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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种植菊花正当时，大家一定要
抓住这个时机，赶紧种植完，错过时节，
成活率就不高了。”5月 13日，在登封市
石道乡冠子岭村田间里，驻村第一书记
李白洁一边干活，一边催促着村民们赶
紧种植运回来的菊花苗。

冠子岭村地处山区，荒沙土地贫瘠，
农民生产靠天收，全村279户1279人，建

档立卡贫困户64户296人。
“冠子岭村比较偏僻，既没产业，又

严重缺水，村集体没一分钱的收入。
刚驻村时，面对村里现状，心里着实
没底，更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帮扶。”
李白洁说。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我们把发
展产业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

通过发展产业，增加老百姓及村集体经
济收入，提高冠子岭村脱贫攻坚质量。”
李白洁说。

“菊花耐旱性强，产量高，无污染、无
公害，该村多为沙土地，适合在本村种
植。”结合冠子岭村实际，登封市卫健委
驻村工作队经过多次考察，并邀请相关
农业专家实地调研，确定了杭白菊、金丝

菊规模化种植的产业发展路子。“今年我
们先期流转了60多亩地，贫困户的土地
就占了15亩，而且优先安排贫困户来这
里打工或者管理。”

今年 57 岁的贫困户张光献就是
菊花基地 4 个管理人员之一。“年纪
大了，外出打工也不行，正好村里发
展菊花种植，我又是贫困户，村里及
工作队时时处处想着我，这不，让我
来基地管理种植菊花。”张光献心存感
激地说。

“像老张这样的贫困户，从种植到管
理，再到采摘，全程都让他们参与，年底
按一定的比例给以分红。其他村民，如
留守妇女和老人也可到菊花园打工增加
收入。”李白洁介绍，待菊花成熟后，除将
协调医院进行收购外，驻村工作队还将
建设炕房和购进烤干设施就地烘干，拉
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形成种
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提高贫困群众收入水平，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望着新栽的菊花，冠子岭村村
民已乘着产业发展的翅膀，随着朵
朵菊花的盛开，正在实现新的致富
梦想。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通讯员 宋跃伟 文/图

■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建设生态登封多彩嵩山

登封：厚植生态优势，激活全域旅游
近年来，登封市算“绿色账”、走

“绿色路”、打“绿色牌”，厚植生态优
势。特别是去年以来，登封以打造
“生态登封、多彩嵩山”为引领，实施
“一山一园、一河一湖、六廊道六节
点”绿化工程，积极推进国土绿化提
速行动，使“看得见的地方美起来，看
不见的地方绿起来”，让登封的角角
落落都变得令人赏心悦目。

5月 5日，徐庄镇安沟村村干部
唐怀芳正带着村民给树木浇水。“这
一片种植的是皂荚树，一是这种树耐
旱，另外待树结荚时，还能采摘卖钱，
帮助群众致富。”唐怀芳介绍。目前，
安沟村已流转1500亩土地种植生态
林，有力地带动了贫困群众致富增

收。不仅是安沟村，徐庄镇祁沟、刘
沟、屈沟等村的土地也已全部流转用
于林果发展和造林绿化，森林覆盖率
达53.4%，位居郑州市乡镇第一。

如今的登封，颍河两岸花香草
青，嵩山上下树木葱郁。自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实施以来，登封已完成营造
林3.4万亩，生态廊道绿化1.05万亩，
森林面积达 77.8万亩，森林蓄积量
210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
42.5%。

在推进绿化工程的同时，登封还
发挥“文化、旅游、生态”三大优势，积
极开展嵩山与“天地之中”世界文化
遗产“双保”综合整治。同时加快石
道乡李窑村、君召乡黄城村等12个美

丽乡村建设，加强颍阳镇李洼村、大
冶镇周山村等24个历史文化和自然
生态风貌特色村保护开发，打造“一村
一品”升级版。今年“五一”假期，登
山赏景、农家风情、乡村民宿成为登封
旅游新亮点，登封接待游客突破44.3
万人次，同比去年上升39.11%。

据悉，未来3~5年内，登封还将对
环嵩山旅游公路以北地段进行亮化、
彩化、美化、香化、花化，把“春花”和
“秋彩”结合起来，体现远观山色、近
赏花香的意境，争取水、电、灯光上
山，不但使嵩山四季多彩，而且要达
到昼夜多彩的效果。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通讯员 宋跃伟 文/图

峰岭连绵堆绿叠翠，十里
溪谷碧水澄澈。河南登封大
熊山景区作为一家以乡村旅
游为底色的国家3A级旅游景
区，近年来，周边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青山绿水一年比一年
好看。登封的“绿色蝶变”不
仅体现在山水之间，在郑少洛
高速登封东下站口，一排排新
栽植的树木绿意盈盈，一簇簇
花草争奇斗艳，与不远处巍峨
苍翠的太室山连成一片，尽显
盎然生机。

■咱们一起奔小康

石道乡冠子岭村：植上幸福“苗”喜迎“黄金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