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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之前种庄稼收入少，家里勉
强维持生活。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外出又
不好找活儿。现在好了，在这里干一天就
能拿到 60元的工资，要是干一年能拿 1万
多呢。”在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李庄村花
源瓜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内，正在干活儿的
稳定脱贫户赵书芳拉着新郑市财政局驻
村第一书记岳富强的手说着自己的收入。

2019年，新郑市财政局驻村工作队和
村“两委”经过考察学习，引进了火龙果大
棚种植产业。2020年，火龙果开花结果，
虽然结果率不高，但这让大家看到了火龙
果在当地的适应性。在农户精心管护下，
2021年 6月，一茬又一茬的火龙果相继成
熟，一颗颗红果甚是喜人。

走进大棚，一排排差不多有一人高的
果树上挂着一个个即将成熟的火龙果，它
们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球，向人们诉说着生
活改变后的红红火火。

正在大棚内对火龙果进行管护的是该
合作社负责人丁韶华，拿着刚刚摘下来的火
龙果，他介绍道，这火龙果果儿大、果肉鲜红
多汁、甜度高、口感好，深受大家的喜欢。他
们家的火龙果之所以好吃，得益于财政局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从实际出发，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利用该村的地理、气候、
土壤、绿色等优势，经过多方学习考察，引进

了优质品种，保证了火龙果的产量和品质。
“今年6月第一批火龙果成熟收获，此

后不断地开花、结果，在火龙果植株上，往
往会出现花、幼果、成熟果并存的景象。
这样一直到 12月，一年中 6个月都有果实
出售。每月产量达到1000多斤，每斤可以
卖 15元左右，今年已经累计收益 10多万
元，收益颇丰。火龙果就是我们的‘致富
果’呀。”丁韶华说，他们还紧跟时代潮流，
顺应人们的喜好，大力发展起采摘业，“李
庄村紧邻具茨山，交通便利，很多城里和

周边的人都喜欢节假日带着孩子来游玩，
既可以让孩子们亲眼看看火龙果是怎么
结出来的，还能体验采摘的乐趣。”

因为火龙果寿命长、效益稳定，为了
更好地扩大种植、增加产量，今年，在财政
局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下，李庄村又搭建了
1亩多的大棚，正在育火龙果苗，明年 6月
中旬就能结果。红红火火的火龙果开启
了李庄村“果园+采摘”的特色种植新模
式，将带动更多村民致富奔小康。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边艳 文/图

本报讯 12月5日，位于新郑市老城南
街中段的新郑考院，在初冬暖阳和蓝天的
映衬下显得更加古朴典雅。

新郑考院是清代举行县级科举考试
县试的场所，目前保存的有东侧一进四合
院和西侧南北考舍各16间，西北部高台上
还有花厅 5间，是郑州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新中国成立后，考院一直作为教育场
所，曾经做过师范、中学，后来在此设立印
刷教学资料的印刷厂。

为了再现百年考院的古风遗韵，2016
年，新郑市文物部门对其古建筑进行了全
面维修，2019年又在本体修缮的基础上进
行了陈列布展，建成了考院博物馆，主要
展示古代科举制度相关内容。

站在考院大门前，记者看到，与原先杂
乱无章、斑驳破败的景象相比，有着百年历
史的新郑考院修缮后焕然一新。气派的门
楼下，朱红色的大门古色古香，大门上方蓝
底金色题字“考院”格外引人注目。

走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一进四
合院，院内桂花树依旧葱绿，让初冬的院
落也显得生机盎然。还有地上铺着的青
砖，房前被风雨洗礼过的石柱础，房檐下
工匠精心打造的砖雕，都再现了昔日考院
的风华和气派。

在四合院西侧南部也有一处院落，南
北分别坐落着考舍各 16间。经过修缮后
的考舍古色古香，内部为古代科举考试的
布展。古代学堂的复制、科举制度的介
绍、金榜题名场景的再现，让考院又有了
当时喧闹的文化氛围。

考舍北部高台上，还有花厅 5间。门
前的教场是古代武试的场所。花厅内部
为关于清代武科举考试的内容展陈，而在
花厅前面的空地上，几块中部挖空、方方
正正的大“石块”格外引人注意，这是清代
武科举考试评定考生力量的“制石”。前

来考院参观的人都要上前一试，看看自己
的臂力如何。

据新郑市文物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郑考院将作为考院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目前考院修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博物馆
筹备工作还在进行中。在不久的将来，新

郑考院将与新郑市郑国车马坑博物馆、黄
帝故里景区、南街古巷等历史文化资源相
融合，一起开发成一条富有新郑文化特色
的研学旅游线路。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聪聪 王凯 时伟超 文/图

跨越百年 惊艳时光 新郑这个地方揭开“神秘面纱”

新郑市财政局召开
“抓党建巩固脱贫成果”专题会议
真正置身其中
促进帮扶村社会和谐稳定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有关工
作精神，切实做好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各
项工作，全面巩固脱贫成果工作成效，11
月 12日上午，新郑市财政局召开“抓党建
巩固脱贫成果”专题会议。

会上，新郑市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中
心主任寇黎晓，就全市驻村第一书记工
作座谈会有关讲话精神和落实全市巩固
脱贫成果后评估工作要求进行了学习传
达。新郑市财政局驻具茨山管委会李庄
村第一书记岳富强，围绕关于高质量做
好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相关工作进行再
次细化分工。

会议要求，驻村工作队及帮扶责任人
要明确任务，提高标准，严格落实驻村工
作的各项要求；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想
办法把支部带优，把支书带强，把党员带
好，把风气带正，把发展路子带对，把发展
步伐带快，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要坚持系
统思维提升治理水平，真正置身其中，以
全局的、系统的角度去谋划工作，促进帮
扶村社会和谐稳定；要经常性地联系走访
群众，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
强帮扶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要以真
心为民的情怀和务实重干的作风，扎根基
层，埋头苦干，全面提升驻村工作的实际
成效和水平。记者 杨宜锦

具茨山管委会李庄村：

小小火龙果 映红致富路

为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脱贫基础更牢、成效
更好，特开设《奋斗百年路 起航新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栏目，推出系列报道，
讲述基层生动故事，激发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团结拼搏的昂扬斗志，推动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