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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山村到网红村的蝶变
本报记者 于晓霞 通讯员 王小玲 文/图

走进伏牛山脚下的方城县拐河镇东麦村，但

见一层层梯田盘山而上，一条条平整洁净的水泥

路连接着村庄和山间农田。秋日暖阳里，青石板

上火红的辣椒，屋檐下金黄的玉米，无不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村文化广场上不时传来村民的欢

声笑语，一幅和谐美丽的新农村画卷尽现眼前。

说到村里这些年的变化，村民郑琴掩饰不

住内心的喜悦：“这十年里，俺村的土路修成柏

油路了，村前边两个臭水坑也变成了莲花池和

文化广场，不仅村里人爱来，还吸引了十里八

乡的人来观光，成了远近有名的网红村。相信

再有十年，我们村会越来越美，群众生活会越来

越好。”

别看现在美如画，昔日的东麦村可是个集

体收入为零的穷山村。

因地处山区，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东麦村

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过年的十年里，东麦

村舍得花大力气、下狠功夫，推进村容村貌整

治工作，努力改善群众居住环境。该村先后

投资 230 万元，新修通村公路和生产路 22 公

里，安装路灯 86盏，彻底解决了山村群众的出

行难；投资 150万元建成了党群服务中心和村

文化广场；协调资金 120万元实施坑塘治理工

程，建成了环形步道、观赏亭和走廊；投资 30
万元改造村幸福大院……全村基本实现了硬

化、绿化、亮化、美化，基础条件得到了全面改

善。

村容村貌靓起来了，东麦村的产业也随之

红火起来。2019年，该村流转土地 1500多亩，

引进方城鹏迈牧业有限公司，建成“种、养、

游”一体的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在养殖区周

边规划发展林果、食用菌等特色产业 3000 多

亩，带动全村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村

民吕建国说：“十年前，我们东麦村群众收入

依靠外出打工赚钱。现在村里群众不用外出

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人均年收入 1.4
万多元。”

十年奋进，十年蝶变，昔日的贫困村已迈上

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村民们正享受着乡村振

兴带来的红利。谈及未来，村党支部书记杨付

星信心满满地说，东麦村干部群众将乘着党的

二十大东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

股绳、铆足一股劲，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③7

眼下是山茱萸收获的季节，在西峡县太平

镇的山坡上，漫山遍野红彤彤、玛瑙般的山茱

萸果实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山茱萸就是我们农民致富的‘摇钱树’。”

11月 1日，在太平镇细辛村，正在山坡上采摘山

茱萸的种植大户张纪东看着满树晶莹剔透的

山茱萸果笑得格外幸福。

太平镇平均海拔 1456 米，山坡面积 28 万

多亩，森林覆盖率达 92%，是山茱萸生长的天

然适生地。全镇已累计种植山茱萸 80余万株，

1.2万亩。太平镇山茱萸以色红、肉厚、质优受

到市场青睐，在中药材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

誉，也是西峡县中药材的主要品种。

“山茱萸好种易活，不需要投入太多本钱

和精力，加之采摘期刚好是农闲时节，所以大

伙儿都愿意种。”太平镇东坪村 50岁的尹青云

说，他家共栽种 1200余棵山茱萸树，年均可收

入 6万元左右。连日来，他每天都和家人早出

晚归在山林里采收山茱萸果。

据悉，位于八百里伏牛山南麓的西峡县，

被命名为“山茱萸之乡”，山茱萸种植面积 20
多万亩。当地中药材不仅品种多，且附加值

高，通过向种植户提供种苗、技术、管理等指

导服务措施，不断壮大以山茱萸为主的中药材

特色产业发展；通过招商引资，建立中药企业

生产基地，把生产车间前置，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成为产业工人，实现“助农增收、助企成

长”。如今，山茱萸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

要产业之一，也让山乡农民的“钱袋子”越来

越鼓。③7

大棚蔬菜
种出致富“钱”景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深秋时节，卧龙区英庄镇西赵营村天富春

家庭农场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

在天富春家庭农场，放眼望去，一排排蔬菜

大棚首尾相接、整齐划一地排列在地头。走进大

棚，一股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小辣椒红红火火，

西葫芦青翠饱满，育苗区的黄瓜苗、香菜苗从土

壤里呼之欲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

“农场现在有冷棚、温室棚、育苗棚等各种

大棚 100多个，每天出菜 3吨左右，每年纯收入

百余万元，还带动了周边数十名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正在采摘蔬菜的农场负责人何天定聊

起农场，难掩脸上的喜悦。

2016年，何天定回到家乡租赁了 300亩地，

投资 500余万元，建起蔬菜种植大棚，并成立天

富春家庭农场。

“大棚内种植的都是经济作物，错峰上市，

价格优势明显，若是赶在青黄不接、蔬菜短缺

的时节，经济效益尤为可观。”何天定告诉记

者，现在农场每年的出货量在 1000吨左右，计

划再建一座分拣车间，把农场做大做好。

“在丰收旺季，农场最多需要雇佣 60多名

工人，平常也需要 30多人。”走上致富路的何天

定，始终秉承“一人富不算富，大家都富才算

富”的理念，引导群众通过勤劳的双手创造美

好幸福生活。何天定结合实际，将周边富余劳

动力吸纳到自己的农场，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增加收入。

身为卧龙区蔬菜协会会长的何天定还和

各村按照“党建+种植大户+村民”的“联农带农

富农”模式，手把手为乡亲们传授大棚种植技

术，并帮助联系后期销售。如今，一大批村民

经过何天定的指导，成为大棚种植能手，走上

了致富道路富道路。。③③77

宛城区黄台岗镇

全员发力
点亮“生态宜居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孙义峰 郑磊 通
讯员 李雪菲）“我们村里的道路，越来越干净

了，还有专门的清洁队定期清扫，环境真是越

来越好了。”10月 31日，记者在宛城区黄台岗镇

刘宋营村采访时，群众对村居环境赞不绝口。

自黄台岗镇“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镇党委聚焦“生态宜居星”，以人居环境整

治为抓手，通过党建引领，支部带头，发动广大

党员群众，全面推进全镇环境“净起来、绿起

来、亮起来、美起来”，聚力打造让群众满意的

美丽宜居乡村。

“黄台岗镇党委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

作用，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开展‘生态宜居

星’创建工作，以‘党建’带‘群建’，发动全民参

与，共同建设‘地净、水清、村美、人和’的美丽

黄台岗，不断提高群众的满足感、幸福感、满意

度。”黄台岗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说。③7

小小山茱萸 富民大产业
本报记者 张玲 通讯员 陈飞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共建幸福家园共建幸福家园

方城县拐河镇东麦村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