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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貌改变，屈志军要谋虑的更远了，
更是把整个屈沟村的发展扛在了肩上。

“屈沟屈沟，到处是沟。”这是以前的
屈沟村。面对沟沟壑壑的土地和山丘，屈
志军琢磨起如何在土地上做文章。“沟沟
洼洼的种不上庄稼，只有土地复耕后才能
有发展。”屈志军在村党支部会议上提议
对土地复耕再流转做项目。经“四议两公
开”，提议迅速落地实施。

至 2016年，已有 800亩土地得到平
整。屈志军又有了想法：村民们面朝黄
土背朝天地种庄稼，一年下来所收寥寥。
村里得上个项目，大家共同创业把日子过
踏实。

经村党支部会议，屈沟村确定发展专
业合作社，让村民人人是老板，有活干有
钱赚。为此，屈志军自掏腰包支持村党支
部代表和群众代表外出考察合作社项
目。考察结束后，屈沟村召开群众代表大

会，屈沟村五旗山种植专业合作社项目启
动，村民们纷纷将自家土地以入股的形式
流转给村集体，不仅每年能拿流转款，还
能到合作社务工。

近 3年的运行，合作社现流转土地
2800余亩，种植各类果树共13万棵。屈沟
村两委又将合作社升级成产业园区，已投
资6000余万元完善基础设施。

村集体经济日渐殷实，百姓生活有盼
头。今年徐庄镇村两委换届期间，严格换
届纪律、选人用人标准、换届程序，并张贴
关于换届选举的“九严禁、十不准”漫画海
报，让群众明白选举政策，屈志军再次全
票当选该村党支部书记。

“俺这支书心里装着百姓，干事大刀
阔斧。这不，又给我们提出未来3到5年，
园区将打造成吃、住、游、养生为一体的生
态化产业园区。”说起村党支部会议上定
下的发展目标，屈国彬来了精神头儿。

57岁的屈志军生在登封市徐庄镇屈
沟村，又长于屈沟村，对屈沟有着特殊的
情怀。

1996年，小有成就的屈志军回乡创
业，先后兴办多家企业。带着感恩的心，
他投身回报家乡的事业，先后出资在村中
打 4口深水井、通自来水、资助大学生，带
动屈沟村经济发展。

2012年，屈志军当选为屈沟村党支部
书记。一上任，他就提出解决村民的合作
医疗费用和有线电视维护费用的续交，切

实为百姓做事。
屈沟村不大，共600余户2000余人。
“当时的农合费用是每人 30元，有线

电视费每台每年 180元。想法很好，钱从
哪来？”该村党支部委员屈国彬心有疑
虑。屈志军却早有打算：“农合费用都由
我来交，农户再带上学校和各单位的有线
电视费也由我个人解决。”

话一说出，群众叫好。屈沟村的村民
农合费用和有线电视维护费用，屈志军一
掏腰包就到了现在。

“农合费用从 30元涨到现在的每人
180元，俺家 10口人一年就省下了 1800
元。”33岁的村民张雪玲满是骄傲，“每到
过年，俺支书还自掏腰包，让村干部给村
里每人发年货红包。”

为群众办实事，更要办好事，屈志军
有了新想法。2012年，屈志军个人出资重
修改造屈沟小学，并修盖文化大院。他又
先后个人出资千万余元打井、修路、搞绿
化、安路灯、建社区公园及中心广场。

为百姓做点实在事儿

让百姓把日子过踏实

慢工出细活，曾经，一双亲手缝
制的布鞋是留守妇女给远行男人的
一份心意。如今，申家沟的手工千
层底老布鞋却搭上互联网的“快
车”，销往全国各地，成了脱贫致富
的“利器”。“8个人耗时 9天做好第
一批的 14双鞋子，在工作队的帮助
下，一推出就抢完了。”钱松枝乐呵
呵地介绍，随着订单量的增多，村中
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开始加入做鞋
队，靠着做老布鞋，一天至少能赚上

40元钱。
做布鞋不仅仅是纳鞋底、粘鞋

帮那么简单，申家沟村的每双老布
鞋都是经过研究的。鞋子做了十几
批后，款式上融入了时尚元素，布料
上也选用的是复古风。在新产品的
开发中，村民们集思广益，把代表中
国文化的元素集中起来，做到了实
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许多鞋样已
成为登封各大橱窗展示的艺术品。
工作队专门从云南等传统手工业较
发达的地区发回鞋样，组织做鞋队
队员一起观看学习制作鞋子的
PPT……

现今的申家沟老布鞋已“纳”
出了全国大市场。目前，该村的老
布鞋已做了近20批1000余双，其中
最多一批达90多双。通过线上线下
零售及订单批量预定，老布鞋已销
往郑州、杭州、上海等地，做鞋队成
员平均一月增收约1000元。

一心为集体
山村里的当家人

记新一届屈沟村党支部书记屈志军

“俺村党支部书记那可是全票
通过。”70岁的老党员屈宗回忆起
屈沟村党组织换届选举时的场面
仍很激动，“他当俺村的党支部书
记，俺们放心也乐意。”屈宗口中当
选的新一届屈沟村党支部书记正
是屈志军，至今已连任7年。
登封时报 高鹏敏
通讯员 杨静 文/图

山沟沟的老布鞋
蹚出致富路

登封市宣化镇申家沟村
“纳”出全国大市场

“五一节也没歇成，
真没想到这手工布鞋城
里人咋这么喜欢！”近日，
登封市宣化镇申家沟村
村委会大院里，52岁的
钱松枝正和几位大婶穿
针引线做布鞋，嘴上说
着，手里更是忙个不停。
登封时报 高鹏敏 文/图

目前，钱松枝带领的做鞋队已
有固定的 22名成员。其中，最大的
成员70多岁，最小的也有50岁。

申家沟村地处深山，村中留守
妇女居多，是郑州市级贫困村。手
工千层底老布鞋是上个世纪的产
物，做起来耗时又费力。钱松枝怎
么想到带领村中留守妇女去做老
布鞋？

2015年，登封市供销社扶贫驻
村工作队入驻申家沟村。工作队队
员入户走访中，无意间发现多数村
民家中仍保留着传统的织布机及传
统的被单被罩和千层底布鞋。做过
村中妇女工作的钱松枝刚好也有过
做布鞋的经验，就自掏腰包购置锥
子、剪刀、布料等，召集村中所有留
守妇女成立做鞋队，做传统千层底

老布鞋，并按件向她们付费，由工作
队联系销路。就这样，申家沟村委
一间闲置的屋子变成了村里留守妇
女工作的主阵地。

在申家沟村村委会门口，做鞋
者正将布料固定在木板上上浆、晾
晒。村民景春荣说，村中大部分留
守妇女都跟着钱松枝做布鞋。而做
一双这样的布鞋并不容易，需要糊
糨子、裁底样、纳鞋底、裁鞋帮、缝鞋
面等6道工序。“一双鞋底子，要缝上
1500针，从早上 8点一直缝到太阳
下山才能缝好一只。”钱松枝说，做
好一双鞋要四五天，而做好一对鞋
面也至少要花上半天时间，缝合鞋
面和鞋底到一双成品鞋至少要花去
一天的时间。如果想更美观，在鞋
面上刺绣也要花去一两天的时间。

为留守妇女打下创业“主阵地”

千层底老布鞋“纳”出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