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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砥砺奋进，泰山村走出了一
条创业、创新的道路，村中集体资产也
达到了 3个亿的规模，但 10年之中所
经历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乔宗旺
认为，“泰山村每走一步，就像两万五
千里长征过草地一样，一不小心掉下
去就会粉身碎骨，如果没有信仰是做
不到的”。

为了进一步带动村民致富，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步伐，泰山村“两委”积极
引进人才，培养人才，通过与高校共建、
引进企业策划和管理专家到村任职，不
断向村民传授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
和先进的经营理念，提高了农民闯市
场、求发展的勇气和干劲，着力实施培
养百人带千人发展战略，并发动村里现

有能人与普通村民结对帮带。
泰山村党群建设有着鲜明的特

色，集体经济的成果支撑着基层发展，
该村建立有本村村支部、企业支部、荣
誉村民支部三大支部，管理团队为村
委会打工，走集体发展共同致富的道
路，在建设管理工作中实施“阳光管
理”“阳光操作”，对于关系到集体的利
益和项目推行“大事小事集体决策，财
务公开原则”，真正形成物质和精神的
和谐统一。

目前，泰山村正在酝酿进行产权
制度改革，而泰山村的村民们也已经
适应了由农民成为工人或商人的身份
转变，现在他们将迎来“股民”这一新
的身份，也将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

新郑泰山村：集体经济结出丰硕果

9月23日是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这
对于新郑市龙湖镇泰山村也是一个特殊的
日子，这个曾经落后的村庄坚持走集体主
义发展的道路，历经10年砥砺奋进，实现了
年产值8000多万元的飞跃，村民们共同分
享着丰收带来的喜悦。

泰山村位于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境
内，距郑州16公里,离新郑国际机场仅10公
里，大学路从山门穿过,交通十分方便。辖
区内有 9个自然村,9个村民组,现有人口
1800余人，耕地 2800余亩,荒山荒沟 1500
余亩,村庄占地 800余亩。泰山村有村“两

委”班子6人,党员39名,其中预备党员4名。
这个以前远近闻名的“三多村”“光棍

多、招出去当上门女婿的多、外迁农户多”，
留守村民以种地、采石为生，思想观念落
后，外出打工的人致富就搬出去，多少年来
村子依然未能改变“老人多，小孩多，看家
狗多”的落后景象。

泰山村的华丽蜕变从2007年开始，当时
在外经商多年的乔宗旺回村担任党支部书
记，他带着乡亲们一步步将村庄建设成为河
南省旅游特色村、生态村、新农村建设的示范
村，成为郑州市乡村文化旅游的一面旗帜。

2007年开始，泰山村村民在党支部书记
乔宗旺的带领下，不等不靠，多方筹资实施
了山体复原、4000亩山体绿化、万方蓄水池
安全饮水、三环四纵村内通、人文景观园、村
委办公楼和文化大院、企商综合楼等“八大”
基础工程建设，让村民住进了小洋楼。

在绿化荒山的同时，村里统一规划种
植果树，形成了夏收樱桃、秋收葡萄等林果
经济，另外还建造了黄帝会盟祠、地宫等人
文景点，打造了一条近千米、融合全国小
吃、民间艺术的千稼集民俗文化街。如今
泰山村的7个村民组即将美化为赤橙黄绿
青蓝紫的外观，不仅能招揽更多游客，7种

颜色环绕千稼集，象征七星伴月，为泰山村
讨一个好彩头。

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帽子”，泰山村
确立了以“林业立村、生态富村、旅游活村、
工业兴村”的发展思路，“一村一景，一村一
文化，一村一产业”，重点打造旅游业、培训
业和养老产业，三业融合，互相促进。

在群众“腰包鼓”之后，泰山村的精神文
明建设并不落伍，泰山村坚持“以孝治村,以
文化村”的理念，在泰山村布道两旁竖立着
精美的“二十四孝”石雕，在街道两旁也竖立
着许多刻有标语的石头，如“致富思源”“穷
则变，变则通”等，村民们称之为“文明石”。

泰山村虽处丘陵地带，但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凭借丰厚的黄帝文化
资源优势，村“两委”积极开发黄帝会
盟祠、观音禅寺、圣母庙等特色旅游景
点，赢得了“东泰山观日出，西泰山来
祈福”的美誉，牵动了旅游、饮食、服
务、产业、娱乐全方位发展，更提高了
村民生活的富裕程度。

2015年，泰山村与河南千稼集农
业旅游观光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泰山
村千稼集旅游项目。千稼集以还原历
史场景的方式建设，并汇集了民俗文化
体验、特色演出、各地小吃、娱乐休闲、
旅游购物及创意农场等。2016年开集
以来，千稼集吸引了来自河南各地区乃
至全国的数百万游客到此游玩，日游客

峰值最高达10万人。
千稼集以“乡土的味道，年轮的烙

印”为文化核心，运用经典历史场景还
原再现的形式呈现民国初期到 20世
纪六七十年代 60年间的农村文化主
题景区。千稼集分为“原味乡村”“民
国风情”“激情岁月”3个主题篇章，涵
盖农耕文化演绎、民俗特色小吃、民间
杂艺表演、休闲游乐体验、主题情景客
栈、绿色有机农场六大产品体系。

千稼集景区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集
餐饮、旅游、娱乐、文化、会务、拓展于
一体的大型原生态景区，它带动着当
地经济发展，让泰山村在新一轮的乡
村旅游大潮中脱颖而出，成为郑州周
边乡村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10年之间，新郑市龙湖镇泰山村由荒僻落后的“三多村”变成了河南省唯一的国家
级魅力乡村，1800余名村民感受着村庄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着村庄成为河南省旅游
特色村、生态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历程。

泰山村党支部书记乔宗旺认为，泰山村找出了一条适合于村中发展的道路，发展依
靠百姓，发展为了百姓，发展成果由百姓分享，走集体发展共同致富的道路，村民们享受
到的一切都是集体发展的成果。 记者 杨宜锦 汪永森 文/图

“你说多少人，提前打个电话，我们
就给你准备多大的会议室。”乔宗旺介
绍，乘着乡村振兴的这股东风，泰山村
的新型产业发展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
现，培训业风生水起，拓展训练品牌已
在国内打响，大小10多个会议室规模从
二三十人到千人不等，会场内部配备各
类现代化设施，每年迎来40万人次前来
参加拓展培训。

泰山村依托优越的绿化环境，集中
建设高档养老中心，提供“菜单式服
务”，发展家庭式养老，利用自然环境优
势积极开发特色家庭养老项目，逐渐形
成森林公园里居家养老的新模式。

目前，泰山村已形成培训、旅游、养
老三大支柱产业，在三大产业带动下，20
多个相关产业配套发展，创造1000多个
就业岗位，逐渐形成网状经济发展模
式。在外务工的村民陆续返乡就业，泰
山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每年
集体经济收入超千万元，接待旅游人数
超过100万人次。

到泰山村来的人多了，村里的农
家宾馆、有机餐饮农家乐、绿色食品土
特产超市也经营了起来，曾经外出打
工的村民纷纷返回故乡，他们在熟悉
的土地上，在崭新的新居内，依靠着集
体的力量走上了致富道路。

10年时光匆匆而过，泰山村民栽种
下的4000多亩林木也已郁郁葱葱，9个
自然村慢慢有了森林村落的感觉，“村
在林中建，房在林中现，水在村中流，人
在绿中行”的景象悄悄成为身边的景
色，村民们过上了向往的田园生活，真
正享受到了集体经济的福利成果。

当人们进入泰山村的时候，内心
欢喜的情绪肆无忌惮地流淌着，消失
的农作场景、失传的老手艺、珍贵的民
国文化，一系列文化风情表现得淋漓
尽致。来到这里可以体验浓郁的乡土
乡情、农耕体验、民俗文化，更能带领
我们重温乡土的味道，寻找年轮的烙
印，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里施行基本生活供给制，油、
盐、酱、醋、米、面、水、气费、电费，甚至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费用都由村“两
委”负责支付，此外还有大病救助和报
销制度，村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的古风气息扑面而来。

“泰山村有情怀，有追忆，还能感受
乡愁。”乔宗旺表示，泰山村正朝着建设
“家富、村美、民乐、人和”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目标阔步迈进，收获了“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全国生态文化村”“河南省最美乡村”
等多项奖励荣誉，不但被评为“河南省
知名品牌”，还是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级
魅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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