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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店镇黑石关北村
乡村振兴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近日，记者来到巩义市康店镇黑石关北村，
干净整洁的道路、修葺一新的312省道两侧整
洁有序、树木花草繁茂，正在修整的村内四通
八达的道路，荒废了20多年的旧大队部旧貌
换新颜……

这是康店镇加快“摘星夺旗创三宜”的一个
缩影。随着巩义市“摘星夺旗创三宜”和“亮赛
比”活动的深入开展，康店镇广大干群紧随乡村
振兴发展步伐，紧扣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突
出党建引领，坚持富民增收，着力改善环境，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环境大大改善，一切
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
记者 李晓霞 巩义时报 孙淑霞 文/图

“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环
境也不比城里差，而且道路越修越
宽，四通八达，这在以前想都不敢
想。”村民孟建宗满脸笑容。

记者走进黑北村大北沟，犹如
一处世外桃源，在半沟坐落着一幢
漂亮的蓝瓦白墙的美丽庭院格外引
人注目，门前翠竹掩映，院内小桥流
水，花草错落有致，田园气息浓厚，
屋里院里的角角落落整洁有序，处处
彰显着家中主人的勤劳与匠心。这
就是黑北村三组村民周曾辉的家。

这是一个六口之家，男主人
周曾辉从家庭小作坊开始，经过

艰苦创业成立了河南省宁基家居有
限公司，安排解决本村劳动力就业
30余人。周曾辉不忘乡邻，2020年
3月他拿出近万元为大北沟购买了
12面大鼓，成立了红红火火的大鼓
队，还专门请了老师手把手教。他
们全家人都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建
设，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三宜
黑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美丽庭院+家风传承”，使康店
镇黑北村庭院既有“颜值”又有“品
质”。一户庭院就是一处风景，家家
户户便串起了美丽乡村。传承中国
的传统美德、良好家风，提倡健康绿

色生活饮食、抱有积极健康的生活
态度……如今的黑北村，鸟语花香、
绿树成荫；农家小院，窗明几净；村
里村外，文明成风，承载着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该村深入
推进“美丽庭院”创建，“美丽”步伐
更快更实了，从“一处美”到“一片
美”，从“几村美”到“村村美”，“美
丽”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由
主要动员妇女群众去打造美丽庭
院，向全员动员的方向去转变，形成
了男女老少积极齐上阵的打造氛
围，也让家风美引领好风气。

黑石关北村（以下简称黑北村）
西依邙岭，陇海铁路、伊洛河绕村前
通过。与河东岸的春秋阁遥相呼应，
山清水秀，风景旖旎，洛水东有黑石
山，因地处古关隘而得名。黑石关古
称黑石渡，是洛水渡口之一，有“黑石
通津”之说。因地处汴、洛要冲，两岸
邙岭相对如门，是古代交通的咽喉，扼
控巩洛之中，为历代险要之关，被誉为
“东都门户、两京锁钥”，是西入古都洛
阳、东进古都开封的古道旧关。

传说当年大禹治水，东进行至
偃师与巩县交界处，发现前面有一
山头挡住水路，就抡起神斧，将此山
头挖开，形成一个关隘，名为“黑石
关”。古时西黑石关同东虎牢关、南
轘辕关、北黄河天堑成就巩县城“山
河四塞 巩固不拔”之说 。

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船过此地，
看风景秀丽，一时兴起，挥笔写下千
古名篇《洛神赋》；豫商康百万的船队
也曾在此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朝

慈禧太后逃难过此入康家，也留下了
许多传说。

1944年 10 月 12 日，皮定均、
徐子荣率领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
支队夜袭黑石关，在陇海铁路黑
石关桥，歼灭日军一个小组和伪
军 100余人，击毁日军小汽船13艘，
解救修桥民工 2000余人，扩大了党
和八路军在豫西的影响。

黑石关从 1980年分为南北二
村，黑北村名沿用至今。

黑北村党支部书记孟庆功带领
村“三委”班子，敢想敢干，敢闯新
路，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为村里
的发展尽心尽力，无私奉献，赢得了
百姓的赞誉。

党建工作亮点纷呈。为夯实阵
地，该村利用20世纪80年代长期废
弃的学校，投资140万元，改造成一个
党群服务中心，各个功能室齐全，有学
雷锋志愿者服务站、图书阅览室、青少
年活动室、多功能活动室等，又投资
40万元内设绿城妈妈和儿童之家。

原 80年代的大队部，长期荒芜

废弃，恢复原貌，加以改造，收集老物
件，投资25万元，打造成村史馆。

近年来，该村总投资 210万元，
对全村12个村民组吃水管道进行更
换改造，新打三眼机井，井深460米、
280米、130米，彻底解决全村群众吃
水问题；新硬化道路 7.9公里，解决
群众出行难，总投资 160万元；另加
宽整修水沟道路正在施工，总投资
300万元，长 3.9公里、宽 5米，2020
年底完工。对沿线铁路廊道进行整
治，拆迁面积9000平方米，然后投资
60万元进行填土绿化。

投资 40万元，对村老卫生所拆
除改造，全部更新内部设施，增添设
备，打造巩义市一流卫生所，极大方
便了群众就近就医，节约了医疗支出
成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的目标，群
众就医环境及就医条件明显改善。

投资 20万元，打通水沟连接大
小北沟岭长1200米、宽12米的道路。

连年来，黑北村先后被评为四项
基础制度建设先进村、居民养老保险
先进村、安全稳定村、创文工作先进
村、生态水系建设拆迁先进村、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先进单位等。

建设美丽乡村，其终极目标就
是要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真正富
裕起来。

为此，全村整体推进青山工程，
流转土地面积 3800亩，种植杜仲经
济林，打造杜仲基地，发展杜仲产业。

“一般人只知道杜仲是中药药
材,其实它全身都是宝。”孟庆功告
诉记者，杜仲是中国特有古老树种,
是具有极高开发价值的树种,然而
目前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
应用。

“真正了解到杜仲的价值,才发
现这个产业大有可为。”黑北村这个

面积达 3800亩的杜仲种植基地，是
该村为村民增收的法宝。

作为药材的是杜仲的树皮,根据
《本草纲目》记载：“杜仲,能入肝补
肾,补中益精气,坚筋骨,强志,治肾虚
腰痛,久服,轻身耐老。”实际上,除了
树皮,杜仲的叶、花、果等皆有食用和
药物价值,可以说浑身是宝,这也使
杜仲拥有“植物黄金”的美誉。

据孟庆功介绍,杜仲有雌雄之
分,雄树结雄花,雌树长雌果,可以把
雄花炒制成杜仲雄花茶,从雌果中提
炼出杜仲籽油。杜仲叶经过细加工
能产出杜仲精粉,也能粗加工制成饲

料,里面含有的绿原酸成分是一种天
然抗生素,可以取代人工抗生素。

此外,杜仲树还能提炼出橡胶,
杜仲橡胶被视为国内相对匮乏的天
然橡胶的替代资源。

“发展杜仲产业能为我村提供
就业岗位,涉及种植、生产、交易、服
务等多个方面,给村民带来更多收
入,也能带动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村庄正在变美、产业逐步变强、
村民逐渐变富，如今，一幅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三宜”乡村新画卷正在
邙山岭大地徐徐展开。

“美丽庭院”扮靓美丽乡村

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聚焦民生办实事 提升群众幸福感

紧抓特色产业 增强发展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