄的水泥路平整洁净 ，路面不见
一片树叶 ，一座座两层白墙红瓦小楼
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洁白的墙面上绘

着传统文化宣传画 ，小路两边的大叶
女贞枝叶繁茂 。 进入村庄 ，看到家家
户户大门前都有一个小菜园 ，沿村后
的一条胡同向东走去 ，胡同尽头是一
处游园，游园虽然不大 ，但是亭子 、花
草 、廊道应有尽有 ，给人以曲径通幽
的感觉 ，游园南面是篮球场和村文化
健身广场 。 由于疫情的原因 ，广场上
静无一人。

不知不觉间穿过了两条胡同来到

了村委会门前， 门前几名群众在悠闲
地聊着天，虽然他们戴着口罩，但从舒
展的眉头间能感受到他们惬意的生

活。 向他们说明情况后，其中一位戴着
执勤袖标的妇女说：“我们村里环境可
比城里好多了。 ”询问得知这名妇女叫
马爱真，是村党支部书记。 她说，去年
11 月份，沈丘县开始实施“三边四化五

美 ”活动 ，对村边 、路边 、水边的废弃
地、空闲地和搁荒地进行整治，推进净
化、绿化、美化、文化“四化”建设，着力
打造美丽通道、美丽集镇 、美丽田园 、
美丽村庄、美丽庭院。

王庄村在实施活动过程中， 统一
规划了各家门前的小菜园， 对村庄内
的危房、旧房、空房进行拆除 ，在整理
出来的土地上建起了 4 个小游园和篮
球场、文化健身广场，并在大街小巷安
装了路灯，全村墙壁统一刷白，请专家
绘制了墙体图画。 今年村里又规划了
一条樱花路，路面已经硬化。 现在天气
冷，一开春，我们就要栽上樱花树。 同
时，村委正在谋划建一个儿童乐园，也
给村里的孩子创造一个娱乐场所 ，现
在受疫情影响， 要不然每天广场上可
热闹了。

“村里干净了，家家户户的卫生意
识也提高了 ，乱扔垃圾的现象也没有
了。 ”站在一旁的连艳秋接过话茬说，
她是村里的网格员 ，日常负责网格内
的卫生管理 、疫情防控等工作 ，每天
要在村里走上几圈。 原来村里泥泞不
堪，垃圾遍地，看着就让人不舒服 ，村
里的人都慌着往城里跑。 现在我们村
就像一个大花园 ，一到春天城里人都
往我们这来。 还有几个搬到城里的村
民现在又搬了回来 ，我们这里越来越
好了 ， 到了春天整个村子繁花似锦 ，
一年四季绿树成荫 ，住在这里得劲哩
狠着呢！

话音刚落，引来旁边几名群众哈哈
大笑。 是啊，农村就像一个大花园，人
居环境是越来越美了！ ③9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周怀军 文/图

“俺这是乡村振兴示范村 ，不用
出村就有大型超市，米面油等年货一
次办齐，即方便又防控疫情。 ”春节的
脚步越来越近，郸城县汲冢镇韦庄行
政村谭半截楼村 66 岁的张丽华大娘
推着满载年货的购物车，满心欢喜地
说。

韦庄行政村位置相对偏僻，距离
最近的汲冢镇集市也有 9 公里路程。
在脱贫攻坚进程中， 全村 2373 名群
众奋力战贫困、兴产业、强农业，小村
渐渐富了起来 。 加之去年全村 3009
亩耕地被划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
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得到落实 ，农业
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粮食大丰收，群
众笑开颜。 2020 年底，富起来的村民
张祥辉 、 刘振杰合伙开了一家占地
1600 平方米的大型超市，生活物资一
应俱全， 解决了 10 公里范围内群众
的购物难题。

“俺家人口少，如果不够用，随时
再来，我走着也就十来分钟。 ”张丽华
和儿子、儿媳、两个孙子一起生活。 老
太太和初中放寒假的孙子一起， 除了
米面油肉奶和青茄子、 红洋葱、 西葫
芦、西红柿等蔬菜，还选购了孩子们爱
吃的柠檬鸡爪、辣条等零食，一共才花
费 244.4 元。

像韦庄村一样，去年以来，郸城县

合力打造 156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推
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乡村延

伸，坚持一乡一品、一村一业，返乡经
济活力迸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富起
来的乡村铺了路、美化了街道、建了文
化广场、绿化了街头花园、增购了健身
器材，农村保洁全部实现市场化运作，
农村不比城里差。 根据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大小村庄都开设了超市，有
部分村庄开设了洗澡堂， 群众生活越
来越滋润。

韦庄村 68 岁的宋申荣、张景兰老
两口原来在县医药局上班， 看到村里
美化、绿化那么漂亮，退休后放弃了城
里的生活，回到农村修葺了老宅，花 12
万元按照新中式装修一番， 今年又购
买了 70 寸的液晶电视，在网上订购了
实木中式家具， 小院的空地耕锄成了
菜田。 用张景兰的话说：“都是党的政
策好 ， 俺现在的小日子是越来越红
火。 ”

“美丽家园大家建 ，驻村工作队
积极帮扶 ，乡贤踊跃捐资 ，村民齐动
手 ，这几年俺村修了 9 公里的路 ，大
街小巷都硬化了 ，现在逐步绿化 、美
化 ，房前屋后栽上了花草绿植 ，村内
荒地建起了休闲游园 ， 废旧坑塘变
成了观赏景点 ，处处生机盎然 ，俺们
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
韦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德强高兴地

说。 ②11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张思帆

1月 18日，夜幕降临，郑阜高铁扶沟
南站结束了一天的喧嚣逐渐安静下来。

“你等我一下，我回宿舍后跟你视
频。 ”23 时许，宋旖晨完成最后一遍站
台巡视后， 像一只快乐的小鸟飞奔回
宿舍，准备和新婚丈夫道一道“相思之
苦”。

扶沟县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达 33
万余人。 春节临近，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郑州站管辖的扶沟南站迎

来大量返乡客流。
宋旖晨的丈夫也是一名铁路职工。

这一天是他们结婚后的第 12天。 新婚
燕尔，却遭遇疫情，小两口一商量，决定
暂缓蜜月披上“战袍”，各自奔赴岗位。
宋旖晨是车站客运班组的副组长，她深
知，疫情下的春运是一场硬仗。

1 月 18 日 8 时， 旅客渐渐多了起
来。 “请没有佩戴好口罩的旅客戴好口
罩！ ”“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穿行
在候车厅和站台之间， 宋旖晨不厌其
烦地提醒和询问旅客。

16 时， 细心的宋旖晨发现进站口

有一名旅客手扶着安检处的桌子，脸色
苍白，急忙上前询问。 得知这名旅客心
脏不舒服，她迅速找来速效救心丸给其
服下。 待旅客症状缓解之后，宋旖晨才
得知，该旅客姓康，从西藏回扶沟刚刚
办完奶奶丧事， 连续忙了 3天 3夜，担
心受疫情影响回不了西藏，来不及休整
就订了最早一班从郑州返程的机票。

宋旖晨一边安抚康先生情绪 ，一
边劝说其变更行程， 以免途中发生意
外，但康先生坚持要走。 宋旖晨便与郑
州东站和新郑机场沟通， 将康先生的
车票信息和到达时间告知对方， 请站
点重点关照，做好接力服务。

16 时 54 分，G1956 次列车准点停
靠扶沟南站。 宋旖晨将康先生从轮椅
上搀扶下来， 并叮嘱列车长照顾好康
先生。 康先生与宋旖晨约定：“有空了
去西藏玩，一定给我打电话！ ”宋旖晨
俏皮地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

“我感到肩上的责任很重。 ”宋旖
晨向丈夫述说着一天的感受。 “等疫情
和春运结束， 我们的蜜月旅行就定在
西藏吧……” 宋旖晨开心地与丈夫相
约。 ②19

俺村就像一个大花园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加速
创新 ， 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
领域 ，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社
会资源 、重塑社会经济 、改变竞争
格局的关键力量 。 建设银行紧跟
时代发展 ，加快转型创新 ，推动数
字化经营 ， 为构建贴近百姓生活
的服务场景 ， 打造生活服务综合
平台 ，在全国范围内强势推出 “建
行生活”APP！

据了解，“建行生活 ”APP 是建
设银行两大核心 APP之一， 是建设
银行总行推出的一款集餐饮外卖、娱
乐购物、充值缴费、金融服务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活服务平台。作为

建设银行总行倾力打造的生活服务

平台，“建行生活”APP拥有总行级的
平台背景和优势，通过采取“本地生
活服务+建行金融服务”的平台新模
式，囊括了优质餐饮、便利商超、充值
缴费、电影演出、汽车服务、金融服务
等多个生活场景，为广大商户、消费
者提供了便利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经

营和消费新体验。
“建行生活”APP 作为建设银行

将民生消费和金融服务相结合的重

要举措， 服务受众惠及周口地区的
广大商户和消费群体， 通过新人领
券、 签到领券、 生日领券等多种方
式， 充分激发了周口地区老百姓的
消费热情。 （李明）

建行周口分行：“建行生活”方便百姓

推迟的蜜月旅行 乡村振兴民心顺 足不出村办年货

张大娘满心欢喜办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