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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省会媒体“革
命老区行”采访团来到红二
十五军曾经战斗过的革命老
区三门峡灵宝市朱阳镇。如
今，这里的特色核桃种植带
动经济发展，实现了富农强
镇目标。

“种核桃比种烟叶好啊，
我们村很多人种核桃都是为
了养老。”朱阳镇吴家垣村村
民余建锁一番话代表了老区
村民的心声。他解释说，“烟
叶经济效益虽好，但太费精
力。核桃树长成后，基本不
用怎么打理。等我们老了行
动不便时，就靠这些核桃树
养老了。”

截至2013年底，全镇连片
发展核桃 23 万亩，年产量 500
万公斤，产值 1.2 亿元，人均核
桃收入 2500 元。2014 年产值

有望达 1.4 亿元。余建锁是村
里种植核桃最多的，有 200 余
亩。“我们不愁销量，年年都会
有人来收购。”

村民种核桃，镇里是咋支
持的？镇长袁峰给出答案：

“朱阳镇在市财政补贴基础
上，又相继出台一系列配套
激励政策，如，对栽植实生苗
和成品苗的，每株分别补贴 1
元和 2 元；对道路两旁耕地具
有示范作用 30 亩以上的连片
核桃树，在享受每株 1 元补贴
基础上，还给予每株不少于 2
元的化肥、技术、嫁接三项套
餐服务；对 100 亩以上连片
的，在市补贴基础上，镇政府
每亩再给予 50 元补助等，有
效缓解群众发展核桃产业的
资金困难，推动产业规模迅
速扩大。”

兴建创业园 搞活旅游业 推广特色种植

告别靠天吃饭 老区因地制宜富起来

11 月 25 日，采访团来到位
于荥阳市南部的崔庙镇古城社
区，这里仿佛不是老区更像是都
市。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现代住
宅气派十足，四周绿树成荫与远
处的山丘相互映衬，如诗如画。

古城社区原属浅山丘陵地
带，受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无挣
钱门路等多种因素制约，经济发
展落后。为改变贫困落后的面
貌，荥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南部
山区率先实施扶贫搬迁新型农村

社区建设工程。2010年以来，建
设楼房39栋，安置农户1362户，
今年又新建了多层住宅楼 6 栋，
家家户户都能住上楼房。社区还
建有文化活动中心、标准化卫生
所、老年公寓、幼儿园等，配套设
施一应俱全，老区换新装。

正在广场上跳舞的杨爱花
说：“现在农田都集体承包出去
了，干活也都是机械化，吃了饭没
事就来广场跳舞，闲了就来这儿
晒晒太阳，这就是小康日子啊！”

杨爱花今年65岁，她说，过去
家里十几口人都住在山上七间危
房里，用水要到3公里外去买。而
现在，她家住上了楼房，水电暖一
应俱全，三个儿子都分到了一套
大房子。“老了老了享上福了！”

“几年前，老百姓还靠天吃
饭，辛苦一年一个人最多也就赚
1000多块钱，现在政府带动老百
姓走土地流转和产业化经营模
式，每年人均收入达3000元。”古
城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王振强说。

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田种湾
村，曾经是皮定均将军带领的豫
西抗日先遣队战斗过的地方。
如今，尖山风景区皮定均将军抗
日工作旧址和密北抗日政府旧
址成了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还将开发建设豫西抗日
纪念园、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广
场、游客服务中心、高山风情旅
游小镇等，既增加了经济收入，
又解决了就业问题，还弘扬了革

命精神，可谓一举三得。
尖山风景区管委会主任刘

红建介绍说：“近期我们将以开
发红色旅游为主导，带动周边产
业发展，帮助村民就业，再加上
伏羲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一脉
相承，一定会焕发无穷活力。”刘
红建满怀信心地说。

说到就业，25 岁导游张娟
有话要说。“我从小生在这儿，做
起导游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而

且还是在自己家乡，我觉得很满
足，跟我一起打工回来的年轻人
就有 5 个，等景区开发好了，相
信会有更多年轻人回来工作。”

旅游业的兴起还带动了农
家乐的发展，更多山区群众走上
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刘红建说：

“目前农家院有 80 多家，我们今
年计划打造 15 家特色农家乐，
政府会以‘以奖代补’形式进行
扶持。”

登封市唐庄乡属豫西革命
老区乡镇，全乡总人口 4.2 万
人，27 个行政村，193 个村民小
组分布在全乡 118 平方公里、
海拔890~1130米的高山、丘陵
上。居住分散、自然条件恶
劣、基础设施落后、资源不易
整合成了这里发展落后的主
要原因。

2007 年，为改变落后的面
貌，政府开始实施扶贫搬迁工
程，目前已入住2000户8000余
人。2012 年起，唐庄乡农民创
业园项目建设也有序进行，这
是一个生态观光设施农业科技
示范区，建成后，将给农企及农

民提供宽松的投资环境和良
好的创业平台。“我们在社区
周围布局相关产业，这既能促
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吸引
创业农民与公司合作经营，还
能为老区搬迁户提供就业创
业的机会。”唐庄乡书记吉红
斌介绍说。

据了解，农民创业园总规
划占地 1 万亩，拟投资 3 亿元，
目前已完成 2523 亩建设任务，
其中涉及 2013 亩生态种植、
510 亩设施农业，已安排劳动
力 650 人，土地流转价格每亩
地 1000 斤小麦，当地群众已受
益达1815万元。

●三门峡革命老区
推广特色种植 富农强镇不再是梦

荥阳古城社区整齐划一的现代住宅

11月25日至12月2日，为期一周的河
南省省会媒体革命老区行活动落下了
帷幕。一周来，省会新闻媒体“革命老
区行”采访团先后走进荥阳、新密、登
封、灵宝、卢氏等革命老区，走进田间地
头、村民家中和工厂车间，感受老区面
貌的变化，见证经济发展。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谢源茹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