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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庄村曾经人口稀少、
发展滞后，除了传统种植没
有其他任何产业项目，村集
体经济几乎为零。

2015年 8月，何高峰来
到这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进
行定点帮扶，协调多方力量
助力赵庄村发展。此后的 8
年间，又有 3任第一书记胡
心洁、方舟、陈潇相继扎根赵
庄村，帮助全村 65户 279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又引进产业项目，助力集
体经营从无到有，实现从“贫
困落后村”到“先进明星村”
的美丽蝶变。

如今，赵庄村成为郑州
市“美丽乡村”示范村、郑州
市“美丽庭院”示范村，今年
被省委组织部命名为“五星”
支部。“以前村里都是土路，
现在变成柏油路，花草树木
非常多，村里的文化广场都
成了游客打卡地。”赵庄村村
支部书记张庭栋说。

脱贫攻坚给乡村带来的
改变是翻天覆地的，村民的
获得感也是实实在在的，成
绩来之不易。在赵庄村的脱
贫攻坚建设工作中，张庭栋
与河南日报社（集团公司）驻
村工作队一起，着力完善基
础设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结合农村卫生厕所改造、污
水管网施工等工作，为村子
建设文化广场、观光道路。
同时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动员群众从小种植、微景观
入手，让村里的残垣断壁、荒
坡荒园变成各种小花园、小
果园，解决了一批建筑遗留
的难点问题，村落生态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民生基础推
进也在不断升级。

“驻村开展脱贫攻坚工
作，只有心里时刻想着村民，
才能真正把帮扶任务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
上，干出新成效。”方舟认为，
要想很好巩固脱贫成果，只
有摘帽不摘帮扶、持续发力
落实帮扶责任，才能巩固提
升脱贫成效。

“现在的村庄和之前比起
来简直大变样。”36岁的何彦
峰指着自家不远处的鸵鸟庄
园，脸上掩饰不住的喜悦，“以
前俺是在镇上做装修门市的，
好多年都没回来过了，村里路
修好之后，俺就回来承包了
黄桃园养殖鸵鸟，收益可
好。”对此，张庭栋也深有感
触：“不管是农业种植合作社、
农产品加工厂还是大棚果园，
工厂建起来自然就需要工人，
老百姓收入就会增加。”

2021年，赵庄村成功入
选郑州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进入转型发展的快车道。此
后两年，又先后争取各类资金
400多万元，对村里的基础设
施进行完善，文化广场、观光
道路、绿色廊道竞相落成。
在推进文旅发展的道路上，
多方捐赠苗木 1000多株，河
南日报社捐赠 15万元，邀请
专业团队设计的文化游园正
在施工……一桩桩汇聚成赵
庄村来之不易的“河南省卫生
村”“农村‘五星’支部”。

如今的赵庄村，楼房鳞
次栉比、马路宽阔整洁、春日
花团锦簇，车流行人往来不
绝，显现出一派生机繁荣。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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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风正劲，助农富民又一“春”

登封市赵庄村：从破落穷村到诗意田园
沿着343国道一路前行，来到

登封石道乡，车辆转入绿树成荫的
乡道，一座“桃源”便赫然在目,这就
是赵庄村。“谁能想到七八年前这里
还‘晴天满身土、雨天两脚泥’，是穷
得有名的省级贫困村。”作为赵庄村
驻村第一书记，何高峰曾在这里立
下沉甸甸的誓言，“我的第一任务就
是帮赵庄村摘掉贫困的‘帽子’！”

如今，极目远眺，山峦叠翠、
林海葱郁，近处农产品展销中心
品类丰富、近千亩生态林果绿意
盎然……一幅美丽乡村的山水画
卷正在嵩山脚下徐徐铺展。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石闯 宋莹玉 文/图

仲春时节，看着果树长
势良好，示范园老板王德五
干劲更足。“国家大力提倡
乡村振兴，我们就开动脑筋，
向土地要收益。”王德五说，
他的“为民高效”生态农业示
范园区包含厂区 5500平方
米，基地种植面积600余亩，
种植品种扩展到黄桃、葡萄、
草莓、西瓜等果蔬。

“我们还建设了智慧农
业项目，农场云管理、智能
水肥一体化节能灌溉、农产
品追溯、视频监控四大系
统，电脑、手机远程操控。”
王德五信心满满地表示，要
将园区打造成黄桃、葡萄和

香瓜等农作物生产引领区、
现代科技农业示范区。

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
兴是重中之重，关键就是要
把土特产琢磨透：陈家门
醋、罐子岭艾草、小苍娃芥
菜、石道牛肉……这些登封
土特产正越来越多地出村
进城，卖出好价钱。

如何在“特”字上做好文
章，重在突出地域特点，打造
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品？
“登封芥菜在2021年获得农
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
书，就像登封的武术一样家
喻户晓。赵庄纯手工制作的
芥菜有独特的汆味，特色就

是卖点。”赵庄村支部委员同
时也是“垦田翁”农产品加工
厂厂长的贺豪杰表示，“公司
每年向周边村民采购芥菜和
其他农产品10万余斤，提供
就业岗位30个，人均收入达
2万元，2022年营业收入达
58万元。”依赖着登封山林
的基础性优势，赵庄村“垦田
翁”牌农产品和纯手工辣椒
酱、韭菜花酱、白蘑菇酱、粉
条等，品种越来越丰富。

记者在赵庄村农产品
展销中心大门口看到，几辆
旅游大巴整齐排列，游客们
正在展销大厅里选购特色
农产品。

陈潇作为河南日报社
（集团公司）驻赵庄村第四
任书记，如何在村庄现有基
础上创新开展帮扶工作，成
为她 2022年 12月进驻赵庄
村以来一直思索的问题。

在4个月的考察和走访
中，陈潇将村子里现有的经
济产业进行概括汇总。“我们
有种植专业合作社、500亩
艾草种植基地、500亩林果
基地，建立了农副产品加工
厂、农副产品展销中心。”陈
潇说，采摘休闲游和研学游
逐渐兴起，特色产业和乡村
旅游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
彰，她认为，文旅研学将会是
赵庄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赵庄村属丘陵中的平
原，生态保持完好，交通便
利，紧临343国道，车程距郑
州西南站70分钟，距少林寺
37分钟，距中岳庙、嵩阳书

院和观星台30多分钟，而且
距洛阳龙门石窟也只有 56
分钟，非常适合开发文旅研
学项目。”陈潇说。

在陈潇的带领下，“‘嵩
岳之娇’秀三月”大型广场
文化活动在赵庄村启动。
一场 50分钟乡土味道和新
时代气息兼具的文艺汇演，
演绎出嵩岳文化的独特风
情，受到当地百姓和社会各
界的赞许。

无论是登封圆峰文武
学校教练、学员为营员们表
演少林功夫，“寻艾”课程中
带孩子们走进该村500亩艾
草种植基地亲手制作艾草
香包，还是结合赵庄村“嵩
山甜蜜果蔬之乡”的定位，
走进桃林采摘，以广阔的田
野为课堂，了解赵庄村周边
“颍水春耕”等源远流长的
农耕文化，都是乡村振兴文

旅研学道路上的成功探索。
围绕“嵩山甜蜜生活体

验地”的总体定位，陈潇认
为下一步应当重点发展研
学产业。“目前村里有 40来
亩废弃的老宅可以开发，附
近缺乏中高端的食宿地。
如果这些老宅开发成中高
端民宿，便可以赵庄为支
点，以石道乡为中心，撬动
整个登封市的文旅资源，吸
引周边郑州、洛阳、许昌的
市民来这里研学，体验农耕
文化和红色文化，感受脱贫
攻坚精神。”陈潇说。

从破落村庄到诗意田
园，如今在新时代广袤田野
之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的春风相继吹拂赵庄村的
青山绿水。乡愁有处可依、
产业升级提档，赵庄村正着
力描绘着产业发展带动村
民富裕的“振兴梦”。

文旅研学打造嵩山脚下“新赵庄”

坚守民生底色构筑“美丽乡村” 合力助农奏响经济发展“春之曲”

游客在赵庄村农产品展销中心选购特色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