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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喜邱村，三国名将毌丘俭故里。
一千多年来，毌丘俭舍身家性命、东

征安民保国的忠勇留在这里；
东晋高僧法显，花甲之年，舍安逸宁

静，不远万里从这里出发，为取“真经”，
匡时济世的坚忍留在这里；

堪舆祖师、大唐国师丘延翰，舍荣华
富贵，回归乡里，行走巷陌为百姓“堪舆”
的至诚留在这里；

一千多年中，岁月无言，文化生生不
息，沉淀在全体村民的血脉中；

近年来，村民舍利益、集善款，修通
了“致富”道；

老书记孔新郎一心为公弘扬文化，
振兴乡村；

新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菊香舍小家
为大家，带领全体村民奔富路；

以“舍”文化为魂，邱村人唱响了新
时代绿色田园共富歌。

♦强文化 聚民心♦
邱村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底蕴深

厚。《闻喜县志》记载，邱村原叫舜田里，
舜帝曾在此耕种生活过，后因毌丘一族
居住，世人俗称毌丘村。

三国曹魏名将毌丘俭忠义仁勇，其
后裔丘延翰也名气不小，是中国第二代风
水大师，唐朝时被奉为国师。这里还是当年
西行取经第一人高僧法显生活、讲经的地
方，他西行起点就在这里，村中现有重建的
法显寺。村里的黄花岭上，是纪念为革命抛
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的闻喜县烈士陵园。

近年来，村“两委”聚力乡村振兴，充
分挖掘本村毌丘文化、英烈文化、法显文
化、蔬菜文化“四大文化元素”内涵，在传
承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中，培育了
良好的村风民风。

村委大院里高大的舞台，更是充分
发挥用武之地，仅今年正月就举办了“春
晚”“元宵”两台文艺晚会。李菊香说：“规
模盛大，村民热情高涨，歌舞、小品、戏
曲、鼓乐节目丰富多彩。”

据孔新郎介绍，村里每年都会举办
各种文化活动，“三八”国际妇女节评选6
名女致富能手，“五一”劳动节评选种植
大户，重阳节评选了 6 名好媳妇、6 名好
婆婆、52户星级文明户……去年，村里还
举办了首届毌丘文化节和蔬菜丰收节，
吸引了不少游客，“柏油路、小洋楼，口袋
有钱，出门有车，日子比城里还逍遥”。

家门口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村民生
活有乐趣，生产有奔头，村风民风更是越
来越好。

♦修道路 美村容♦
春天万物复苏，草长莺飞，邱村也是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一条大道直通村
中，村牌坊上4个大字“美丽邱村”异常显
眼，牌坊两侧的楹联“国富民强看今朝，
千古宝地换新颜”亦气势非凡，路上勤劳
的村民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往匆匆。春雪
印迹犹存，空气清新而凛冽，道路两旁的
蔬菜大棚内，菜农已忙得热火朝天，采
摘、打捆、装箱……

亲历村庄从一个传统村落一步步发
展到现在的新农村，李菊香有太多心里
话要说。

现在的邱村是由原来的上邱、下邱、
西邱、黄花岭合并而成，共有 2200 多口

人，6 个居民组，3800 亩耕地。邱村属典
型的城郊村，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前些年
却因出村路不太方便、村容村貌得不到
提升而让人着急。

“按理说，邱村去县城的直线距离并
不长，但村民出行需要绕一个很大的弯，
很不方便。”李菊香说，更重要的是，道路
不畅制约了村里蔬菜产业的发展。

“2018年，闻喜县西湖路南延重点项
目工程启动，大路都修到家门口了，就差
200米，再困难也要打通村里这条道。”李
菊香便带领村“两委”干部逐户上门，挨
家协调，搬迁挪地，又号召大家捐款、拆
迁旧房、硬化出村路。

2019 年 4 月开工，同年 9 月实现通
车，这200多米公路贯通，村民开车进城
只需要3分钟。

“送孩子上学方便了，客商也多了。
每年光是种菜毛收入就有十几万元。”村
民鲁永善脸上的笑容难以掩盖，“不是这
条路，村里的蔬菜产业不会这么红火。现
在田间也是路路通，运送蔬菜、生活生产
更是方便。”

路通之后，村里的污水和城市的排
污管道连了起来，一半以上的村民家中换
上了冲水马桶，冬季也实现了集中供暖。
整体村容村貌随之提升，人居环境越来越
好，主巷道硬化了，自来水管改造了，外墙
统一规划粉刷，太阳能路灯装了，还修建
了休闲小公园、栽植了花草树木……

♦兴产业 富村民♦
“运城市区人们吃的绿叶菜，包括茼

蒿、菠菜、白菜、香菜、韭菜……几乎都是
我们村大棚产的。”李菊香一脸笑容地
说，语气中满是骄傲。全国农产品地理标

志、“三个运城”农业品牌之“涑川茼蒿”
主要产地之一就在邱村。

农民要想富，还必须有产业。邱村地
处涑水河南岸，毗邻闻喜县城，土地肥
沃，地势平坦，光照充足，发展蔬菜生产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 世纪 90 年代，
村民就已经开始种植大棚蔬菜，但很分
散，随着种植规模盲目扩大，导致蔬菜滞
销严重。能靠这些常见的蔬菜致富，从最
初的寥寥几个竹木架棚，到现在全村覆
盖新型钢架大棚，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
粗放管理到品牌运营，村里经过了多年
的摸索和尝试。“种菜能手”技术指导，成
立蔬菜合作社；村“两委”组织流转耕地，
小块田变大片田；村民培训、学习先进的
蔬菜管理和育苗技术……

走进一户菠菜大棚，10 余位妇女正
在奋力采摘、装箱，她们是附近村里来打
工的。邱村的蔬菜产业不仅富了本村村
民，还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500余农户
发展蔬菜产业，促进周边200余人就业。

“因为大棚蔬菜的收益好，村里年轻
人一般不出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致
富。”李菊香说，“现在蔬菜种植是邱村的
主要经济来源，尤其下邱村 98%以上的
耕地都用大棚种植蔬菜，村民人均年收
入达两万元。”这些蔬菜除了销往运城本
地，更多是远销北京、天津、上海、深圳、
西安等一线城市。

邱村现在共有5个蔬菜合作社，发展
蔬菜批发市场5个。其中，口福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被确定为“农业农村部蔬菜
标准园”，组织周围几个村的种菜大户种

植涑川茼蒿；霞聚农牧专业合作社依托
“云端带货”“网红直播”，打造“无公害绿
色”品牌。

♦好队伍 促引领♦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

键”“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工作队伍”“支部强、产业兴、群众
富”……村中巷道的墙上，随处可见这样
的标语。

邱村能形成果蔬种植、包装、销售
“一条龙”产业链条，蹚出一条绿色产业
新路子，其间充满了艰辛与波折、苦涩与
喜悦，凝聚着李菊香和村“两委”干部的
心血和汗水。农村建设要好，关键要有一
个好班子，有一支好队伍，大家齐心协力
才能办成事。

“那时集资捐款修路，我带头捐了
15000 元，接着，村干部、党员们纷纷捐
款。”李菊香说起当时情景，依旧难掩激
动，“两小时的时间，村民捐款 310051
元。我记得这个数字，每一分钱都寄托着
村民的希望。”

从拆迁捐款，修出一条“致富路”，到
土地集中连片，助力绿色产业发展，为村
民省工省力……除了想民之所想，急民
之所急，村党支部还充分发挥“引擎”作
用，通过村集体经济、上级帮扶资金、管
理服务组合方式，大力实施村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探索“村党支部+合作社+菜
农”发展模式。

目前，除了原规划的休闲观光采摘
项目，村“两委”和合作社正着力引领农
户提高种植技术、蔬菜品质，以便和农超
对接。李菊香心中的乡村振兴蓝图，可不
止于此，还有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下
一个目标，是改造村边的旧水库，去年村
里争取了百万资金对库边巷道进行扩建
和硬化，“开发好后，游客可以来乡村一
日游，划船、钓鱼，累了就去村里的农家
乐歇歇脚，吃吃乡村饭，还能体验种植、
采摘的乐趣”，希望打造成集观光、休闲、
采摘、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村。

“村里光农家乐饭馆就有八九家，方
便实惠经济，饭点人流量不小。田里比较
忙，村民做饭不方便就常下馆子。”一路
上李菊香介绍时，不断有村民跟她打招
呼，他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
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邱村的和美
与富裕，为这句话作了注脚。

闻喜邱村：“舍”文化奏亮共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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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庄大道◀自信满满 ▼绿色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