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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2017年4月13日 星期四
统筹：杨莹 编辑：李记波 美编：宋笑娟 校对：姜军 陈希AA20-21 看成就郑州两会NEWS

家富、村美、民乐、人和

美丽泰山村：打造新农村建设“样板间”

“村在林中建，房在林中现，水在村中流，人在绿中行”。距离高速出入口大学南路站
约6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因人和、村美、民乐而远近闻名，这就是新郑市泰山村。

他曾是新郑富甲一方、身家几千万元的成功商人，却在10年前选择回故乡做一名贫
困山村的村支书，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身本领，把曾经的穷山恶水改造成了山美水美、河南
省唯一一个国家级魅力乡村，他就是泰山村村支书乔宗旺。

一位老人扭转了1800余位村民的生活面貌。
一个村庄描绘出美丽乡村建设新篇章。郑报融媒记者 杨宜锦/文 王建华/图

村有文化才有黏性，传统文化是泰山村
发展的内涵推动力。在泰山村的街道两旁，
树立了许多刻有标语的石头，村民们称之为
“文明石”。“致富思源”“穷则变，变则通”等石
刻标语让村民处处受教育。

10年来，泰山村坚持“以孝治村”的理念，
立下“良心比天大、家以孝为先”的村训，时刻
提示村民要恪守孝道。

村里每逢节假日都会给老年人发福利，
在重阳节那天还会给全村 70岁以上的老年
人摆寿宴，过集体生日。每年都会举办“给

公婆晒被子”的活动，村里老人的被子都晾
晒出来，谁家的被子干净，谁家被子新一目
了然；每年评选十佳模范老人和百岁老人，
举办“给老爸老妈洗脚”活动，通过活动弘扬
孝亲文化。

为了让老年人安享晚年，泰山村投资建
设老年公寓，全村年龄超过60岁的村民均可
免费入住。76岁的村民司喜林老人激动地
说：“我在老年公寓住了大半年了，就跟自己
家里一样，逢年过节村上都会给我们送油、送
米、送钱，还定期给我们做体检。”

一迈进泰山村巍峨雄壮的牌楼，一幅乡村
美景画卷铺展开来：宽广整洁的水泥路在村中
蜿蜒，栋栋民居在绿树丛花下掩映，拂堤杨柳
在碧水潭边婀娜多姿，往来游客在千稼集流连
忘返……

然而，10年前的泰山村还是另外一副模
样，那时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冬春光秃
秃，夏秋长荆棘，刮风满脸土，下雨满身泥，山
上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姑娘嫁山外，后生光棍
多。”那时的泰山村曾是新郑有名的贫穷落后
村，全村没有一幢像样的房子、一条像样的路。

村民乔新国说：“俺村的变化源于2007年
乔宗旺回村任村支书。”2006年底，镇里领导
想为泰山村找一个“双强书记”，既能自己致
富，又能带动他人致富，选来选去找到了乔宗
旺。

家乡的贫瘠震撼了乔宗旺的心，经过慎重
考虑，2007年尚在壮年的乔宗旺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和勇气，放下企业回到故乡担任村支
书，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那时村里没有村委会，如今的村委会所
在地是一个石料场，只有这里有盏灯泡。”想起

2007年的走马上任，乔宗旺仍然记忆深刻。
昏黄的灯光下，他召集了第一次全体村民大
会，“当时很多村民是来看热闹的，很多人对我
很好奇。”老乔笑说。自此，老乔开始了艰难、
漫长而又坚定的“改天换地”长征之路。

没有办公地点，老乔开着自己的轿车，买
两箱方便面和矿泉水，吃住都在车里；以一股子
愚公移山的精神走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记下
了村里的大事小情，经过考察，他更觉得肩上担
子重：全村1500多人，5000多亩地，荒沟荒山占
了1400多亩，2800亩的可耕地往下挖一尺就是
石头，粮食亩产只有300来斤，大部分村民靠开
山采石为生，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

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科学论
证，2008年泰山村确认了“发展依靠百姓，一
切为了百姓，成果归于百姓”的模式，决定走集
体发展共同致富的道路。提出利用区位优势
和文化优势打造特色旅游，理清“以孝治村，文
化强村，生态富村，旅游活村，科技兴村”的发
展思路，“一村一景，一村一文化，一村一产
业”，重点打造旅游业、培训业和养老产业，三
业融合，互相促进。

本着“发展依靠群众、生活关心群众、成果
归于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原则，以孝治村，
生态富村，文化强村，旅游活村，科技兴村，乔宗
旺花了9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将一个穷山村
打造成为家富、村美、民乐、人和的新农村建设
“样板间”。

10年前，第一次召开村民大会，乔宗旺许
下让泰山村民“家家都住别墅，户户都有小车
开，不是大学生不能做泰山村的媳妇”的豪言壮
志，引得村民哄堂大笑。现如今，泰山村不仅是
家家住别墅，户户有车开，就连平日生活的水、
电、气、暖、米、面、油、盐、酱、醋都由村里按月配
发，以前有名的光棍村，现在村民娶回的媳妇都
是年轻能干的大学生。“村里的所有企业都是集
体所有制，村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村民的”。

在泰山，“生有所教，民有所业，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死有所葬，公共服务城镇化，基础设
施城镇化”，村里统一安装了 1000多盏路灯，
800个摄像头，购置了3台巡逻车，10名保安队

员，有了统一的环卫、园林绿化、治安、消防，修
建两座污水处理厂，打了15眼深井，安装了15
台变压器。“刚回村时，全村用电最高峰每月电
费是 4000元，现在每月电费 40万余元。”乔宗
旺说，从电费的变化就可看出泰山村的蜕变。
从 2007年发展至今，泰山村年人均纯收入从
2007年的不足 3000元增长到如今的 2万多
元，村集体从原来的零资产发展到如今的上亿
元，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配备了有线电视、
天然气、宽带。孩子出生就有优质幼儿园，每
位村民都有养老保险和大病医保。

“自从我嫁到这个村，我从来不知道我们
家的电费、水费、燃气费，每个月村里配发的量
都用不完。”嫁进泰山村已近10年的年轻媳妇
佳佳心直口快地告诉记者，家里两套小洋楼，
还有3亩大樱桃林，全家生活得无忧无虑。“我
们的城镇化，是让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城镇
化，是切切实实享受到成果的城镇化。”乔宗旺
笑言。

2011年，乔宗旺协调资金3000万元用于
泰山村生态景区建设和旅游景点重建项目，
建成观音禅寺、黄帝会盟祠景区、祈福台、大
汉地宫、东岳庙、美女岛山顶游乐园、水上乐
园、培训基地，以及马武寨景点、东岳庙景点、
太和寨景点、康垛景点、百善园、领军人物园
等黄帝文化系列景区，让到泰山村游玩的游
客感受到山美、水美和深厚的文化韵味。

斥巨资打造的主题景区“千稼集”，以“乡
土的味道，年轮的烙印”为文化核心，运用经
典历史场景还原现代形式，呈现了不同时期
的农村文化主题景区，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
的发展，更是让泰山村在新一轮的乡村旅游
大潮中脱颖而出。千稼集的乡土特色已经
成为中原的一张还原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名
片。

如今的泰山村已经达到了农村城镇化标
准要求，接下来，泰山村将发展三大主导产业。

第一产业是培训产业，泰山村的拓展训
练品牌业已在国内打响，拓展培训已经带动
了 800张床位的农家宾馆业务，未来还将进
一步扩展老年长寿产业以及高端培训业发
展。第二产业是旅游业，旅游业分为两部分

发展，第一部分依托泰山村的文化底蕴发展
黄帝文化、禅寺文化等，充分将泰山村历史民
族文化展示给现代游客；第二部分发展生态
游和新型社区建设游，全面打造全域乡村旅
游。定位观光旅游，发展生态观光农业，休
闲度假，走文化强村的道路，以生态为基础，
以文化为核心，以休闲为载体，充分融合，快
速发展。第三产业是养老产业，集中建设高
档养老中心，提供“菜单式服务”，发展家庭
式养老，利用自然环境优势积极开发特色家
庭养老项目。让城里人来农户家里养老，不
仅享受到碧水蓝天的疗养院，而且能够享受
到家中的天伦之乐。

“我们的发展思路不是凭空想象的，也
不是西一榔头东一棒子没有科学规律的，这
9年里我们是严格按照当初定下的思路一步
一步向发展目标靠近的。”今年 62岁的乔宗
旺仍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思路清晰，语言
质朴却又充满智慧。“我们的产业规划是网
状经济，而非单一链条经济，如果有根链条
断了，不会影响泰山村经济发展大格局。我
们村里打造的产业都是阳光产业，可持续发
展产业。”

作为一名老党员，乔宗旺时时刻刻都在
用党的理论统领工作。泰山村坚持党的领
导，时刻把党放在第一位，率先在村里成立了
党总支，下设3个党支部，全村上下用毛泽东
思想去武装广大村民干部；用实事求是思想
发展泰山村经济，用与时俱进思想开拓发展
思路，用科学发展观掌控泰山村的发展全局，
最终实现中国梦。

“彼泰山非此泰山有仙则灵，此书记为乔
书记无欲则刚。”有位资深媒体人、书法家为
乔宗旺题写了一副对联，“横批我不给你写
了，留着让后人给你加上吧。”

打造有情怀、有追忆、有乡愁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是乔宗旺矢志不渝的终极目标。一年
365天，除出差、开会，乔宗旺都会在村里忙

碌。郑报融媒记者采访时，村民们也正逐一
和他商量村里的具体事务。10年里，乔宗旺
在泰山村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至今仍旧吃住
在村委大院。“我承诺过村民，村里的产业如
果赔了是我的，赚了是老百姓的，全村的人都
住上洋房我才会考虑我自己。”当天上午，老
伴因尿毒症去郑州看病，忙碌了一上午的乔
宗旺只好请村里人帮忙做了份炒面。

如今的泰山村，山峦青翠、湖水清澈、空
气清新，经济结构合理、社会和谐稳定、人居
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群众生活一步步向
着小康前进。然而乔宗旺却在谋划着泰山村
更大的未来，“把泰山村打造为新农村建设孵
化器，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全社会，让更多的
村庄走上富裕道路”。

一村一景，一村一文化，一村一产业
以愚公之志开启山村“改天换地”长征路

家富、村美、民乐、人和
村民享受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城镇化

发展三大主导产业
构造可持续发展的网状阳光产业链

十年坚持以孝治村
传统文化做经济发展助推器

革命尚未成功
志在成为新农村建设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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