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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收官之年。5年来，汝阳县全县上
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立足洛阳南部生态涵养区功能
定 位 ，深 入 实 施“1234”发 展 战 略 ，落 实

“11363”工作思路，走出了一条高质量转型
发展新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人
民生产生活发生喜人变化。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住房保
障体系日益完善，园林绿地面积不断扩大，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城市道路纵横交错……
5年时间，城市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汝阳的

“颜值”更高、人居环境更美、城市更宜居、人
民生活更美好。今起推出“回眸‘十三五’
喜看新变化”系列报道，展示汝阳县“十三五”
期间的新作为、新成就、新变化，为即将到来
的“十四五”加油鼓劲。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持续加大
近年来，汝阳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持续加大，先后完成城区绿化项目19个，按
照“一路一品”科学选定城区道路绿化方案，
打造绿地微地形，栽植绿化苗木，提升道路
绿化效果；投资6.82亿元，完成了瑞云山森
林公园A段、紫云游园、仰韶文化公园、盛馨
公园、宫后街游园等项目建设，新建改建 5
个公厕，为城区居民工作生活提供了便利。

秋日下午，阳光温暖，漫步在仰韶文化
公园，不时传来悠扬的二胡声和美妙的戏曲
声，循声望去，老人们围坐在凉亭内，或唱或
弹奏，悠闲惬意，给公园里增添了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这几年县里变化很大，不单这里
从荒山变成了公园，还有好几个地方都增添
了公园，真是给周边老百姓造福呀！”在公园
休息的潘先生说。

落日余晖洒向公园，放眼望去，曾经的
荒地如今郁郁葱葱，孩子们嬉戏玩耍，大人
们散步、慢跑、骑行，其乐融融……

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

年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近年来，汝阳县认

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铁腕
治污”的决心换来了天蓝、水清、岸绿、景美
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碧桂园十里江湾项目现场，塔吊林
立、机械轰鸣，道路两边围挡上的喷淋系统
正在不断喷洒水雾，施工车辆进进出出，现
场没有扬起一丝灰尘，涌动着建设的热潮。

“我们按照安全文明施工标准，严格落
实‘七个百分之百’施工要求，在建筑工地出
入口设置车辆自动冲洗设施，使车辆和机械
设备不带泥上路，平时在土方作业的时候采
取湿法作业，同时还配备有 6 台雾炮机，全
方位地做好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十里江湾项目安全员贺宇飞说。

汝阳县 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两年在
全市扬尘治理考核中位居前列。全县每年

“土工布”覆盖30余万平方米，14个规模以
上工地全部安装了扬尘监测系统，在线监控
率达到 100%；新招录扬尘监督员 16 名，全
面实行扬尘污染驻场监督制度；企业认真落
实主体责任、高标准落实管控指令，真正在
所有施工工地执行好“十个标准化”措施，做
到文明施工、安全施工、科学施工。

新型城镇化环卫体系不断完善
秋日的清晨，寒意渐浓，当大多数人还

在睡梦中时，年过五旬的蔡店乡环卫工郭匡
军已驾驶着清扫车来到街上，开始为乡村

“梳妆打扮”。
“刚工作那几年，清扫工具简单、笨重，

一天到晚工作非常辛苦。”郭匡军说，如今蔡
店乡的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等一大批基
础设施陆续完工，还配备了垃圾转运车、清
扫车，增设了垃圾桶，做到了乡内垃圾日产
日清，环境卫生得到明显改善。

自2018年以来，汝阳县先后在14个乡
（镇）新建垃圾中转站 12 座，为各乡（镇）购
置投放垃圾桶9621个、垃圾收集车231辆、
垃圾中转站对接式运输车 10 辆，农村环卫
基础设施标准明显提升，投资720余万元为
各乡（镇）购置了14辆道路洗扫车和1辆护
栏清洗车。目前，该县已建成 26 座垃圾中
转站、1 个垃圾填埋场、9 个污水处理厂

（站），日处理污水量3.08万立方米。

农户居住条件得到全面改善
一栋栋崭新的房屋在青山绿水间拔地

而起，展现出美丽宜居乡村的良好风貌，人
民群众拥有了“稳稳的幸福”。目前该县的
农村危房基本消除，贫困农民住有所居，农
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稳步提升。

走进城关镇罗沟村脱贫户赵新利的家
中，崭新的瓷砖、亮丽的房屋、清新的室内环
境让人耳目一新。“哪儿都没有家好，房子改
造好了，住在里面也心安了。现在不但俺家
变化大，整个村子变化都很大，政府还帮助
村里把路修到了家门口，再也不用走泥路
了。”赵新利高兴地说。

自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以来，汝阳县
对标“高质量脱贫”的总要求，以“两不愁三
保障”中住房安全保障统揽工作全局，2016

年至 2018 年，全县共实施危房改造 9367
户，共投入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1075.15 万
元，对全县216个行政村7354户农户实施了

“靓家工程”，全面改善农村户容户貌、村容
村貌，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完善基础设施筑牢乡村振兴之基
漫步在城关镇河西村，家家门前砌着整

齐的花池，院墙上一系列栩栩如生、富有乡
村气息的艺术手绘墙画与远处独具特色的
窑洞民宿相映成趣……走到哪里都是一幅
精致的美丽乡村图景。

2018年至2019年，该县还实施82个农
村党群服务中心、1 个卫生室、9 个文化中
心、176个扶贫基地的项目建设，为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和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
坚实基础。

“十三五”以来，汝阳县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十九大及各级城市工作会议精
神，深刻把握省委赋予该县“重点发展县”与
市委赋予该县“生态涵养区”的发展要求和
转型导向，把国家园林县城创建作为创新载
体，与“三山环抱、两水润城、生态优先、宜居
宜业”园林县城核心理念相结合，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产城融合、科学发展、改革创新，
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支撑
能力，显著改善城乡面貌，塑造城市特色，增
强发展活力，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为迎接“十四五”迈出坚实步伐，在加快洛阳
副中心城市建设中实现更大担当。

（吴会菊 梁中珂）

水蛭，又名蚂蟥。这种令人望而生畏
的动物，被汝阳县小店镇关帝村仙草农业
水蛭养殖基地负责人李洛洛当宝贝一样精
心饲养起来。别看它长得吓人，却是脱贫
致富的“好帮手”。

李洛洛是一名退伍军人。2016 年至
2018 年，他曾同战友在安徽蚌埠养过水
蛭，因收益不错，便盘算着在洛阳办个大型
水蛭养殖基地。

依山傍水的关帝村是养殖水蛭的
好地方。今年 3 月，李洛洛便同合伙人
在关帝村承包 400 亩地，开始尝试养殖
水蛭。

在仙草农业水蛭养殖基地，养殖池错
落有致地建在空地上，整个池塘外围都被
纱网围了起来，池塘里放满了网箱，网箱壁
上密密麻麻地附着水蛭。

李洛洛介绍：“我们饲养的是金线
蛭，与普通水蛭不同，有很高的药用价
值和经济价值。这种水蛭不吸血，最爱
吃的是田螺，市场上供不应求，完全不
愁销路。”

水蛭养殖 5 个月即可销售，加上得天
独厚的地理和水资源优势，以及公司独到
的养殖技术，第一期水蛭大获丰收。

李洛洛算了一笔账，如今每斤干水蛭
市场售价在1200元以上，每亩池塘收益能
达 4 万元，预计今年总产值可达 500 万
元。李洛洛对养殖前景充满信心：“明年可
以养殖两期，收入会更加可观。”

如今，小小的金线蛭成了扶贫“造血”
的“软金子”。贫困户陈晓芹是水蛭养殖基
地的工人，家里有老人小孩，生活压力大，
养殖基地解决了她的务工问题。在基地内
工作的工人约 100 名，其中 1/3 都是周边
的贫困户。

72 岁的村民孙金木是水蛭养殖基地
较早受益人之一。由于妻子身体不好，需
要照顾，他们家的收入来源成了问题。听
说村里办了水蛭养殖基地，他第一时间报
了名：“现在每个月有两三千元工资，家里
的日子也宽裕起来了。”

一人富不算富，李洛洛想带着群众
一起致富。他说，公司明年准备扩大养
殖规模，争取三年内扩至 3000 亩，还准
备将水蛭养殖技术传授给周边农户。农
户养殖出来的水蛭，公司负责收购，完全
解除养殖户的后顾之忧，帮群众实现“零
风险脱贫”。

（吴会菊 康红军 陈雨）

水蛭养殖
为扶贫“造血”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县城全景（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