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月3日，登封市君召
乡宋沟村村民郑秋红早早来到村里
的香菇种植基地，换过工装后，就开
始忙着给香菇袋注水。她的脸上流
淌着汗珠，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郑秋红曾是宋沟村的贫困
户，由于缺乏专业技能，还要在家
照顾孩子，一直没能外出务工。
像郑秋红这样闲置在家的贫困妇
女，宋沟村还有很多。

“这几年，我们围绕宋沟村特
色种植和现有人才资源，着力帮
助贫困群众发展香菇、西瓜等富
民产业，有效夯实脱贫基础。”宋
沟村村委主任王书峰介绍，2018
年，村里在登封市政府办的驻村
帮扶下，争取上级资金建设了扶
贫项目香菇种植基地，并免费带

领村民学习香菇种植技术。郑秋
红主动报名参加学习，现在从原
料装袋、打穴接种、发菌管理到注
水采摘等各个环节都已驾轻就
熟。“虽然已经脱贫，咱还得鼓足
劲儿往小康奔，越忙越开心！”

自帮扶以来，登封市政府办
驻村工作队先后鼓励 3名村内种
植能手成立公司或合作社流转土
地发展特色种植。目前，宋沟村
按照“长短”结合的产业发展思
路，在帮助每一户贫困户参与村
内脱贫保底长效产业的同时，还
大力扶持贫困户发展家禽养殖和
西瓜、蔬菜种植等短效产业，确保
每个贫困户既能按时间要求脱贫
摘帽，又能长效发展不返贫。

昔日荒丘坡，而今致富地。

“香菇基地以前是一片荒岭，现如
今一座座香菇大棚连成一排，不
仅美了乡村，还富了百姓。现在
我们香菇基地年产香菇可达20万
斤，去年一年就为村民发放工资
十几万元。今年我们还申请资金
建设了冷库和烘干项目，进一步
延伸产业链条。”王书峰介绍。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我们将继续加强帮扶力度，
着力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抓好就业扶贫、政策落实和项目
建设，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质量，
确保脱贫质量更高、成色更足，朝
着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迈进。”驻
村工作队负责人信心满满。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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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光明媚，花香正
浓，溶洞、栈道、玻璃观光桥……
曾经的省级贫困村范家门村已经
华丽转身，变身旅游景区。

范家门村位于登封市唐庄镇
西北部的林台山上，海拔高度600
米至1136米，因耕地面积少、山地
贫瘠、缺水等因素成为省级贫困
村。

如何摘掉贫困的帽子？范家
门村“两委”多次召开党员大会，
2014年该村开始着手规划推进旅
游扶贫，决定让“山村老家”的旅
游道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早
在 2007年，范家门村就提出了禁
采、禁伐、禁牧，从根本上保护了
山区自然资源。村里借助扶贫搬
迁政策基本实现了整村搬迁，既

解决了群众生活和就业问题，也
为“美丽乡村”“山村老家”建设创
造了条件。2014年起，该村“两
委”连续 3年争取贫困山区区域
特色经济项目资金 2250万元，同
时自筹资金 3000多万元，修建旅
游栈道、登山步道、景观亭，建设
游客服务中心，开发了溶洞、栈
道、玻璃观光桥等旅游项目。
2018年 10月，范家门景区正式投
入运营。

“来，这边走，前面都有标
志，可以玩玻璃滑道、走玻璃观
光桥……”今年 45岁的董秋丽是
范家门村人，她应聘成为范家门
景区的工作人员，有了稳定的工
作和收入。“家门口就能上班，照
顾孩子、照顾家里一点儿不耽误，
做梦都没想到。”像董秋丽一样，

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就业问题的村
民有 80人左右。据了解，范家门
村一些新开工的项目所需的临时
劳动力也主要由村里解决。

2016 年，范家门村脱贫摘
帽。2019年，该村最后一户贫困
户彻底脱贫。“资源入股有分红，
经营项目有收益，公司上班有工
资。”范家门村党支部书记范建涛
介绍说，按照“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发展理
念，该村开展了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组建资产股份合作社，开
展土地承包权“三权分置”，组建
土地股份合作社，劳务、置业、房
屋、土地、集体资产样样都由合作
社来管理，范家门村正在共同富
裕的道路上携手共进。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文/图

范家门村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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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00多亩花椒树才吐
新芽，100多亩蟠桃树花开喜人。
摘掉贫困村的帽子后，登封市白
坪乡煤窑沟村田间地头已成为一
片希望的田野。4月 5日，阳光正
暖，煤窑沟村村民姚占朝开着拖
拉机在花椒地里翻地、除草。

今年62岁的姚占朝耕作的花
椒地全在山埂上，嫩绿的新芽经
过春雨的洗礼，充满了生机。“这
片花椒树已经种了3年了，我的任
务就是把花椒树管理好，今年有
个好收成！”

煤窑沟村的可用耕地少且缺
水，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为了
脱贫，村里引进了花椒种植。
2016年，该村成立合作社，用村民
流转的土地集体种植了 500多亩

花椒。村委副主任程跃华说：“在
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经过多次
考察，发现花椒耐旱，适合咱这里
种植。”最早种下的花椒树，今年
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花椒树种
上 3年就进入盛果期，按照 80块
钱一斤的市场价，每亩地农民可
以分到8000块钱左右。花椒树去
年已经挂果，今年会见效果”。

煤窑沟村是郑州市民政局的
对口帮扶村，马海红是民政局派
驻的第二任驻村第一书记，驻村
后，他的脚步已经踏遍了村里的
几个山头。他觉得，靠山就要吃
山。怎么个“吃法”？还得使巧劲
儿。“这山头上杂树很多，成不了
材，也带不来经济效益。我们向
果木研究所取经，在专家的指导

下种植了100多亩的蟠桃”。
村委门前的山坳下，成片的

蟠桃树花开正浓。“我们已经栽下
梧桐树了，就等引来金凤凰。”自
从栽下蟠桃树的那一刻起，马海
红的内心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发
展赏花、采摘、农家乐式旅游项
目。“我们依托周边的几个景点，把
客流引到煤窑沟。公共卫生间、停
车场、冷库等配套设施也基本上
建好了。今年蟠桃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开一个‘蟠桃大会’，
把旅游、慈善等内容跟扶贫结合
起来，形成拉长产业链条，巩固提
升脱贫成果，带领群众致富奔小
康。”马海红说。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文/图

煤窑沟村的蟠桃很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