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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汝州市财政局派驻焦村

镇邢村四任第一书记甄蕴志、张志鹏、卢

占利、李志军，终于在邢村聚在了一起。

当天，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平顶山市

乡村振兴局驻村帮扶工作检查组赴邢村

检查指导“集中查改巩固提升”工作。

邢村，地处汝州市焦村镇南部，曾是

省定贫困村。自2015年开始，汝州市财

政局先后向邢村派驻四任第一书记、组

建工作队接力展开定点帮扶，交出了一

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和迈向乡村振

兴，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壮

美答卷

山村乡镇怎样打造全域旅游？怎样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

12月22日，记者从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大峪镇紧扣红色旅游和绿色生态

发展主题，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昔日的穷乡僻壤，如今已成为

河南省园林城镇、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

四任第一书记的接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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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建卫是前三任驻村工作队的老队员。他

说，从2015年到现在，市财政局党组一直致力于

为邢村选好选强帮扶带头人，选优配强工作队，

四任驻村第一书记无缝衔接，带着工作队接力帮

扶，做给大家看，带着大家干，帮着大家赚。

说起四任第一书记，村民们虽各有说法，但

都赞誉有加。

村民马定坤说，第一任书记打基础，修路建

项目；第二任书记建文化大舞台，办好村卫生室；

第三任书记发展蚕桑产业，带领村民走上致富

路；第四任书记进一步振兴产业。

宋建召说，第一任书记打造了样板村，第二

任书记打造了标杆村，第三任书记打造了脱贫示

范村，第四任书记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

“感受群众疾苦、帮扶群众致富的过程，就是

一种再教育，教育财政干部要廉洁奉公、为民理

财。”黄留国说。

在总结市财政局定点帮扶邢村的工作特色时，

黄留国说，通过派驻帮扶和结对子，市财政局确定

了以党建为统领的原则，明确固定了一任又一任帮

扶责任人、固定了帮扶队伍，与邢村之间形成了不

同层次的对口帮扶体系，市财政局党组对村党支

部，市财政局党员对村党员，联学联做、“一对一”帮

扶，从局长到一般同志都确定了帮扶对象。

汝州市财政局还成立了22人的巾帼志愿服

务队，每组2人到邢村开展志愿服务，在大家的

工作热情被进一步激发出来的同时，与村民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

持续帮扶，是人心与人心走得越来越近的过

程。

汝州市财政局副局长何艳娜说，村里人看到

市财政局的人来了，有什么小心思也愿意跟你讲，

有的老人甚至说，你城里的亲戚来了。邢村的村

民来城里，经常会到市财政局门前放些蔬菜等农

产品，那是他们觉得市财政局和他们是一家人。

如今的邢村，再也不是那个灰头土脸的样子

了，这个曾经的省定贫困村，在汝州市财政局干

部职工的共同帮扶下，已成为汝州市乡村振兴示

范村，人均年收入超过1.5万元。

全心全意帮扶邢村，只是汝州市财政局在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一个缩影。

采访中，记者获悉，2016年至2020年，汝州市

投入各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共计5.91亿元，63个

贫困村全部“摘帽”，1.13万户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近年来，汝州市财政局先后荣获“河南省第一

书记派出先进单位”“平顶山市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国家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优秀”等荣誉，累计获

得上级扶贫奖励资金2662万元。张志鹏荣获全

国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黄留国荣获河南省

优秀共产党员和河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12月21日20时许，天已黑透，在邢村文化

广场上，十几个村民正和着音乐节拍跳着欢快的

广场舞。

抬头望着满天的星斗，田建卫说：“每当我回

到这里，内心会变得非常宁静，有一种特别的归

属感。”

2021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十五。

9时的阳光已有些炙热了，邢村村民仝春明

一边翻晒收获的蚕茧，一边向记者介绍道：“这几

天行，一张蚕种可以产110斤茧，春上天热又刮

干热风，春蚕只能产四五十斤茧。”

仝春明可不是地道的汝州人。1975年，因

修建陆浑水库，5岁的仝春明和哥哥弟弟妹妹一

起，随父母从洛阳嵩县迁到了当时的临汝县（今

汝州市）焦村乡邢村。

2018年，焦村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理念，确立了“南桑北蜂中间果”的产业发展格

局。仝春明看到了致富的希望，第二年就包了

20亩地、两个大棚，种桑养蚕。

经过两年多历练，仝春明说起养蚕来头头是

道：“今年秋茧已经收了4次，还有一次正在喂

养，今天正好到了第3龄。蚕吃三天休眠一天，1

龄就是4天。去年经验不足，收支基本持平，今

年前半年也不好，下半年好多了，估计能挣三四

万元。”

卢占利介绍说，驻村工作队以党建为引领，

促进产业发展，在财政部门支持下投资300余万

元，建设了5座小蚕共育棚、50座大蚕饲养棚、一

座蚕茧收购加工园。

2015年，村民韩苗因积劳成疾腰有了毛病，

出院时，医生说她可能再也离不开床了。当时，

韩苗的女儿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读书，儿子在读高

中，这个家因病因学被识别为贫困户。

汝州市财政局派驻的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进

村后，韩苗一家和所有的贫困户一样，享受到了

应该享受的各项扶贫政策，韩苗也被安排到村里

的带贫企业面粉厂工作，再加上夫妻俩辛勤耕作

自家的4亩地，第二年便脱贫摘帽了。

如今，韩苗的女儿从西安外国语大学取得硕

士学位，已到平顶山学院任教；儿子去年从西安

航空大学毕业，投笔从戎，光荣入伍，一家人的小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2020年12月30日，韩苗荣

获平顶山市脱贫攻坚“鹰城榜样”先进个人“奋进

奖”。

“虽然干活辛苦，可是心里敞亮。”韩苗说，

2018年她家种了10亩桑树，2019年建了1个

棚，当年试养了1批蚕，去年养了2批，今年养了

4批。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邢村的蚕种、技术指导，

包括蚕茧回收，都由山东莒南鸿德丝绸公司派代

表驻村负责提供“一条龙”服务，蚕农们可省心了。

卢占利说，在市财政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经

过几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接续努力，邢村已走上了一

条桑叶养蚕、桑叶制茶、桑葚酿酒酿醋、蚕丝被制

作、蚕桑文化研学游融为一体的蚕桑特色产业发展

之路，初步形成了融合发展的循环经济产业园。

在志智双扶的同时，卢占利注重加强法治文

化扶贫，引资20多万元建设高标准法治文化广

场，每月组织一次大型文化演出活动，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在邢村村委会办公楼前，汝州市财政局派驻

邢村第四任驻村第一书记李志军说，他今年8月

进村后，和村“两委”调研后决定，进一步依托蚕桑

产业优势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脚踏实地做好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为邢村在乡村振兴的快车道上增加新动能。

2015年12月4日，时任汝州市财校副校长

甄蕴志，接受组织委派到邢村担任第一任驻村第

一书记。

“最初，工作队进了村，还没进人家的心。”甄

蕴志说，村民与帮扶干部之间存在着感情上的距

离。

搞扶贫先搞清底数。工作队走家串户，精准

识别，最终用两个月时间摸清了“家底”：全村耕

地总面积4251亩，总人口4241人，其中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101户324人。

甄蕴志回忆，第一次召集村民小组长开会，

当时是下雨天，大家踩得满屋子都是泥脚印。

工作队向市财政局领导和有关方面积极汇报，

争取到了15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和375万元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2017年实现了水泥路“户户通”。

说起当年的事，邢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宋建召很是感慨：原先是“泥水路”，每逢下雨，

路上到处是坑洼的泥水，一脚踩下去可能没过脚

踝；如今是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连生产路也

硬化了，还装上了太阳能路灯。

此后，甄蕴志带着工作队和村“两委”定目

标、引资金、上项目，建成了汝州市第一家光伏扶

贫电站，实现了当年建成、当年发电、当年收益、

当年助贫的目标，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基

础。

在邢村干了两年多第一书记，今年8月才卸

任的卢占利告诉记者，按照每度0.98元的上网电

价，光伏扶贫电站每年都能够产生42万元收益，

收益期限25年。

“拿到这些收入，村里没有简单地给大家一

分了之。”卢占利说，通过设立公益岗位，引导部

分不便外出务工人员、弱劳动力和其他需要帮扶

的村民就近务工，按劳取酬。

“扶贫先扶志，要让邢村百姓有尊严地富起

来。”汝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留国说，一

个村庄的生机和活力，来源于全体村民的奋斗，

而不是靠给钱发福利，因此，既要有对弱势群体

的兜底保障，更要搭建竞争性的资源平台。

2017年12月，汝州市财校副主任科员张志

鹏出任第二任驻村第一书记。

张志鹏一上任就遇到了考验。那天在冒雪

到贫困户家走访时，张志鹏因路滑摔了一跤，造

成肘关节粉碎性骨折。住院手术后刚两天，他就

不顾家人同事反对，找人开车把自己送回村里。

村民焦俊豪的家门前停着一台崭新的“东方

红”拖拉机，院子里的左侧是一排猪圈，6头母猪、

20多头仔猪哼哼哼地叫着。听说记者来访，他

抱着小女儿迎了出来。

焦俊豪的父亲前些年因病去世，母亲失聪不

会说话，弟弟有智力障碍，因看病家里落下了十

几万元债务。夫妻俩带着4个孩子，日子过得特

别艰难。

“是张志鹏书记帮俺出谋划策，2018年又给

俺办了3万元财政贴息贷款，买了20只仔猪，养

了7个月，挣了近两万元。”焦俊豪说，2020年，他

花3万元买了一辆新铲车，最近又花10万元买了

台“东方红”拖拉机，自己开着到周边犁地挣钱，

“农忙时经常干到夜里两三点，累是真累，可心里

高兴着呢，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焦俊豪家以前有3间房，因为没钱屋里也没

粉刷，现在院子里盖起了一排8间新房，里外都

装修好了。

回顾在邢村驻村的经历，张志鹏说：“我出身

农村，但在驻村后才学会了怎样跟农民打交道、

怎样为群众谋利益。”

驻村期间，张志鹏牵头为村里建起了爱心超

市，帮助贫困群众实施危房改造，与村“两委”会商

对接全镇规划，2018年开始发展蚕桑产业，种植

了800多亩桑树，为后来的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B 一任接着一任干

A 功成必定有我

甄蕴志、张志鹏、卢占利、李志军相聚邢村（由左至右）

在大力开展荒山造林活动中，近两年，大

峪镇先后组织2.3万人次，建设了万亩荒山造

林基地，种植侧柏16.3万颗，绿化面积980亩；

在靳马线两侧实施廊道提升工程16公里，栽种

竹子11万棵、蜀桧6000余棵、红叶石楠3000

余棵、黑松1900棵，撒播格桑花种子900多公

斤，增加了山区绿量，改善了生态环境。

大峪镇还坚持旅游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引

进弘宝汝瓷，打造集科研、展示、教学、观摩、体

验、文化、旅游于一体的弘宝汝瓷文化园，每年

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接待研学学生3000多

人。

汝州市副市长、大峪镇党委书记张飞说，

大峪镇将深入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加强规

划引领，充分释放红色文化、历史文化、传统村

落、自然山水等要素吸引力，继续围绕打造“生

态绿色大镇、休闲养生小镇、红色文化名镇、旅

游观光强镇”总体目标，坚持把发展乡村旅游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抓手，深入践行全

域旅游理念，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红袍花椒以“穗大粒多、皮厚肉丰、色泽

鲜艳、香味浓郁、麻味适中”而久负盛名，有“中

华名椒”美誉。据《本草纲目》记载：“花椒坚齿、

乌发、明目，久服，好颜色，耐老、增年、健神。”

2018年，大峪镇结合实际，在多方考察论

证的基础上，开始引进优质大红袍花椒，建成

了万亩大红袍花椒基地，推广花椒种植12000

多亩，今年已进入盛果期。2020年，在万亩大

红袍花椒基地基础上，大峪镇又建成5000亩

花椒基地。

走进大峪镇十岭村党群服务中心，浓烈的

花椒香味扑鼻而来。

“我们村的花椒已经全部烘干，就等卖

了。”十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丰朝指

着存放在一楼的一包包干花椒说。

王丰朝说，目前，十岭村集体种植花椒170

多亩，全村种了600多亩。村里还发展了养蜂

酿蜜产业，现在有200多箱，到明年花期会增加

到300多箱，另外，还种了高淀粉红薯，下成的

红薯粉条收入比卖红薯翻了4倍。农民自家种

的红薯、花生、核桃等农产品，由村委会现金收

购，往外销售。下一步，十岭村要做自己的品

牌，做乡村振兴产品，“村里有钱了，就能为村民

干更多的事，带领大家走向富裕之路。”

出郑州，上郑少高速公路，再沿林桐高速公

路前行二三十分钟到大峪镇下站，沿靳马线向

西约13公里，便是云堡妙境民宿休闲度假区。

该项目由汝州市、河南中旅集团合作建

设，以河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大峪镇

袁窑村清末修建的万安西寨为基础，通过保护

性开发，合理整合规划区内的各类资源，打造

集民宿旅居、山地观光、生态康养、山地美食、农

事游赏、户外运动、野营休闲、摄影写生等于一

体的高端民宿体验式旅游目的地。

万安西寨地处袁窑村西南山顶，又称龙头

寨。石寨呈椭圆形，东西长40米，南北宽65

米，总面积2600平方米。寨墙高约10米，通身

用方形青石垒砌而成，南、北两方各辟一拱形

寨门。北门上部镶碣石一块，上刻“瞻嵩”“少室

作屏”“龙头寨”；南门同样镶碣石一块，刻有“望

汝”“万安西石寨”“回龙峰”“宣统四年”等字

样。石寨南部现有石质拱券窑5间，北部正中

有三间石木结构瓦房，紧靠北门右侧有石窑3

间，寨内西南青石上凿有蓄水窖一个，建造布

局合理、气势雄伟，是中原地区保存较为完整

的一座古山寨。

该项目总投资约2.5亿元，分三期建设，目

前已建起了乡村振兴大讲堂、云栖半闲山居+

日式小木屋等，为袁窑及邻近村的村民提供了

项目管家、服务和保洁员等岗位就业。

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爆发，豫西大片

土地被日军侵占。5月，临汝（今汝州）沦陷。

为粉碎日寇计划，解救苦难同胞，中共中央做

出了“向河南敌后进军，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

控制中原战略要地”的部署。

1944年9月，司令员皮定均、政委徐子荣

率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解放了大峪店（大

峪镇），开辟了大峪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临汝县

委、临汝抗日县政府。

1945年3月，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

委戴季英，奉命率领新组建的豫西抗日游击第

三、第四支队共2000多人，从延安出发挺进至

登封以南的东、西百里坪地区，与皮定均部会

师，成立了河南军区，统一指挥河南的抗日斗

争。

当时的临汝抗日县政府旧址纪念馆就在

大峪镇同丰村马鞍驼自然村，门前是直通

G207、被称为汝州市最美公路的靳马线。

沿靳马线，还有豫西抗日纪念馆、八路军

战地医院和军械库。来自汝州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的数据显示，每年有20000多人到大峪

镇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12月21日，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一理

事说，汝州市将在全国艺术陶瓷行业唯一文化

传承基地和省级研学实践基地——弘宝汝瓷

文化园，重建豫西抗日纪念馆。

开发古堡发展高端民俗游

种花椒养蜂壮大村集体经济

打造“四镇”践行全域旅游理念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马雨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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