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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风景线
——江苏省盱眙县河桥乡

发展农村经济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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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桥，曾因贫穷而出名，近年又

以省、市明星乡镇企业——江苏打石

山水泥总厂崛起而声播遐迩。去年

以来，17 000 河桥人民在乡党委、政

府的带领下，响应市委、县委的号召，

向荒山要宝，向淮河要财，用智慧和

汗水描绘出一 幅幅动人的小康风景

画。

南山“瀑布”群

靠山吃山。这几年，守着大山世

代受穷的河桥人依托打石山水泥厂

大做山的文章。进入河桥境内，从黄

龙到 长中再到龙泉，公路沿线的山

边，运石料的车辆往来如梭，“老虎

机”（石头破碎机）轰鸣不息。同行的

河桥乡党委组织委员冯殿才告诉笔

者：“到南山去看看采石吧，那才开眼

界呢！”

南山属河桥西南的蒋郢村，荒秃

的山脉绵延 10 余里，山坡坡度都在

40°以上，千百年来，南山除了长些浅

草供牛羊啃啃外，没有给这儿的人带

来什么恩惠。
近年，修路热和基建热使得石子

走了俏，那南山青石不能长树，却是

制作石子的好原料。先是有几户带

头到南山腰开了塘口采石，到去年下

半年，好像大家都发现了南山藏着

宝，争先恐后上山采石制石子。采石

加工，投资可不小，一 个塘口、一 台

“老虎机”，没六七万办不起 来，靠河

桥人自己的腰包是相当困难的。可

是解放了思想的河桥人办法比困难

多，他们采取了政府出一 块，集体挤

一块，个人掏一块的办法多方联合投

资，共同开发。就靠这办法，半年多

时间南山 10余里长的山坡上就上了

30多台老虎机，形成了 10 余里路长

的采石带。这里的群众肯动脑子，发

明了从山腰开采碎石塘口，从山脚打

水泥墙，加工成品石子沿坡而下从水

泥墙窗口自动装到车上的办法。远

眺南山，采石加工塘口各类石子飞泻

而下，如同一 条条青色的瀑布，蔚为

壮观。
笔者从采访中得知，河桥乡把采

石当作发展经济的一根重要支柱，从

多方加以扶持。两年来，仅财政部门

就已投入 750 万元，群众自己投入的

资金达 600 万元。靠采石腰包鼓了

起来的河桥人不图享受，很少有人忙

于盖楼房，而是把钱投入到购采石加

工设备、车辆上，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河桥乡生产的各类石子和“打石

山”牌水泥一 样，远销苏北、苏中，沪

宁高速公路也把河桥石子作为专用

石子。去年，河桥光石子就外销 8 万

吨。目前，河桥乡已有 80 余台老虎

机投入石子生产，已形成 17 公里长

的采石带。到年底，可发展到 100

台，今年采石总量可达 120 万吨，产

值 2 400万元，利税 360 万元。
沉睡了亿万元的荒山，终于向河

桥人洞开生财大门。

码头引财源

河桥傍山临淮。由于多少年来

封闭保守，河桥乡一直没有一个像样

的码头。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山区开发，尤其是水泥生产和采石业

的崛起，建码头、搞水运已成为河桥

人的共识。乡党委、政府审时度势，

提出了“抓龙头（指龙头企业——江

苏打石山水泥总厂）、采石头、建码

头”的口号，近两年，这个乡把修码头

作为振兴河桥经济的重要招数来抓。
采石业起步较早的黄龙村依靠

自己的力量修码头，村党支部书记带

领全村劳动力苦干两个冬春，开挖和

拓宽加深了几百米长的河道，建成了

一个可停泊 150 吨船舶的黄龙码头。
临淮河的新淮、龙泉、长中等村

也不甘落后，陆续投入资金，调集村

民修起了本村的码头。
这些码头为河桥乡石料的外运

提供了廉价的水运条件，去年 8万吨

石子外运基本上都是靠这些码头从

水路运出去的。
南山采石带的形成和迅速发展，

促使河桥乡党委、政府更加大了兴建

码头的力度。去年 5 月 1 日，河桥乡

投资 58 万元开工兴建高标准、大吨

位的冯港码头。这个码头设有 7 个

自卸泊位，能停靠 200—300 吨的船

舶，年吞吐量可达 36万吨，投入运营

后，将大大提高河桥水运能力。随着

冯港码头的建成，河桥全境淮河水运

码头将达6个，日吞吐量达7 000吨。
码头，将河桥宝藏丰富的山峦与

淮河黄金水道紧密连在一起，带给河

桥人的是滚滚财源。

牛群满山岗

河桥，宜牧山地有 2.5 万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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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尖山等地处山岗的村组素有养牛

习惯。但多年来传统的养牛方式、低

劣的牛种，使河桥养牛业始终处于低

效益状态，形不成气候。县委、县政

府发展黄牛饲养、加快奔小康步伐的

部署，极大地鼓舞了河桥农民。乡党

委、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养牛业，

财政部门去年专门拿出 20多万元扶

持农民养牛。他们从资金、技术、牛

种改良等方面为养牛农户提供服务，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养牛的积极性。
目前，河桥全乡养牛总数已达 6 600

头，其中黄牛就有 5 400 头。地处高

岗的大岗、兴山、黄龙、长中养牛势头

尤为迅猛，兴山户均养牛 8头。据统

计，全乡养牛 10 头以 上的农户已有

70户，养5头以上的农户达170多户。
在黄龙村山坡上，笔者见到了闻

名全县的养牛状元柏房义。这位 39

岁的共产党员，从 1994 年开始养牛，

不断发展，最多时养牛 75 头。去年

出售了 30 头，获利 2.5 万元。他富

裕不忘穷乡亲，两年来，主动帮扶两

个贫困户养牛，使他们年增收 2 000

多元。
河桥乡计划明年实现全乡养牛

1万头，从目前发展势头看，这个目

标的实现是稳稳当当的。

林果溢清香

大灾之后是大干。1991 年特大

洪涝灾害之后，河桥乡下定了治理荒

山、大力发展林果的决心。乡党委、

政府领导成员带着水壶、干粮率全乡

数千农民凿石打洞，苦干五个冬春，

栽下了 9 000 亩板粟、苹果、桃、李、

山楂。到去年，已有 1 000 余亩挂果

受益，今年挂果面积增至 3 000 亩。

从南山采石带顺坡路而下，但见错落

有致的山坡桃园中“五月红”鲜桃咧

着红红的嘴向路人含羞浅笑。坡尽

路转，车到王店三元林果带，清香四

溢，沁人心脾，犹如置身世外桃园。
几年来，河桥乡在林果生产上投

入了大量资金，他们重栽重管重销

售，各村都配备了果林主任和果林技

术员，乡里成立了果林销售公司。果

林已成为河桥乡未来几年农村经济

收入的一个大头。分管多种经营的

副乡长自豪地告诉笔者：“河桥的土

壤极适宜果树生长，尤其适宜红富士

苹果生长，最近，山东一些果农也跃

跃欲试想到河桥承包果林”。
荒山竞献宝，淮水送金银。河

桥，好一道发展农村经济，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风景线。
（责任编辑 王尚明）

财苑风貎

一位老共产党员的
财政情结

——记河北省沧州市献县段村乡财政会计王志起

仁 言

王志起今年 58 岁，个头不高，皮

肤黝黑，身躯瘦小，却显得结结实实，

脱下那身农税服装，就是一个典型的

农民形 象。1977 年春天，王志起带

着组织上的一纸调令，高高兴兴地迈

进了段村乡财政所的大门，从这一天

起，他在这个偏僻的财政所一干就是

20 年！

“组织上让咱管财管物，这样信

任咱，咱就得让组织放心。”
王志起到财政所后，负责全乡预

算内和预算外会计，管理周转金和乡

政府财物。他 干 工 作丁是丁，卯是

卯，从来不打折扣。

一天 ，外甥到 单位 找 到 他 说 ：

“舅，我想盖几 间房，钱不够，知道您

把关严，但是这回 您就松松 口 ，给我

解决几千吧！”还没等王志起接话 ，外

甥又接 着说 ，“上次借点周转金买拖

拉机您没给，这次说什么也得借！”王

志起看看他外甥，缓慢地说：“孩子，

不是你 舅不借给 你钱，这钱是国 家

的，是有政策规定的，不是随便谁都

能借的”！“舅，我不是别人，我是您

外甥！”“谁也一样！”外甥有点急了，

“那次托您买点平价柴油，您倒好，花

高价打了 40 斤，还糊弄我说是优 惠

价。怪不得人家都说 您‘死心眼’！”

王志起也火了，“我不管别人怎样说 ，

反正违背原则的事我不能做！” “

这次

您要是不借，我就 不认 你这个舅 舅

了。”说 着拔 腿 就 往 外走。“你 站

住！”，王志起叫住 了他，从上衣口 袋

掏出了钱包，“孩子，我刚发了一个月

的工 资，化肥我先不 买 了，你拿去用

吧。”

王志起没有把亲朋的埋 怨和旁

人的讥讽 放在心上，他 常常念叨 的

是：组织上让咱管财管物，这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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