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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武乡县大有乡
脉落神村的扫帚苗迎来丰收，
村民们抢抓农时进行收割、搬
运，一团团、一簇簇红彤彤的扫
帚苗漫山遍野，红绿相间的景
致透出山村别样的美，形成秋
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扫帚苗学名地肤，又名孔雀
草，株型紧凑，枝多叶密，是一种
耐旱耐活，集食用、药用、经济与
观赏为一体的植物，长成的扫帚
苗有一米多高，天然的蓬松感是
制作扫帚的好材料。

“农村地面粗糙，塑料扫把
不经用，用扫帚苗扎成的‘铁扫
把’结实耐用，用上1年不成问
题。”10月8日，笔者来到脉落神
村，正在自家门口晾晒扫帚苗的
村民董珍平说。

脉落神村是当地有名的扫
帚苗种植村，一开始村民种植只
是为了自用，后来发现扫把市场
潜力巨大。于是，该村抢抓机遇，
扩大规模，把发展扫帚苗产业作
为村民增收致富的一项特色产
业。与此同时，为解决原料采购
和销售难题，村党支部成立了股
份经济合作社，提供从原料采购、
运输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解除
了村民的后顾之忧。现在全村
80%以上的村民都从事扫帚苗种
植，真正把小扫帚做成了大产业。

“我们合作社与县环卫部门
签订了收购协议，扫把扎好后先
由合作社进行统一清点、验收、

入库，之后由环卫部门集中收
购。”脉落神村党支部书记王卫
兵算了一笔账，“我们村种植面
积达60多亩，可扎3万把扫帚，
收入超过30万元”。

近年来，脉落神村积极探索
集体林改新路，以“摸清现有底
数、明晰产权归属、发展林下经
济”为目标，加快实施“党建+集
体经济+林下种植”模式，鼓励村
民在荒山、荒坡、荒沟以及自家
房前屋后的空地种植扫帚苗，推
动扫帚产业快速发展，实现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双赢”。

“去年种了 1 亩多，收入
4000多元。今年我种了3亩，收
成更好，除去成本估计能收入

1.5万元。”说起扫帚苗种植，有
着多年种植经验的种植户郁留
珍打开了话匣子，“种植扫帚苗
真是一个省时又省力的好项目，
方便管理还不误农忙，又能轻松
赚钱，我今年76了，只要还有力
气，就会继续种下去。”

如今，脉落神村的扫帚已走
向市场，一棵棵扫帚苗成为了当
地村民增收致富的“小金草”。

“我们将继续把集体和村民的弃
耕林地盘活起来，扩大种植面
积、扩宽销售渠道，种好扫帚苗，
过上好日子，为村民增收致富、
乡村振兴添砖加瓦。”谈及未来，
脉落神村党支部书记王卫兵信
心满满。

“以前小区充电桩数量少，电动自行车经常没地
方充电。现在有了新停车棚，彻底解决了大家的烦
恼。”10月10日，襄垣县古韩镇府前社区盛世园C区
居民王熙茹高兴地说。这一新变化，正是襄垣县持续
开展电动自行车充电乱象整治工作，加快推进居民小
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棚建设，打造共治共建共享基
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原先，盛世园C区有300多户居民，前期仅建有1
个停车充电棚。随着居民电动自行车数量增加，新增
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棚成为居民们反映最强烈的问
题。得知这一情况后，府前社区多次召开居民议事会，
积极征求居民意见，并联合小区业委会、物业多次实地
勘察走访，希望通过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棚，有效
缓解小区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规充电的难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施工，小区新的充电停车棚
建设完成，居民们非常高兴。目前，盛世园C区可以同
时为200辆电动自行车充电，满足居民电动自行车停
放和充电需求。不仅如此，小区物业积极完善配套设
施建设，车棚内配备有24小时监控、声控照明、灭火设
备等，最大程度上保障小区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样，为解决车棚少、停车难等问题，襄垣县古韩
镇明珠小区也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推动电动自行车充
电停车棚安装及充电桩扩建工作。通过充分听取居民
意见，组织第三方充电桩安装公司深入小区内进行实
地勘察，量身定制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棚增建方案。

今年以来，为加强居民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管理，襄垣县按照试点先行、分期分批、应建尽建、全
面覆盖的思路，研究出台居民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停
车棚建设补贴办法，协调引导物业企业、物管会、社
区、小区居民共同发力，加快推进电动自行车充电停
车棚建设。截至目前，古韩镇已新建车棚130个，充
电端口达到近5000个，可停放电动自行车1.5万余
辆，让“小”车棚解决民生难题。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
断加深，养老问题成为各界关
注的焦点。尤其与城市相比，
农村养老基础更为薄弱，如何
让农村老人过上温馨、和谐、幸
福的养老生活呢？今年7月，
潞城区黄牛蹄乡上黄村在全区
率先推出农村互助养老这一全
新模式。

“阿姨，给您送饭了，好吃
的炒大米……”中午十二时，黄
牛蹄乡上黄村村民、日间照料
中心的志愿者舒何秀像往常一
样，提着刚出锅的饭菜，给村里
4 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到家
里。当天的第一站，舒何秀带
着笔者来到了村民舒彩英的家
中。上黄村村民舒彩英说：“我
今年76岁，6年前腰部摔伤，日
常行动受到了很大影响，连做
饭都成了问题。咱们村上照料
中心就安排何秀专门给我送
饭，一天三顿，顿顿送到，还将
保温杯灌好水，我从心底里特
别感谢他们……”

舒彩英之所以能按时按点
吃上热乎的饭菜，得益于该村

近年来积极推行的农村互助养
老模式。笔者了解到，上黄村
常住人口294人，其中60周岁
以上常住老人约180人，约占
全村常住人口的60%。为更
好解决农村老人生活起居无人
照料、精神文化生活较为匮乏
等问题，上黄村在2016年将原
上黄村小学改造成为日间照料
中心，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养老
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
的养老服务，无论是养老服务
供给还是养老设施配备，都相
对比较落后。

转机发生在今年7月，在
黄牛蹄乡党委班子的指导下，
上黄村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在
原日间照料中心基础上率先推
行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包括互
助帮厨、互助打扫、互助种菜、
邻里送餐、文化养老等多元化
内容。上黄村日间照料中心负
责人张松良说：“互助养老模式
推行以后，老年人在一起，大家
首先想到的是我能在这里为大
家做点什么事情，哪种活儿缺
人，我能及时帮忙。总之，一起

干活，干劲儿十足。”
抱团养老，邻里守望，让

上黄村的老人们不仅能“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更能“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老人们渐
渐养成习惯，每天都会准时来
日间照料中心报到，按照分工
各司其职。“我们分了种地组，
有劳动能力的种地，没有劳动
能力的打扫卫生。此外，还有

‘敲门’行动，每一位老年人每
天都要去邻居家，看一看是否
有老人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张松良说。

除了完成好分内的“工
作”，老人们闲暇时刻还会坐下
来下棋、打牌、看电视，场面欢
乐祥和、其乐融融，日间照料中
心早已成为老年人尽享幸福晚
年的互助驿站。上黄村村民舒
建红告诉笔者：“来到这里可以
就餐、看电视、种菜、义务劳动，
心里很舒服，也很愉快，照料中
心对我们上黄村的老年人有很
大帮助。”

上黄村全村互助养老是一
种不离乡居、不离乡情、不离乡

音的居家养老方式，不仅有效
解决了农村老年人实际生活困
难，促进邻里之间互助互爱，还
增强了村集体的凝聚力，形成
了和谐友善、助人为乐的良好
社会风尚。

如今，上黄村互助养老模
式已经在黄牛蹄乡全面铺展开
来。黄牛蹄乡将持续探索满足
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需求的

养老服务，打造更多“农村互助
养老幸福院”。“我们黄牛蹄乡
以立足党建引领养老新生活为
出发点，进一步完善互助式养
老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打
造让‘老人舒心、子女放心、党
得民心’的养老产业。希望引
入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互助
式养老中来。”潞城区黄牛蹄乡
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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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养老守护幸福生活
潞城区黄牛蹄乡上黄村

扫帚苗铺就致富路
武乡县大有乡脉落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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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小”车棚
解决“大”难题

在日间照料中心，老人们互相帮厨。

扎起扫帚增收致富。

襄垣县古韩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