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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王民选

西峡县依托伏牛山良好生态，构筑
起年综合产值数以百亿计的香菇、猕猴
桃、山茱萸三大农特产加工转化产业高
地，推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的实践样板，为我们提供了“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高质量循环发
展的县域方案。

其实践要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
面：

优势转化得好。西峡县甄选出大别
山腹地盆地之中的优质特产，加以培壮

提升和转化，把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
龙头带动加龙尾摆动，产业集聚集成，乡
村快速聚合成镇，地利聚出人和，完美地
诠释了中央一号文件在优势区域发展优
势产业、形成竞争优势的指引内涵。

态势保持得好。扩大猕猴桃种植
面积，发展香菇大棚，近30年思路不变，
一任接着一任干；“生态经济化、经济生
态化”发展思路适时递升为新发展理
念，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冲突时及时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发展与人才队伍
培养协同推进，乡村专业人才待遇与创
新要求同步落实；生产加工规模与技术

集成一体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特色产
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统筹规划……全
域发展态势稳、势头好、气势足。

趋势呈现得好。三产融合在各种
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形成闭环，“菌果药”
三大产业三链同构臻于完善。产城互促
使各种特色小镇迅速兴起，闽商群体和
各类企业法人纷纷前来投资兴业、落地
生根，特色文化张力显现，基层干群凝聚
力更强。相关带动效应越来越强，全要
素生产率效益递增。以县城为重要载
体、以中心镇为重要节点的新型城镇化
格局基本形成。

形势把握得好。西峡县委一班人
因势利导，应势而谋，依照新发展理念
谋一域，顺应双循环战略谋大局，统筹
高质量发展与底层创新创业激励，以进
促稳，先立后破。着眼于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调结构提品质，结合中等
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趋势规划高品质
猕猴桃基地、布设高水平康养基地、提
升香菇培育加工水平，典型引领，梯次
推进。把产业发展集散到美丽生态，把
美丽生态集合成美丽经济，把美丽经济
集约集成为美学理念，引领西峡县和美
乡村建设全面融入美丽中国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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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山路宛如玉带，延伸到一
处山花簇拥的庭院。马头墙，木栅
栏，三层小楼，白墙黛瓦，这是位于
太平镇东坪村的界岭山庄6号农
家宾馆，宾馆女主人王金茹正在择
菜，为入住客人准备午餐。

“过去靠山吃山，望天吃饭，一
年忙到头也挣不了多少钱，吃不上
几顿饱饭，老担心儿子娶不上媳
妇。”王金茹说，后来县里提出发展
生态旅游，修通了老界岭通往山外
的公路，她家就在政府支持下，办
起了农家乐。

随着生态越来越好，游客越来
越多，她家的农家宾馆越建越高，
目前有客房22间，小日子越过越
红火，光轿车都买了两辆，从县城
娶的儿媳妇也回到山里经营农家
宾馆。

“人多的时候一顿饭承办了
35桌，一天就收入上万元。”王金
茹说。

“靠山吃山，越吃越穷；养山护
山，越护越富。”东坪村党支部书记
吕振华说，全村235户，建成农家
宾馆 120 多家，全年旅游收入
3000多万元。

东坪村位于老界岭脚下，海拔
2212.5米的中原第一峰犄角尖就
在东坪村境内，这里天高云淡，峰
峦叠翠，山花烂漫，林海苍莽；这里
生物资源丰富，生态保持良好，森
林覆盖率达 97%，年平均气温
12.5摄氏度，负氧离子含量平均每
立方厘米4.6万个。

近年来，东坪村发动全村村民
植树造林、治理河道、保护环境，还
安排了3名河道管理员和6名护
林员，看护好村里河流溪水不受污
染，一草一木不被破坏。

依靠好风景，直奔好光景。一
个曾经远近有名的贫困村、老大难
村，摇身一变，成为全国森林村庄、
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美丽宜

居村庄。
“思路一变天地宽。”太平镇镇

长杜刚说，太平镇围绕建设特色小
镇、生态大镇、旅游名镇、山区富镇
目标，持续抓好森林康养和中药材
发展，让群众端上生态碗、吃上生
态饭，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
良性互动。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绿水
青山。在西峡县采访，各地游客对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充满向往，当地村民对生产生
活融入绿水青山志得意满，各级干
部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感
触深刻。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西峡
县委书记马俊心里，绿水青山既是
自然财富，也是社会财富、经济财
富。“生态是西峡高质量发展的根
基，绿色是西峡推进‘千万工程’，
实现乡村振兴的底色。”马俊说。

西峡县确立“生态立县”理念，
以水源涵养林、国家储备林建设、
长江防护林、退耕还林等项目为抓
手，采取荒山造林、封山育林等途
径，完成生态造林9.52万亩。

除了植树造林“增绿”，西峡县
还强力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
为水源地构筑坚不可摧的生态屏
障；实施“百河千村万人清河”行动，
加强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治理。

“全年空气优良天数保持在
300天以上，2018年至今蝉联中
国天然氧吧荣誉（中国气象服务协
会审定）。”西峡县政府三级调研员
李松介绍说，西峡林地面积410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80.35%，是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国生态示范区
建设试点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青山绿水之间，云蒸霞蔚之中，西
峡吹响了“千村精品、万村美丽”的
号角。

□本报调研组

绿水青山涵养气象万千
——西峡县推进“千万工程”的探索与实践

山水相依，万物相生，亿万年前，恐龙
就发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八百里伏牛
山钟灵毓秀，大自然孕育的奇珍异宝数不
胜数。如今的西峡，山产百货风行，千里
万商云集。

春风拂秧田，彩霞映满天。道路两
旁，房前屋后，漫山遍野，山茱萸花竞相绽
放，密密丛丛的黄花，像片片云霞，映衬着
村民的笑脸。

“山茱萸春天开花，秋天结果，但在我
们这儿，一年四季都有茱萸果。”乔思清
说。

乔思清是米坪镇中药材冷冻储备库

的负责人，冷冻库位于该镇秧田村，占地
7000平方米。冷冻库采取“合作社+农
户+市场”的模式，实现了中药材产业的
延链、补链和强链。

3月26日，室外气温是15摄氏度，
而库房气温是零下15摄氏度。乔思清

打开一袋山茱萸，捧出一把茱萸果，果肉
丰腴、色泽红润，就像刚加工出来的一
样。

“目前冷冻库储存各种药材5000吨
左右，这些药材存个三年五年都没问题。”
乔思清说，山茱萸集中采摘时节，市场货

源充足，价格较低，通过冷冻储存，错峰销
售，可以大大增加农民收入。

米坪镇镇长杨松龙介绍说，当地地
势、气候特别适合山茱萸等药材生长，米
坪镇山茱萸年产量占全国的七分之一，米
坪镇中药材交易市场年交易量占全国的
70%，全镇70%的农民从事中药材种植、
购销。

米坪镇通过“农户+合作社”“合作
社+龙头企业”的“双绑”模式，已形成集
中药材种植、加工、储存、交易、购销、物流
于一体的综合产业链。

（下转第二版）

3月17日，临近晌午，桑坪镇桑坪村
岭根组，几名村民正整修道路护坡，不远
处露天支起了一口大锅，锅底的柴火烧得
正旺。

岭根组组长阳天朝告诉记者，每当村
里组织义务劳动，大家就吃这样免费的

“大锅饭”。
岭根组到镇上3公里，全是弯弯曲曲

的山路，村子中间还有一条小河穿过，若
是碰上大雨，村民们走的土路常被冲毁。
20年前，阳天朝带领乡亲们义务修路，中
午各自回家吃饭，下午就稀稀拉拉来不了
几个人。为了赶进度，他就做了一大锅饭
和大家在工地一起吃，吃得热闹高兴，饭
后上工整齐划一，效率大大提高。

打那以后，阳天朝发现一个凝聚人心的
妙招，就是吃“大锅饭”。“大家同吃一锅饭，虽
然食材简单、味道家常，但大家在一起有说
有笑，能化解矛盾、增进乡情。”他说。

2021年以来，桑坪村在镇党委、镇政
府的支持下，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进

“千万工程”的切入口。岭根组村民不等
不靠，累计出动义务工8000多个，用自己
的双手扮靓家园。村里的“大锅饭”也“肩
负重托”，出场更加频繁起来。

经过大家的努力，岭根组彻底换了容
妆，水泥路拓宽了、小游园建好了，家家整
洁干净、户户都有风景。

春暖花开，岭根组这个往日寂静的小

山村热闹起来，变成了县城居民和周边群
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村民的土特产不
出村就能卖出去，民宿、餐饮也发展起
来。遇到村口的大锅饭“开张”，很多游客
还专门吃上一碗，跟村里人一样免费，倒
成了一道别样风景。

岭根组的大锅饭，滋味不一般，而五
里桥镇白庙村孙建政家去年8月的一顿
饭，孙建政至今还在回味。

“这顿饭是俺儿子孙耀武和央视主持
人任鲁豫、张舒越一起做的，有鱼、有鸡，
还有河南烩面。”孙建政说，“晚上大家边
吃边聊，儿子感动得都哭了。”

当时，央视《山水间的家》栏目组到西
峡拍节目，主持人与孙耀武一起采摘猕猴
桃，烹饪美食，共进晚餐。村里一面墙上，
展示着央视到白庙拍节目的图片。

孙耀武家很好找，走到白庙村村头，
就有指示牌。他家是一座两层别墅，大院
门口有“央视《山水间的家》”标识牌，家门
口外墙上的相框里还有全家人和任鲁豫
的合影。

孙耀武家附近除了猕猴桃种植基地，
还有火龙果、黄桃、葡萄、樱桃等采摘园和
孔雀观赏园、垂钓休闲园。

白庙围绕田、园、路、林、河综合治理，
建广场游园，以民俗创意为主题，打造农
耕文化街和手工作坊街，同时创作民俗舞
蹈、举办广场舞大赛，延续白庙街会，不断
增添文化内涵。

赶牛犁田、摇耧播种、推碾磨面、挥锤
打铁等塑像栩栩如生，车轱辘、旧农具、青
箬笠、绿蓑衣等物件撩拨着人们内心深处
浓浓的乡愁。如今的白庙，历史与风景相
映，文化与生态交融，成为唤起人们乡愁
记忆的网红打卡地。

西峡县以高起点规划为引领，把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
仗，坚持发动群众，共建共享。他们建立
了覆盖县、镇、村、组的四级责任管理体
系，建立健全一体化保洁机制，构建全域
保洁一张网，实现“一把扫帚扫到底”。

全县农村人居环境由短期清脏向长
期清洁转变，由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转

变，获得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荣誉，
创成全国美丽宜居村庄和全国美丽宜居
示范村、全国美丽休闲乡村各2个，全国
文明村镇6个。

村庄与山水全面融合，传统与现代交
相辉映。西峡县在县城高标准打造鹳河
生态景观带，建成鹳河生态文化园、仲景
养生小镇、文体中心等惠民工程；在乡镇
重点建设丹水恐龙小镇、丁河猕猴桃小
镇、双龙香菇小镇、太平镇度假小镇四个
特色小镇，形成了“全域景区、景城一体、
村景融合”的发展格局。

西峡县在和美乡村建设中，面子里子
一起抓，既塑形又铸魂，实现乡村由表及
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他们以乡镇为
主体、村组为单元，相继开展了“好家风”

“十星级文明户”“好婆媳”“最美家庭”等
评选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民
心，文明新风浸润每个角落。

静伫青山绿水间，远村近寨胜诗篇。
化山村农家别墅鳞次栉比，稻田村帐篷部
落旁水流潺潺，湾潭村农耕文化园意趣盎
然，木寨村猕猴桃小镇灯光璀璨，土槽村
爱情小镇湖心岛温馨浪漫，黄狮村一面面
文化墙诚信故事讲不完，回车镇“花韵黄
湾”“竹韵王庄”“石韵刘庄”串珠成链……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一村一品，一村
一韵。西峡山水间的村庄摇曳生姿，气象
万千。

“最近正忙着帮浙江人金芳芳办户口哩，金芳芳
不仅要住在西峡，还要把户口迁到西峡。”3月27日，
西峡县五里桥镇稻田村党支部书记陈万伟说。

金芳芳何许人也？为何要从东南沿海“移民”
中原山区？

今年51岁的金芳芳家在浙江省青田县，是个
见过世面的人。两个女儿都在西班牙工作，自己和
丈夫经常在亚洲和欧洲间飞来飞去。金芳芳心中
一直有个绿水青山梦，她游览了许多名山大川，去年
到西峡看了伏牛山水就不想走了。

“小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长大后，看山不是
山，看水不是水；现在，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西峡
的山是‘真’山，西峡的山水不一般。”金芳芳说。

西峡的山水有哪些不一般？
西峡位于伏牛山腹地、豫鄂陕三省交会地带，地处“三线”“三

区”，“三线”是暖温带与北亚热带分界线、湿润区与半湿润区分界
线、长江与黄河的分水线；“三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区、世界恐龙蛋最大集中发现区。

陈万伟和金芳芳有同样的心路历程，原本在城市开金店的他几
年前返回家乡，融入山水间，和村民一道建起了帐篷部落露营基地，
一座座帐篷取名春山、夏山、秋山、水墨、水韵、水影……

心系万水千山，情牵百姓冷暖。19年前，习近平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20年前，习近平起笔擘画“千万工程”蓝图。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
未来、万村共富”，学习“千万工程”，西峡先行一步；践行“两山”理
论，西峡走在前列。

评论 生态产业化的生动实践

方寸间的山水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西峡以“生态立县”，
群众端上生态碗、吃上生态饭

山水间的村庄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既塑形又铸魂，
西峡山水间的村庄焕发气象万千

村庄里的特产
坚持“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
西峡“菌果药”三大特色产业风生水起

本报讯（记者王侠）3月28日，记者从省
总工会获悉，为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拓展新时
代职工志愿服务活动内涵，省总工会近日下
发通知，在全省开展“和你在一起”职工志愿
服务活动，选树宣传2024年河南省“最美职
工志愿者”及“最美职工志愿服务项目”。

按照部署，全省各级工会要围绕新时代
理论宣讲、职工权益维护、心理健康关怀、文
化进基层、乡村振兴劳模出彩、走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等六大活动，组建以劳模先进典
型、广大职工为主体的志愿服务团队，结合各
地各单位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实际，常态化开
展群众性职工志愿服务活动。为推动新时代

职工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拓展内容、创新形式、
丰富载体，进一步叫响做实全省职工志愿服
务、劳模志愿服务品牌，省总工会将面向企
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组织及其他组织中
的职工志愿者、职工广泛参与的志愿服务项
目，选树宣传2024年河南省“最美职工志愿
者”及“最美职工志愿服务项目”。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1月。在层层推
荐、认真考察的基础上，省总工会将对推荐材
料进行统一审核，组织专家评审、公示，最终确
定10名“最美职工志愿者”、10项“最美职工志
愿服务项目”，并通过媒体进行专题报道，大力
宣传先进事迹，持续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叫响服务品牌 争当最美志愿者

丁河镇简村诗意丁河镇简村诗意
田园风光田园风光陈思远陈思远摄摄

省总工会开展“和你在一起”职工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