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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金秋，
谷子飘香。历经
春风夏雨的洗
礼，谷子早已把
高昂的头谦卑地
低了下来，在微
风中含着微笑向
过往的人们频频
点头致意。卢店
镇景店村北街，
一处无边的谷子
田野，自然逃不
过嵩山脚下一群
“追着美丽奔跑”
摄友的美眼。沉
甸甸的谷穗、金
灿灿的收获，“咔
嚓咔嚓”，一张张
美景呈现出来。
登封融媒记者
邓凤梅

秦松岭秦松岭 摄摄

本报讯 时值金秋，走进
登封市石道乡上窝村的核桃
园，蓝天白云下是一片郁郁葱
葱的核桃林，地上是碧绿的落
果。村民们手中挥动着杆子，
正热火朝天地打核桃。

这片核桃园是杜巧梅承
包的，她曾是上窝村的贫困
户，通过在合作社承包土地进
行种植生产，生活逐渐富裕起
来。“那时候一年一个家庭收
入两万块钱都算了不起了，现
在光合作社一年我也收入两
三万，加上俺老头也打工，一
家就收入六七万块钱。以前
是顾温饱，现在是奔小康，你
看我现在车也买了，新房也装
好了，我都搬进去了。”

建立合作社，强化土地
流转，发展产业项目，上窝村

的贫困户通过就业和创业实
现脱贫。杜站昌就是其中一
位“受益者”，谈到自己的收
入，他喜上眉梢。“流转土地
有一部分收入，现在每天在
合作社干活一天 50块，一个
月又有 1500块，承包着合作
社土地，以后还有分红。天
天有活干，不用出远门，在当
地就能干活，收入比以前高
多了，我相信以后是越发展
越好。”

上窝村隶属于登封市石
道乡，全村有省级贫困户 7户
19 人，截至目前已全部脱
贫。2018年，李亚东被登封
市交通运输局派驻到上窝村
任第一书记，今年上半年期满
轮换，他又主动向组织请缨，
继续留任。

驻村期间，他用心用情为
老百姓办实事谋好事，筹集资
金为民修路，以实现“村民增
收”为目标，积极为发展村集
体经济“增力”。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
振兴，上窝村通过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拓宽了村民增加收
入的路子。李亚东说，经过我
和村“两委”共同努力，引进项
目，多方筹资，先后建成了量
子南瓜示范园、千亩药材种
植基地、梨园、核桃园等，还
有一座养牛场，让老百姓通
过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务工，
同时与合作社签订合同等方
式，促进老百姓就业，增加老
百姓收入。
记者 李晓光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白坪乡西白坪村

火红辣椒映红村民新生活
本报讯 秋天是收获的

季节。在登封市白坪乡辣椒
种植基地，火红的辣椒挂满了
枝头，随处可见村民劳作的忙
碌身影。红彤彤的丰收景象，
映红了人们的笑脸，也映红了
老百姓的好日子。

“早上吃过饭就和邻居们
一起来摘辣椒，边聊天边摘辣
椒，一天轻轻松松就能挣 80
元。”白坪乡西白坪村村民孙
战北提起村里发展辣椒种植
赞不绝口。

由于山区地域限制，多年
来，白坪乡的村民大部分以种
植养殖、外出务工等方式为主
要收入来源。自 2017 年以
来，白坪乡狠抓产业扶贫，把

发展辣椒种植作为产业结构
调整的“重头戏”，并把西白坪
村作为种植试点，以点带面，
大力发展辣椒种植。

在白坪乡东白坪村辣椒种
植基地，记者见到了种植辣椒
受益大户崔天敏。2018年，他
在东白坪村流转了 80亩土地
种植樱桃；2019年，他在樱桃
树的间隙套种了红薯，虽然
当年红薯有了个好收成，但
销路遇到了问题。“后来听说
西白坪村发展辣椒种植，还
签订辣椒种植收购协议，今
年我就套种了 70多亩的辣
椒，没想这头一年每亩就收
入了近5000元。”

为做大做强辣椒种植产

业，西白坪村与郑州市隆赫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
同，由隆赫农业以用工、收买、
协作等方法与贫困户协作，采
用“统一供种，统一标准化种
植，统一技术管理，统一回收，
统一品牌销售”的模式，大力
发展辣椒种植特色经济产业，
切实解决了销售难题。

目前，在白坪乡党委政府
的引导和带领下，全乡已发展
辣椒种植示范基地 2000亩，
通过种植、回收、深加工等全
产业链运营，红辣椒产业已
成为白坪乡乡村振兴的支柱
产业。
记者 李晓光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本报讯 菊花朵朵开，财
源滚滚来。9月 15日，望着
一片片含苞待放的菊花，登
封市石道乡陈家门村党支
部书记陈水平脸上带着丰
收的喜悦。“自去年实行流
转土地，发展菊花种植，不
但给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
位，还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
入。这多亏了驻村工作队
和霍书记呀！”

陈水平口中的霍书记是
郑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驻
陈家门村第一书记霍福。

“2017年刚到陈家门驻
村时，村里基础设施差、环境
脏乱差、社会治安差、经济条
件差。”提起当时状况，霍福至
今记忆犹新。

陈家门地处山区，共 250
户 1087人的村庄零星地分散
在 7个自然村，村民居住比较
分散。土地贫瘠，种地靠天吃
饭，基础设施十分薄弱。村里
更没有村集体企业，建档立卡
贫困户11户42人。

霍福送“福”。陈家门村
村民提起霍福，大家都会异
口同声地说：“霍书记就是引
领俺们村走上致富路的‘福
星’呀！”

“要想脱贫奔小康，首先
得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霍福说，郜新献就是通过自身
劳动脱了贫。“霍书记给俺村
修路、搞卫生、架自来水、装路
灯、种菊花……今年俺闺女高
考后，他又给闺女联系暑期短

期务工、申请阳光助学等，人
家图的啥，咱有啥理由不努力
干呢！”如今，郜新献搞起了养
殖业。“现在养了 6头牛，到明
年能发展到十几头，相信俺的
日子会越来越好。”郜新献精
神头十足。

“陈家门是郑州市的义
务植树基地，生态植被好，
村里又发展了菊花种植，花
开时即可观赏，采摘后又能
卖钱，下一步，我们将利用
良好的生态优势和产业优
势，发展民宿，走乡村旅游
发展道路。”霍福又为陈家
门的未来“幸福”谋划着新
的规划。
记者 李晓光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石道乡陈家门村

致富路上的“福星”书记

石道乡上窝村

丰收季里的幸福故事

吴增耀吴增耀 摄摄

冯福军冯福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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