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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产城融合，“生态立镇”，努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竹林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始终把促进产

业发展和加快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强化

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在大力发展工业化，以工

业立镇的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培育壮大

以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人文景观，成立了长寿山旅游开发公司。投资拓宽

和改造了长寿大道等旅游道路25公里，修建登山步

道 32 公里，添置了旅游观光车，发展农家乐 80 多

家。与省内外旅行社加强沟通，参加旅游交易会，举

办长寿山红叶节，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广纳客源，年

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以上，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

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在强力开发旅游的同

时，积极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业，投资建成

了中原名吃街和竹林集贸市场，成为巩义东部闻名

的餐饮聚集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竹林镇更加注

重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实施“生态立镇”战略。发

展企业坚持“三不上原则”，即不是高科技项目不上、

不填补国家或省内空白的项目不上、有污染的项目

不上。先后拒绝了上亿元不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

护的工业项目，有效地维护和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

境。注重生态环境绿化，先后投入绿化建设资金

8000 多万元，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改造荒山、植树造

林、退耕还林，采取城镇插绿、景点添绿、山坡造绿、

小区改绿、庭院植绿、田园增绿等一系列有效措施，

改善居民生存环境。目前全镇绿化面积占总面积的

84%，已建成郑州市林业生态镇和绿色城镇，绿化荒

山200多万平方米，人均绿化面积200平方米，全镇

植树达百万株以上。

（四）坚持狠抓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发挥
战斗堡垒和模范带头作用。竹林始终紧抓党建不放

松，用好班子带出好的党员干部队伍，不断增强基层

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一是加强理论学习。建立

学习制度，领导班子每周六上午学习，党员干部每月

逢九学习，职工群众逢十学习。坚持“读、看、思、谋、

干、创”相结合，邀请省市专家、学者前来辅导，利用

竹林党校、远程教育网络等阵地，加大对党员干部和

居民的培训教育力度。二是开展“三评”活动。20多

年来，竹林镇坚持每年开展两次以“群众评党员、党

员评支部、支部评党委”为主要内容的“三评”活动，

对评议中群众意见大的党员、干部及时告诫直至组

织处理，先后有7名中层干部因不公、不廉或能力不

强被免职。多年来，先后收集党员群众意见和建议

2400多条，目前已整改到位98%；向社会公开承诺办

理的 780 件实事已办结 97.4%。三是创新管理模

式。加强支部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健全党员承诺制、

无职党员定岗定责、积分管理和“不作为”党员告诫

制度。采取网络、电视、板报、会议等形式，抓好党务

公开、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健全民主议事制度。充

分发挥工会、青年团、妇联和其他群众团体的作用，

作为桥梁和纽带，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参与各

项社会事业。四是弘扬竹林精神。“爱竹林，比贡献，

谋发展，永创业，讲文明，共富裕”的竹林精神，已经

成为竹林人的共同信念和行为准则，成为激励党员

干部群众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五）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群众受益。竹林

建镇后，最初实行党、政、经三位一体，主要领导交叉

兼职的体制，后来又按照“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强化

服务”的原则，撤销党政经一体的管理体制，成立了

“四部两办”（政治工作部、经济发展部、城镇建设管

理部、农林绿化部和招商办、党政办）的政府管理机

构。这样的管理体制有效的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

率，强化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多年来，竹林党组织

和镇政府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主

动为民办实事，切实为群众谋利益。一是着力提高

居民生活水平。自1983年开始，每年年底都为群众

置办年货，年货品种越来越丰富，并且每年为入股集

体企业的群众分红。二是提供社会化服务。集体企

业向村民免费提供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

机耕、良种、治虫等多方面的农业服务。先后建立面

粉厂、粮油门市部、村办食堂、竹林宾馆，为群众生活

提供优质服务。三是大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投资

1100万元，新建了中小学宿舍和中心幼儿园。孩子

从幼儿园到初中实行免费教育。提高教师的工资和

福利待遇。投资580万元，建设诊疗、观察、住院、防

疫、中西医齐备的竹林卫生院，配备专职医务人员15

名，实现群众小病不出村。建成全国百家期刊阅览

室、文化馆、老年活动中心、电视插播台等各种文化

设施，成立大鼓队等业余文化组织，不断丰富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对生活有困难

的孤寡老人，村里每年给予500元以上的补助；对丧

失劳动能力的退休老党员、老干部，村里报销50%到

70%的医疗费用，可享受现任干部的一切福利待遇；

对于35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每年补助生活费300

元。民政部门加强对民政对象的信息化管

理，完善低保管理制度，积极为各

类优抚对象、低保对象、弱势群体

解决实际问题。

这一天，长寿山下的69号农家乐老板赵冬彩，
忙得不可开交，100张床位全部住满了客人。

她笑得合不拢嘴，“今年红叶特别红，游客比往
年多了很多，就红叶节开幕这一天，俺家收入就有
两三千元。”

赵冬彩的日子就像这红叶，红红火火。
她家所开的农家乐有两个院子，300 多平米，

100张床位，院里还提供农家饭。更具有当地特色
的是，农家乐里还提供窑洞可以住人，很受城里人
欢迎。

每个床位住一晚 20 元，一天在门口能卖一千
多个茶叶蛋。仅去年一年，赵冬彩家营业额就有 7
万多元。逢年过节，城里人都会跑到长寿山来感受
农家气息，呼吸山林新鲜空气，床位往往爆满 不提
前预定还真没地方住。

赵冬彩说，她根本没有想象过，自己会从一名
种田的农民变为一名工人，如今又变成一名生意
人。过去，她家就靠丈夫背石块，一天赚几十元，自
己从最初的种田，后来到镇上的工厂上班，一个月

就千把块钱。
如今，靠着农家乐赚的钱，她供养三个孩子读

上了大学，其中一人还读研究生，另一个孩子还成
为支援西部志愿者。

赵冬彩的美好生活一切要得益于长寿山的开
发。

然而，当初开发长寿山时，许多人抱有怀疑的
想法，不愿投资。

为此，镇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号召村民投资开
办农家乐，出台了许多支持政策，比如只要购买一张
桌子，镇政府给配备全套碗筷；放置一张床，镇政府
给配两套床上用品；安空调政府给予500元补助。

几个有想法的人率先站出来投资农家乐，赵冬
彩就是其中一位。她说，当初可是拿出了全部家当
来放手一博。

随后，镇政府要求干部包户，手把手指导如何
开办农家乐，还组织学习班传授烹饪技巧。

“从来没有见过发被褥的政府，这就是政府投
资，老百姓受益。”赵冬彩说。

记者在竹林镇采访这
天，当地正在举办长寿山
红叶节。

登山四望，只见远处
的山、近处的岭完全被青
翠葱茏所覆盖，郁郁葱葱
的绿色中露出片片红瓦白
墙的居民楼。眼前则是漫
山红叶，层林尽染，游人如
织。

这个长寿山红叶节，
许多省外游客都慕名而
来，景区大门口停满了旅
行社大巴。

然而，过去的竹林则
是一个生态环境恶劣、地
无三分平的“穷山村”。

这一切，正是竹林“生
态立镇”举措结下的果实。

2007 年，竹林决定依
托生态资源优势发展旅游
业，毅然关停了采石场等
10 多 家 小 型 资 源 型 企
业。短短三年间，随着基
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年接
待游客30万人次，被评为
AAA 级旅游景区和全国
农业旅游示范点，带动80
多家农家乐。

晚报记者 孙娟
实习生 潘丽娜/文
晚报记者 白韬/图

在人们的印象中，竹林镇是一个工业强镇，
耐火材料厂、医药企业、机械加工等众多，并不
是一个旅游名镇。

在竹林人眼中，长寿山曾经也不是一块“宝
贝”。

竹林的山都是石头山，土层极薄，地块最大
的不足 10亩，小的仅能栽几棵红薯。如此贫瘠
之地，用“穷山恶水”来形容并不为过。

“过去，谁往这山上来啊，没有路不说，到处
是石头和土坑，里面好几家石料厂，环境很差。”
赵冬彩说。

几十年来，竹林人以愚公移山般的意志大
搞绿化，先后投资8000多万元，发动广大群众改
造荒山、植树造林、退耕还林，昔日的荒山秃岭
逐渐披上了绿装，全镇绿化覆盖率已达84%，镇
区 2300 亩土地全部退耕还林，绿化荒山 200 多
万平方米，过去消失不见的竹子也扎下了根。

生态环境逐步变好，竹林镇在大力发展工
业化，以工业强镇的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积极培育壮大以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

2007 年，竹林决定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发展
旅游业，毅然关停了采石场等 10多家小型资源
型企业，投资1亿多元开发建设长寿山景区。竹
林镇党委书记赵明恩，镇长李书转带头捐钱，为
长寿山修建观光车道和步道，三天内全镇中层
以上干部捐款130万元。2008年，竹林镇举办了
首届长寿山红叶节。

如今，有人这样描绘现在的竹林：两端青山
绿茫茫，中间白墙红瓦房，庭院个个赛花园，幸
福就在密林藏。竹林镇也被评选为“联合国改
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

“长寿山就是俺们的后花园，夏天的时候天
天去山上散步。”家住镇里的杨先生高兴的说。

一个普通居民兴之所言的茂密植被、清新
空气，成了富裕文明的竹林人尽情享用的自然
馈赠，也成为竹林向城里人输出的生态资源，成
为竹林振兴三产的新财富。

她的农家乐里住满客人

“长寿山就是俺们的后花园”

创业村变镇 发展镇带村
——关于竹林镇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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