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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窑村辖小李窑、老李窑、罗家门3个
自然村、7个村民组，367户 1464人，总耕
地面积 1540亩，荒山面积 3000余亩。李
窑村自然风光优美，颍河、郭沟河、龙潭沟
水库三大水系在村内汇聚，村庄南部天
然林地形成森林氧吧，将军岭、连山寨等
众多人文历史遗迹及记载村庄历史的窑洞
民宿保存完好，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也是河南省生态村、郑州市生态村、郑州市
卫生村、郑州市文明村、河南省首批美丽宜
居村庄、郑州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李窑村被确定为“河南省首批美丽宜
居乡村”后，对村庄做了整体规划，结合登
封市、乡、企业三方资金，大力改善村庄基
础设施，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提升李窑村基
础设施水平。2018年投资 1500万元，对
李窑村公共服务设施、河道水系治理、户
容户貌改造等多方面进行改造提升。通
过全面综合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李窑村
向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目标又迈进
一大步。

村子变美了，但如何依托村子让老百
姓发家致富？村党支部书记李文敏说，目
前李窑村土地已全部流转，加大发展特色
种植，分区划块种植有机蔬菜、林果，体验
农耕采摘等。“这几年我们充分利用好第

一书记扶贫资金及乡级配套资金，连续两
年共计投资90万元建设蔬菜大棚，共建成
普通蔬菜大棚 10个、温室大棚 3个，种植
黄桃 300亩。”李文敏介绍，2018年李窑村
村“两委”充分发挥带头作用，通过驻村工
作队提供免费蔬菜种苗及种植技术培训，
让贫困户种植甜瓜、黄瓜、番茄、芹菜等蔬
菜，保证村集体经济年底有结余，贫困户
有收入。

在村委不远处的蔬菜大棚内，五六个村
民正在从货车上向大棚里搬运新拉来的蜜瓜
苗，村民李金书是2017脱贫的贫困户，大棚
建成后一直在大棚里打工。“俺家里有一亩多
地，流转后一年有1000多块钱，来这里打工
每天还能挣70块钱工资，年底大棚收入还有
分红，现在的日子可美着呢！”李金书说起在
家门口务工，乐得合不拢嘴。

如今，李窑村美丽乡村建设的脚步依
然没有停止，村里几处闲置的窑洞前，工
人们正在忙着施工建设。据介绍，李窑村
还将把窑洞充分利用起来，按照农旅双链
驱动的经济模式，大力发展美食产业，建
设商业街，民俗广场，根据旅游吃、住、行、
游、购、娱6要素，达到村美民富“双赢”，最
终将李窑村整体打造成“窑洞春天”“世外
桃源”的美丽乡村景象。

咱们一起奔小康

郑州市防汛抗旱办公室

送水帮扶暖人心

“来了来了！”3月25日，一辆送水车开进了登封市大冶镇大
路北村村民刘白齐的家，送水员张明新熟练地打开积水窖。
郑报融媒记者 袁建龙 文/图

石道乡李窑村

村美民富的
山水世外桃源

“感谢，太感谢了。”村民刘
白齐拉着送水员张明新的手不
停地说着，“春节前送来的水已
经非常感动了，没想到今天又送
来了水，真是雪中送炭啊！”

大路北村共 2000多口人，
属于丘陵地形，长期缺水，生活
用水主要靠雨水汇集进入地下
水窖，遇到长期无雨天气，则
会出现居民用水短缺。该村党
支部书记张艳辉介绍，村里劳
力多外出打工，虽经多方努
力，吃水问题仍严重影响村民
的生产生活。

郑州市防汛抗旱办公室了
解情况后，积极协调登封有关部
门，进行了先期组织送水服务。
张艳辉说：“俺村地处山陵地区，
离水源地又很远，尽管送水车非
常辛苦，仍是连续两次到村民家
中送水。最让人感动的是，为彻
底解决村民吃水问题，郑州市防
汛抗旱办公室全力配合有关水
利部门，积极在村里寻找水源，
为村里打一口井彻底解决村民
吃水问题。”

登封市地处郑州市西南部
70公里，因受嵩山山脉影响，大
部分地处山区或丘陵地带，部分
区域常年干旱，人畜用水主要靠
雨水汇集和村外拉水，给当地居
民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为缓
解贫水地区居民用水困难，郑州
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在登封市防
汛抗旱办公室调查摸底的基础
上，决定为严重缺水的村镇实施
应急送水。

据郑州市抗旱服务中心主
任李志欣介绍，郑州市防汛抗旱
办公室统一安排部署，由郑州市
抗旱服务中心组织应急送水车
队为村民实施应急送水。经过
筛选，登封市大冶镇大路北村、
徐庄镇柳泉村、唐庄乡花玉村
和水峪村等地严重缺水，现已
实现送水。“下一步，我们还将
加大帮扶力度，在保障好应急
送水基础上，全力配合郑州市
和登封市防汛抗旱办公室，为
有条件的村勘探水源，协调打井
等有效措施，为缺水村庄送去更
多希望。”李志欣说。

清澈的河水、旋转的水车、绿油油的竹林、干净整洁的道路、成
片成片的桃树……近日，走进石道乡李窑村，犹如走进了一幅原生
态农家山水画。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