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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一行来到许湾办事处张埠

口行政村时， 村党支部书记张站国愉
快地接受了采访。

以前的张埠口村是典型的贫困

村。 村里的街道是大坑连小坑，每逢阴
天下雨， 坑坑洼洼的土路就成了 “小
河”。 9 年前，在外做生意的张站国开车
回村时，由于道路泥泞，他开的越野车
被迫在村前“抛锚”。 从那时起，他决心
回到家乡发展，彻底改变村容村貌。

要想富，先修路。 几年前，在张站
国协调下， 区交通局和区扶贫部门先
后帮助修好了村内大部分道路， 他又
自掏腰包 70 多万元，将村内道路全部
修好，后来还装上了路灯，让村里亮起
来。

昔日的贫困村如今已蝶变为美丽

乡村。 不久前，村里集体经济参股建设
的豫湘园酒店开业， 为村里提供不少
就业岗位， 更方便周边群众举行各式
宴席。 村里建设的逢十赶会大集也吸
引远近的商户过来经营，村里超市、饭
店、理发店样样齐全，城里有的这里应
有尽有。

村里大街小巷道路平坦， 路面整
洁， 两处村民文化广场配备有健身器
材、篮球架等基础设施。 和其他村庄一
样， 村民建筑结构白墙青瓦， 典雅美
观，整洁漂亮。

村党支部书记张站国自豪地说 ：
“以前，村里年轻人娶个媳妇都困难 ，
一听说是张埠口的直摇头 。 现在 ，路

好了，灯亮了，人富了 ，村里小伙子找
对象再也不会受村里环境差的影响

了。 ”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 使张埠

口村焕发勃勃生机和活力。 村里不仅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还引进服装厂吸
纳村里劳动力务工。

趁着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的东

风，张埠口村有更大目标。张站国说：“村
里有几十亩闲置的废坑塘，我们计划在
坑塘四周修好道路和停车位，在这里搞

个垂钓中心，附近建设一些娱乐项目，吸
引市民节假日到这里休闲娱乐……”

今年以来， 许湾办事处紧紧围绕
全市打造沙颍河 4A 景区创建目标，积
极动员境内沙颍河沿线 6 个行政村广
大干群， 以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为
契机，持续推进红色旅游 、民宿 、古街
建设，扩宽百姓幸福大道，提升群众幸
福指数。

乡村振兴的征程上， 这里的人们
正阔步前行。 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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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行沿着整洁的堤顶路一

路向东。 许湾办事处主任聂永刚指
着远处的河坡说：“目前， 通过整合
河滩上土地资源， 沿沙颍河河滩流
转了 1200 亩地，春种油菜花，夏种油
葵，打造花海景观。作物收割后，按照
盈利情况在平台公司、合作社、村集
体和农户之间进行分红。 这样，既美
化了沿河景观，又为沿岸村集体经济
注入活力。 ”

目前，许湾办事处成立了平台公
司，按照办事处党委、平台公司、项目
资本、农户的运营形式，助力美丽乡
村建设。具体就是在平台公司指导和
支持下，办事处层面成立一个农村合
作总社，各行政村成立分社，结合乡
村振兴， 重点打造沙颍河生态经济
带。

越来越靓丽的牛口村越来越有

吸引力。 今年 30 多岁的村干部牛云
鹤以前是一位海员，跑遍世界五洲四
洋。 如今，他愿意舍弃年薪五六十万
元的收入，回来建设自己的家园。 他
激动地说：“近年来，感觉家乡的变化
太快了。 河堤上的路修好了，人们的
精气神提高了。 跑遍天下，感觉还是
家乡最温暖。 ”

当记者一行来到村民田珍珍家

中时，只见院中整洁有序，屋内装修
精致。 她高兴地说：“五六年前，我嫁
到牛口村时，村容村貌处处斑驳。 现
在，村子面貌焕然一新，走到哪里都
心旷神怡。”说到这里，田珍珍用双手
比划了一个“心”的造型，愉悦之情，
溢于言表。

周口临港经济建设、沙颍河生态
经济带建设，使牛口村变化明显。 春
赏油菜花，夏赏油葵花，一年四季皆
有美景，来往堤顶路骑行的人络绎不
绝。 因水而兴的牛口村，必将成为沙
颍河生态经济带沿岸的一颗璀璨明

珠。

牛老板的生意经
11 月 22 日下午，天气阴冷，风吹

过新运河闸 ，这段明艳的河堤难得人
迹稀少 。 牛口村头 ，一座三层的楼房
已经封顶 ，房主牛秀丽 、温付良夫妻
二人与工人们一起干活 ， 和沙子 、水
泥 ，争取在春节前 ，把村里唯一的饭
店建成投用 。 说起开店经历 ，心直口
快的牛秀丽来了兴致：

“今年夏天，我发现沙颍河堤上游
客越来越多，有骑行的，有钓鱼的。 好
多游客说 ，这儿风景好 ，可惜留不住
人，中午连个吃饭的地儿都没有 。 牛
口村以前地偏 ，路也难走 ，开饭店会
饿掉牙 。 可是现在不同了 ，堤顶公路
到市区 、到淮阳都方便 ，天天游客不
断，或许真能开家饭店。 ”

“我跟爱人商量，他以前在西北做

厨师，干了 20 多年，也想回家发展，我
们便咬咬牙，今年 7 月份，在新运河闸
对面， 也就是现在的市民驿站开了家
饭店。 ”

“第一次当老板，没有经验，400 平
方米的店面，装修加上物品采购，几乎
把家底花光。 幸运的是，9 月份饭店开
业后，生意还不错，平均每天营业额达
到 5000 多元，周末更是一桌难求。 ”

“饭店刚开张两三个月， 村里通
知， 我们的店被征用了， 要建市民驿
站，方便市民来这里游玩、购物。 我们
很是不舍，但也要服从大局，政府也给
了补贴，就搬了出去。 好在村里还有块
宅基地，正在村头 ，位置不差 ，我们还
要重操旧业，把饭店开下去，一定会很
有前途。 ”

“根据前几个月的客流量，我们认
为饭店要建得大点，增强接待能力，于
是就盖了三层、500 多平方米。 自己的
房子当然更上心， 我们天天泡在工地
上，脏活累活一样干，不仅仅是为了省
钱，也为了饭店功能布局更合理。 我们
不敢跟城里的大饭店比， 但最少要保
证环境卫生、敞亮。 ”

“饭店主打乡野家常菜，鸡和鹅都
是村里收的， 时令蔬菜都是自家地里
种的，饭店用工大约 20 人，也以本村为
主。 乡亲们对我的饭店帮助很大，我们
两口也想为村里多做点事， 让大家跟
着饭店挣点钱。 ”

采访结束， 牛老板向我们发出邀
请：“新店今年春节前能投入使用 ，到
时候，你们一定要来捧场。 ”

张埠口：集体经济火起来

记者在村民家中采访

豫湘园酒店千禧宴会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