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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河南大学郑州市校友会配合荥阳市

委，把刘沟村党支部打造成一个坚强的战
斗堡垒，为刘沟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原动力。

刘沟村党支部注重机制建设，逐步完
善规章制度，通过深入开展“创五好支
部、争双强党员”主题实践活动，村两委的
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在全体党员中深入开展了学党章，不
忘入党誓词、不忘党的宗旨、不忘保持先
进性的“一学三不忘”教育。同时，开展树
立科学发展观念，带头建小康之家；学习
科技文化知识，带头做新型农民；增强民
主法制意识，带头创和谐农村；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带头帮群众共富。“四带头”发
挥了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树立了
党员的良好形象。

刘沟村两委积极开展扶贫帮困活动，
成立了“刘沟村帮扶互助金”，实行微息借
款、定期归还，对村里 20户有劳动能力而
无资金的农户给予了互助借款。

村两委结合推进新农村建设，发挥农
民的主体作用，成立了以村民中的骨干分
子为主的“四组一会”。所谓“四组一会”，
就是在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政策学习
组、科学技术组、电脑信息组、文明卫生组
和文艺体育协会，通过各组会的活动，有
效解决了党员和群众互动的问题。

党建帮扶，刘沟村以党支部为核心的
村级组织建设得到了明显加强，2007年被
省委组织部表彰为“五个好”基层党组织。

2008年“七一”前夕，刘沟村隆重举行
了庆祝建党87周年大会。

荥阳市委书记杨福平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刘沟是一面旗帜”，“党旗让榴花红
遍了刘沟，刘沟使党旗更加鲜艳。”

让刘沟这面旗帜继续飘扬
6年的帮扶工作就要结束了。
今年7月13日上午，马宪章、窦思忠、

谷秀峰、王廷信、宋歌、陈书栋等为刘沟村
脱贫致富付出艰辛和汗水的老同志参加
了刘沟乡亲们为他们举行的话别会。

刘沟村 300多户人家，每户一个代表
参加了“话别会”。

“话别会”上，乡亲们感激的话儿说不
完。乡亲们讲述与老领导们一起为摘掉
穷帽子而奋战的每一天、每件事，动情之
处潸然泪下。

村民刘百里说：“感谢党和政府，感谢
各位老领导，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刘沟村的子孙后代也不会忘记他们！”

8月 30日，杨福平主持召开了荥阳市
委常委会，专题学习马宪章等老同志务实
为民的奉献精神。

杨福平在会议上说：“刘沟村能有这
些发展变化，马宪章同志为首的河大校友
会老领导是最大功臣。这些年来，马宪章
等一众老领导，把刘沟村当成自己的第二
故乡，把自己当成刘沟的村民，把一腔为
民谋利的拳拳之心都放在了刘沟，融入刘
沟，融入农村，融入农户，融入农民，风雨
无阻，呕心沥血，不间断地为刘沟带来智
力帮扶、文化帮扶、技术帮扶、思想帮扶和
资金帮扶。”

荥阳市委常委会要求，把刘沟村作为
党建联系点不变，作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不变，作为高村乡工作重点村不变，加快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提升石榴文化节
办节水平，再接再厉，推动刘沟新跨越、新
提升，让刘沟这面旗帜继续飘扬。

仅6年的时间，黄河边、北邙岭上
的荥阳市高村乡刘沟村从一个贫穷
落后的小山村，发展成了今天基础设
施相对完善、交通便利、居住条件优
良、居民生活富裕的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人均纯收入从 2004 年的不足
1200元增长到2009年的15000元。

刘沟村连续3年被评为省“五个
好”基层党组织，捧回了全国优秀科
普示范基地、省级旅游特色村、郑州
市级生态文明村、郑州市级林业生态
模范村等多块响当当的牌子，成为郑
州“西花园”里最美风景之一。荥阳
也因此被授予“中国石榴之乡”称号。

刘沟村把小石榴做成了大产业，
刘沟村这个小山村走向了大舞台。
这些都得益于荥阳市委、市政府“一
村一品”的好政策，以及河南大学郑
州校友会第二届理事会的扶持。
晚报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赵希金 文/图

千年石榴“星星之火”
刘沟村是“宫廷贡品”河阴石榴的原产

地，河阴石榴因产于河阴县而得名，古时的河
阴县在现荥阳市境内，它是西汉博望侯张骞
出使西域引入的，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

1984年，河南省石榴开发协作组在郑州
召开石榴鉴评会，在 31 个品种当中，河阴石
榴为全省之冠，被誉为“中州名果”。1993
年，河阴石榴与新郑大枣、荥阳柿子等被评为

“郑州市十大历史名产”。
然而，农户大多都是庭院种植，大规模的

石榴园几乎没有，处于“星星之火”状态。
一面怀揣着宝贝，一面却长期戴着“省级

贫困村”的帽子。“我们那时也想发展致富，可
是没有力量，也缺乏发展方向。”刘沟村党支
部书记刘永禄说。

“双轮”驱动“一村一品”
2000 年，荥阳市委、市政府把河阴石榴

作为邙岭一带农村经济产业支柱和荥阳的名
牌进行扶持推广，努力让这一历史名产焕发
出新的生机，成为山乡农民致富的“金果”。

2005 年，荥阳开始实施石榴产业战略，
引导农村经济向“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发展，
使石榴产业成为邙岭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就在这一年，另一个强大的力量成为刘
沟村快速发展、摘掉穷帽子的“加速器”。这
个力量就是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第二届理
事会。

“作为校友会这个社团组织，不能只是
同学联谊的平台，更应该通过这个联谊平台
为社会办点实事。”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第
二届理事会会长，原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
长马宪章说，他们走村串户，与村民交流、与
干部座谈，分析村情民意，找出优势产业，确
立了“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发展新路子，
迈出了扶贫开发坚实的第一步。

石榴文化节成就“燎原”之势
2005年中秋节前，马宪章等常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扩大河阴石榴的社会影响，激发群众

种植石榴的积极性，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经过一番思索，主意拿定了：筹备举办首届
河阴石榴文化节。

“河阴石榴本身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从校友会的角度讲，可做的工作很多。”马
宪章说，校友中有全省知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作家、音乐家、名演员等，可以充分发挥他们
的作用，以石榴为主题，以石榴文化节为契机，请他们到刘沟村来，深入群众，感受生活，激发热
情，搞诗、画、歌、剧的创作，把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达到办节的目的和效果。

校友会理事会一致通过举办河阴石榴文化节这个决定，也得到了村民一致赞同，这也正
是荥阳市委、市政府企盼和寻找的路径。

2005年9月10日，荥阳市首届河阴石榴文化节在刘沟村拉开帷幕。文艺演出，河阴石榴名
优产品展示、展销，河阴石榴王评比，诗书画摄影展，河阴石榴产业发展研讨会，河阴石榴风
情观光游和供销合同签订等活动，让这个邙岭小山村沸腾起来。

从此每年一届的河阴石榴文化节，让刘沟村有了发展的契机和动力，石榴种植面积达3000
亩，家家户户种植石榴，成为名副其实的石榴专业村。

为激发群众种植石榴的积极性，荥阳市委、市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对石榴产业给予政策、资
金、技术方面的扶持。对纳入该市林业重点工程范围内的给予每亩每年
230元的补助，对未纳入林业重点工程范围内的给予每亩每年 100元的扶
持，对水源相对不足的地方帮助打井，解决石榴成活问题。

荥阳市林业局积极邀请国家林业局及省市林业主管部门领导、专家
为河阴石榴把脉会诊，打造了石榴精品园。

2008年，在广武镇陈垌、汉王城等村新建石榴种质资源保护小区8000
亩，搜集国内外优良品种140多种。

目前，全荥阳市河阴石榴已发展到 4.3万多亩，形成了从广武唐垌到
高村乡枣树沟村长达15公里的河阴石榴产业带。

小石榴大辐射，拉长产业链
随着河阴石榴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壮大，形成了“五月赏花、九月

摘果”的独特旅游资源，石榴第二、第三产业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2007年，刘沟村被确定为郑州市32条乡村旅游线路之一，这里为

久居闹市的城市居民提供了一处吃农家饭、领略榴乡风情、休闲娱乐、
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旅游场所。2009年，刘沟村被确定为全省
98个特色旅游村之一。

河阴石榴产业链条在不断拉长，开发了集营养、保健、享受等功能
于一体的石榴酒。2006年“郑仕石榴养生酒”被评为荥阳地产。

帮扶帮在了村民心坎上
就像发展石榴产业一样，以马宪章同志为首的河南大学郑州校友会坚持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的指导思想，把爱民、利民、惠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民多办实事、多办好事作为工
作的切入点，决不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

改善基础设施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在三年时间里帮助村里打了3眼深水
井，解决了群众吃水灌溉难的问题；修建了4.7公里的生产路、通往黄河滩区的“富民大道”和近5
公里的村内道路；修建了综合性办公楼，使党员活动有了阵地、群众学习有了场所；进行了小学
改造、路旁围网、区域绿化等村容综合改造配套项目；新建了河阴石榴盆景园，成为农民学习盆
景制作技术的场所和发展旅游业的一个亮点。今年又争取到四项河南省、郑州市项目资金近千
万元搞农业综合开发，为刘沟村可持续发展增添了后劲。

在社会公益事业上，他们倾注了大量心血：筹集资金改造了村卫生所，缓解了群众的看病难；
为村小学改善了办学条件；建成了800多平方米的“惠民超市”，使村民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不再出村；建成4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150平方米的体育广场，为村民休闲健身提供了便利。

村民高兴地说：“校友会按照党的政策，办的都是实事、好事，是我们多年想解决而解决不了
的难事，帮扶帮到了点子上，帮到了根本上，帮到了我们心坎上。”

刘沟村刘沟村人已经把人已经把
马宪章当成自家马宪章当成自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