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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李振 李雅婷

国庆节前夕，记者来到河南省光山县晏河乡帅洼村，村口广场上正在
演出光山花鼓戏，村民们看得津津有味。

看到有记者来村里采访，一位村民说：“没有老胡，就没有今天美丽干
净整洁的新帅洼。”村民口中的老胡就是河南省人大代表，光山县晏河乡党
委委员、帅洼村党总支书记胡善信。

1988 年，胡善信被选为村干部。30 多年来，他把村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来
经营，把老百姓求助的事当成父母亲交代的事来办，带动乡亲们发展产业、
建设乡村、学法守法，一步步实现民富村美。

山村粉条走向全国

走进村史馆，帅洼村振兴的历程一一展现在眼前。
帅洼村位于大别山北麓，过去的帅洼村都是土坯房、泥巴路，村民主要

靠传统农业谋生，收入微薄，很多村民选择外出打工。“我刚进入帅洼村‘两
委’时，村里一穷二白。”年轻的胡善信迎难而上，根据村里山间平地多的特
点，带着一部分村民搞红薯种植。红薯市场价格低，胡善信就带着村“两委”
工作人员，北上郑州、南下武汉，学习红薯粉条加工技术，开拓外销市场。

帅洼红薯粉条逐渐走进千家万户餐桌，“帅洼牌”红薯粉条也成为当地
知名商标。2023 年，帅洼村仅靠生产红薯粉条就创收 100余万元。

近年来，帅洼村凭借生态资源优势，依托“光山县九架岭农林茶专业合
作社”“帅洼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做大做强红薯粉条、油茶、乡村旅游等
产业，解决村民就业岗位 800多个。

村民张玮经营着一家民宿，每年接待不少来自外地的游客。不仅如此，
足不出村，他就能把自家产的红薯粉条等土特产卖出去。“跟过去看老天爷

‘脸色’吃饭的日子彻底告别了。”他说。
“乡村要振兴必须要发展产业。在帅洼，像‘帅洼牌’红薯粉条这样的产

业会越来越多，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康养等产业上布局发力。”指着不远处
帅洼山坡上竖立的康养产业园规划设计宣传栏，胡善信满怀信心。

村里的事商量着办

2023 年 12 月，光山县一连下了好几场大雪，一村民家的蔬菜大棚眼看
着要被大雪压塌，村民首先想到向胡善信求助。

“别慌，我马上过来！”接到电话后，胡善信急忙出门，踏着厚厚的雪赶
到大棚现场，迅速组织附近村民开始清理积雪。村民齐心协力，终于将棚顶
积雪清理完毕。

有事找老胡，是村民对胡善信的信任。多年来，胡善信以“村就是家”的
治村理念，把村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来经营，把老百姓求助的事当成父母亲
交代的事来办，挨家挨户走访，与村民共商“村规”、共定“民约”，让村里每
一项决策都充分反映村民的意愿和需求。

胡善信还从村干部中选拔人员培养成“法律明白人”，在村里建立“法
治文化墙”和“法治文化长廊”，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开展“送法进乡村”等活
动，带动了一大批村民学法、懂法、守法、护法，让村民慢慢养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

问题解决不出村，大事小情消化在基层一线。

珍藏14年的“联系卡”

在村史馆第二展厅，一张泛黄的卡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讲解员介绍，
这张卡片是 2010 年 11月河南省检察院送来的“服务人大代表联系卡”。

“一张联系卡，赋予了我新的使命，也让我对检察工作有了更多的认识
和了解。”见记者好奇，胡善信讲起与检察机关打交道的点点滴滴，作为一
名人大代表，就是要将群众声音、需求及时带到检察院，让检察院更精准地
服务人民群众。

2023 年 8 月，胡善信在村里走访时发现，村里山林中部分松树树干有多
处侵入孔，疑似感染松材线虫病。胡善信知道检察机关有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便及时把这条线索反馈给光山县检察院。

光山县检察院派公益诉讼检察官到现场进行调查，和林业部门形成合
力，为松树防“癌”，取得良好效果。

14 年来，作为河南省人大代表，胡善信多次参加检察院举办的各类活
动，也经常为检察机关提供问题线索和建议。胡善信说，光山县检察院很重
视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人大+检察”多元协作方式，检察工作
质效不断提升。

“据我了解，光山县检察院开展古树名木保护专项监督，对全县 235 株
古树名木开展实地调查，针对部分树木存在的生长衰弱、缺乏养护、遭受破
坏等问题，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5 份，督促其采取围盘填土、支架支撑、
填堵树洞、复壮管护等措施，有效保护了美丽乡愁的活化石。”谈起检察工
作，胡善信如数家珍。

喜 看 帅 洼 千 重 锦 ，
欣闻振兴拔节声。胡善
信，一名大别山村逐梦
人，在希望的田野上，带
领 着 帅 洼 村 民 努 力 奋
斗，让这个曾经偏僻贫
困的小山村焕发出前所
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河南省人大代表胡善信：

带动村民学法守法

□本报记者 李轩甫

走进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五星
村，一栋栋小楼错落有致，入户路干净整
洁，村里的民宿接待着一波波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游客或去附近游览南湾猴
岛、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等景点，或就
地观赏一场黎族打柴舞、黎族钻木取火
技艺等民俗文化表演，好不悠闲。

凭 借 资 源 要 素 和 区 位 优 势 ，五 星
村 正 奔 跑 在 农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的 大 道
上 。 这 背 后 有 一 个 人 不 得 不 提 ，她 就
是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海 南 省 陵 水 黎 族 自
治 县 文 罗 镇 副 镇 长 、五 星 村 党 总 支 书
记黄丽萍。

让芒果树成为“绿色银行”

上世纪 90 年代，五星村处处是泥巴
路，碰上连雨天，泥泞不堪，入了夜，整个
村子漆黑一片。

和丈夫在外创业的黄丽萍每次回
家，看到村里的窘困状况，心里都很不是
滋味。当时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
很多土地撂了荒。留在村里的村民种植
些橡胶、水稻，收入微薄。

头脑灵活的黄丽萍看准种植冬季瓜
菜的商机，2001 年，她和丈夫回到老家，
开垦 20 多亩地种植冬季瓜菜，勤恳的劳
作换来不错的收入。

“更大的转机发生在 2007 年底。”黄
丽萍说，当时看到三亚、乐东有人种植芒
果比较赚钱，他们又承包了 40 亩地种植
芒果。为了学习芒果种植技术，夫妻俩
经常骑着摩托车去乐东。两人没日没夜
地精心照料着 40 亩芒果园，几年后，芒
果大丰收，家里的日子也更殷实了，盖起
了全村唯一的三层小楼。

“只有我富了不行，我还要带领乡亲
们一起富。”为了让村民也能富起来，黄
丽萍提出并成立芒果种植销售合作社，
与 6 家农户联营，还上门为村民提供种
植技术服务。在她的带领下，越来越多
的村民们种下了芒果树。

2016 年 ，黄 丽 萍 当 选 为 五 星 村 党
支部书记。“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一下
重 了 很 多 ，压 力 很 大 ，怕 工 作 做 不 好 ，
让信任自己的乡亲们失望。”黄丽萍明
白，唯有实干，方能回馈村民们的这份
信任。

上任后，黄丽萍探索“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拓宽村民增收渠
道，成立五星鸡、豪猪、黎锦编织等合作
社，提供种植技术服务，带领村民大规模
嫁接优良品种等，让芒果树成为村民的

“绿色银行”。如今，全村种植芒果 3000
余亩，年产值逾 500万元。

在大力发展乡村产业的同时，以黄
丽萍为首的村党支部不忘为村民们打造
一个宜居的乡村环境，路全都通了，电也
通了，自来水也通了……一件件民生好
事接踵而至，村民心里也乐开了花。

“村里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是
越过越舒心。”村民陈朝杰高兴地说。五
星村曾是“十三五”建档立卡贫困村，在
黄丽萍的带领下，五星村从一个贫困小
山村，变成了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黄丽萍先后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奋
进奖、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2021 年，文罗镇政府换届，黄丽萍
当选为文罗镇副镇长。“在基层岗位上做
好每一件平凡事，才能不负这些沉甸甸
的信任和荣誉。”黄丽萍说。

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回顾创业之初的艰难，黄丽萍深感
知识的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如何培养乡
村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如何振兴乡村
文化，培育时代新风？

黄丽萍的回答是，大力发展教育。
在当选五星村党支部书记的第二年，她
就主导启动了村小学重建工作，现在村
里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来自本村和邻
村近 200 名学生在这里就读，19 名教师

扎根这里教书育人。
黄丽萍说：“脱贫致富了，村民的思

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以前，大家
比的是谁挣钱多。现在，大家比的是谁
家孩子学习好。”

近几年，五星村有 125 名学生考上
大学，不少人选择的是农业相关专业，这
两年也有一些大学生毕业后返乡支持家
乡建设。村里的民宿“归心居”就是一名
返乡大学生建设的，已经成为“网红”打
卡点。

谈及乡村人才培养，作为全国政协
委员的黄丽萍建议，持续加大实用技能
培训，通过开办或引入人才进行农业技
能技术、农业管理等多方面培训，将农民
培育成为乡村实用人才、新型经营主体
带头人、农村基层干部、新型职业农民。
同时，她希望广大学子学有所成后回乡
就业。她还建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配套
建设，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

五星村是黎族同胞聚居村，为了让
黎族传统文化传下去、活起来，黄丽萍推
动成立了“妈妈制造海南黎锦合作社”。
村里的妇女利用闲暇时间编织黎锦，在
传承黎锦技艺的同时，在家门口也能有
收入。

在黄丽萍的宣传下，北京市妇联每
年拨出专项资金支持传承黎锦技艺。今
年全国两会上，黄丽萍身穿传统黎族服
饰走进人民大会堂，分外引人注目。她
还向其他代表委员展示了一条用黎族传
统织造工艺织出的黎锦围巾，那是村里
的织娘用了好几个月编织出来的。

“民族的传统技艺不能丢，我们要把
它传承下去。”黄丽萍说，海南黎锦历史
悠久，已传承 3000 余年。当前，包括黎
锦在内的海南传统技艺日益成为振兴乡
村 经 济 、凝 聚 乡 村 人 文 精 神 的 有 效 手
段。她希望传承创新民族传统技艺，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在新
时代绽放光彩。

五星村附近有南湾猴岛、椰田古寨、
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等旅游景点，村
里依托丰厚的红色文化和优越的自然风
光，该村将红色文化与黎族文化相结合，
通过“文化+旅游+农业”模式，着力打造
传承革命老区精神、宣扬红色文化的教
育基地和红色旅游度假村，还举办少数
民族手工艺品展、节庆活动演出、少数民
族音乐兴趣班等，让海南黎族传统文化
活起来、传下去。

黄丽萍也将自己家的空房改造成客
栈，租给游客过冬。“把村子环境整治好，
提高村子接待能力，吸引更多的游客到
这里爬山、住宿、垂钓、品尝美食，领略自
然风光，体验田园生活，村民借景生财。”
黄丽萍说。

去年，五星村村民人均年收入 1.8 万
余元。

请“国家专家团队”帮忙防虫害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一年多时间，黄
丽萍走遍了文罗镇的各个村庄，在农户
家中、田间地头，她倾听民声、收集民意，
在厚厚的笔记本上记录下老乡们的心愿
建议。

豇豆是海南特色蔬菜，深受消费者
青睐，也是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有一次，黄丽萍在向农户询问豇豆种植
情况时发现，病虫害极大影响了豇豆种
植产业发展。农户诉说，面对病虫害，农
药用多了影响豇豆品质，不用农药就会
减产。

2023 年全国两会，黄丽萍针对海南
豇豆病虫害等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帮助
解决，引起多位委员的关注。

两会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
学院原党组书记张合成与黄丽萍取得联
系，带领专家深入五星村田间地头，查看
豇豆种植情况，现场研究防虫技术。去
年 9 月，张合成再次到访海南，邀请黄丽
萍共商防虫对策。在张合成的组织下，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专家团
队与五星村村民座谈交流，在村里设立
豇豆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基地，引
入土壤消毒+增施微生物菌剂、新型防
虫网阻隔+地膜覆盖等技术。

走进示范基地，只见种植区的周围
和顶部均拉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防虫
网。种植区内，每隔两三米就悬挂一串
花形塑料黏虫板；蓟马的天敌——海岛
小花蝽不时飞舞。防虫网外侧，摆放着
众多迷迭香小盆栽用以驱虫。“除了绿色
种植，我们还开展豇豆多重 T 线农药残
留胶体金产品检测技术研究，实现豇豆
中多种农残的高通量智能快速检测。”中
国农业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首席科学
家、南繁研究院副院长周忠实说。

“从豇豆生产的源头到末端，专家团
队建立起‘监测预警+理化诱控+生物防
控+精准用药’模式，有效防治病虫害，
降低农药使用量和残留率，农药减施效
果显著，豇豆产量有所提升。”今年全国
两会上，黄丽萍“更新”豇豆种植进展，让
现场的全国政协委员倍感欣慰。

黄丽萍表示，今后将进一步推广豇
豆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让豇豆真正成
为农民的“致富豆”。

天然橡胶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和
战略资源。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黄丽
萍建议进一步支持海南省天然橡胶产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目前，国家和海南
省支持天然橡胶发展的政策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天然橡胶补贴，主要为
天然橡胶造林和胶林抚育、良种良法以
及天然橡胶基地建设等补助资金；二是
天然橡胶保险，为中央及省级财政安排
橡胶保险补贴。

黄丽萍建议，由财政部牵头，继续给
予海南省天然橡胶产业中央财政支持。
实施胶林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实施非生
产期抚育补贴政策；完善天然橡胶价格
保险政策，将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
从中央财政对地方特色以奖代补险种调
整为中央财政固定补贴险种。该建议得
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谈 及 参 政 议 政 的 感 受 ，黄 丽 萍 坦
言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这 个 身 份 对 自 己 来
说，是压力更是动力。“我是从农村走出
来的委员，我将履好职、尽好责，把群众
的急难愁盼带到全国两会上，助力乡村
振兴，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红火。”黄
丽萍说。

黄丽萍：
定叫家乡换新颜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副
镇长、五星村党总支书记黄
丽萍

▲胡善信（右）和光山
县检察院检察官一起查看
松材线虫病治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