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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汤镇十亩地洼村是扶贫开发重点
村，因村前有一块 10 亩大的耕地，整个村
貌由 5 个山洼洼组成而得名。在 2016 年
的高考中，该村 9 名高中生全部考取本科
以上大学，其中 5 名属于重点大学。同
时，该村还有 4 名在读大学生考上了研究
生。

一个山沟里的贫困村，是什么样的能
量，在同一年出了这么多的大学生？带着
内心的疑惑与好奇，8月下旬，记者走进了
这个山水环抱的村庄，走进了这些年轻学
子的家庭，了解这个“状元村”背后的故
事。

“只要他说买书，我从来都
不含糊”

张金雨的家掩映在树林深处，门前种
着翠竹，小院落收拾得很整洁。进了堂屋，
记者立即被这个家庭里的摆设吸引和震撼
——左侧墙上，全部是张金雨的奖状，右侧
墙上，全部是他妹妹的奖状。堂屋的后墙
前，是一个大大的展示架，上面不是如普通
人家一样展示着工艺品，而是一排排的书，

全是古今名著。
今年18岁的张金雨，圆脸、微胖，在北

京大学自主招生笔试、面试综合评价中位
居河南省第一名，高考成绩 667 分。谈起
学习心得，张金雨脸上漾着微笑：“我喜欢
读各种各样的书，紧张的高中学习之余，看
书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自主招生考试
中，有一道题是关于刘震云《一句顶万句》
的，刚好这本书我看过，做起来就非常
顺。”

谈起看书，他的父亲张东方告诉记者，
“别看俺家不是很有钱，但俺不穷孩子，只
要他说买书，我从来都不含糊。”他捋起袖
管说，“有时候衣服穿得袖口都毛了，也不
舍得买新的。省下来的钱，给孩子买书，不
心疼。”

张东方今年 43 岁，在十里八村，许多
人都知道这个热心肠的汉子。“路上有个石
头挡着道了，别人都会绕过去，他哪怕正骑
着车走，也一定会停下来把石头挪走。去
年天大旱，他自己做了送水车，给住在山里
的人送水。他的善举深深影响着孩子，让
金雨乐观、向上、充满了正能量。”十亩地洼
村小学教师赵春洋说。

“孩子上学，花再多的钱也
要供”

王克磊的家与王凯祥家隔河相望。他
的家庭条件相对较差，土木瓦房掩映在村
落林间。院落里小蜜蜂“嗡嗡”飞舞，一排
排蜂箱整齐摆放。为补贴家用，王克磊的
父母在自家的院子里养蜂。王克磊是9名
学生中唯一的艺术生，学的美术专业，画
板、画笔、画纸、水彩、水粉等等，学习花费
比一般学生要高。

王克磊的父亲说：“孩子上学，花再多
的钱也要供。”

同行的人问王克磊会不会养蜂，他二
话没说，搬开蜂箱上的盖，小心地抽出爬
满了蜜蜂的小木板，认真地察看蜂蜜情
况，“嗡嗡”乱飞的蜜蜂丝毫没有影响到
他，似乎他手中捧着的是一个极好的艺术
品。

“先去苏州，看我爸爸”

王凯祥的家，门前是潺潺流水，屋后是

郁郁青山，小小的院落，很是利落。
王凯祥的成绩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

都和张金雨不相上下，两人也是好朋友，平
时他们几个总是互相切磋学习、共同进
步。在高中二年级，王凯祥突然得了腰椎
间盘突出症，疼得没有办法再坐在教室里
学习。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得到消息，慌
忙赶了回来，休学、治疗、调养，在高考前半
年，才又重整精神，奋战备考。最终捷报传
来，王凯祥被浙江大学录取。

王凯祥个头不高，但稳重、大方。谈起
学习经验来头头是道。王凯祥的母亲和他
站在一起，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当笔者问
他：“去过杭州没有？”他笑了：“没有。开学
了准备提前一周出发。”

“去逛逛西湖？”
“不，先去苏州，去看我爸爸，我爸爸还

在苏州打工。”
离开时，我们在小桥旁边的玉米地头

给几个孩子照了张合影，青山、青草、清水、
青纱帐，几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学骄子站
在一起，怎么看都是一幅写满了希望的风
景画。

（本报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雷小军）

藏在山沟沟里的“状元村”
——走进下汤镇十亩地洼村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9 月 11 日至 12
日，在第六届“华合论坛”主会场及“华合论
坛”刘氏企业家项目对接洽谈会上，鲁山县
成功签约 13 个合作项目，总金额达 80 亿
元。

在市会议中心“华合论坛”主会场，鲁
山县委书记杨英锋带领县相关单位负责人
参加“华合论坛”开幕式及合作项目签约仪
式。

在“华合论坛”刘氏企业家项目对接洽
谈活动中，杨英锋与刘氏企业家及客商进
行座谈，推介鲁山的资源优势，对多年来世
界各地的刘氏宗亲始终关注、关心祖地鲁
山，大力宣传鲁山、推介鲁山，为鲁山各项
事业的发展进步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
谢。

杨英锋说，鲁山是国家级贫困县，正在
全力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县委、
县政府深入实施“生态建县、旅游兴县、农
业稳县、工业富县、文化强县、依法治县”六
大战略，坚守“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党风廉
政建设”三条底线，做好“生态保护、旅游提
升、脱贫攻坚”三篇文章，突出“开放招商、
经济运行及项目建设、城市创建、民生改
善、文化繁荣、党建工作”六项重点的发展
举措，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努力建设生态宜
居、富裕文明、平安幸福鲁山。希望各位企
业家一如既往地关注鲁山、宣传鲁山、投资
鲁山、兴业鲁山，为鲁山的发展奉献力量，
把鲁山建设得更加富裕文明美丽。

在“华合论坛”刘氏企业家项目对接洽
谈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会良在县情介

绍时说，鲁山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
良，历史文化悠久、人文底蕴深厚，山川秀
美宜人、旅游蓬勃发展，区位优势明显、交
通条件便利，基础条件良好、发展潜力巨
大，合作商机无限，是一方充满生机、充满
活力和希望的热土。县委、县政府将把优
化发展环境作为全县一号工程来抓，全力
为广大客商提供全方位、无间隙的贴身、贴
心服务，与客商在更广领域和更深层面开
展交流合作，打造更加美好的故土家园。

来自马来西亚的中华总商会名誉顾
问、汉联机构副执行主席潘斯里拿汀刘陈
慧玉女士，马来西亚汉联机构董事经理刘
国强先生及夫人陈莉丝女士，马来西亚新
山中华商会会长刘国胜先生，世刘会常务
副主席、香港刘氏宗亲总会有限公司董事

长、加拿大大丰行主席刘孝德先生等刘氏
企业家及客商参加了第六届“华合论坛”和

“华合论坛”刘氏企业家项目对接洽谈会。
与会企业家在鲁山期间还先后到县产

业集聚区实地参观考察了万通通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河南鲁吉兰实业有限公司、河南
靖焜实业有限公司。

据了解，鲁山县在第六届“华合论坛”
主会场和“华合论坛”刘氏企业家项目对接
洽谈会上共签约13个项目，签约金额达80
亿元。其中，在“华合论坛”主会场签约中
国丝绸家纺之都文化创意园等 11 个合作
项目，签约金额 65 亿元；在“华合论坛”刘
氏企业家项目对接洽谈会上签约鲁山沙河
城区段环保治理综合开发等两个合作项
目，签约金额15亿元。

第六届“华合论坛”上鲁山县签约13个项目
总金额达80亿元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胡晓）
大年沟村位于熊背乡政府西北4公里处，
是该乡9个贫困村之一。近年来，随着党
群服务体系和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展延伸，
该村依靠党建引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效果
日益凸显。

大年沟村血桃种植已有百年历史，
该村紧紧围绕“一村一品”发展战略，依
托远程教育培训和产业扶贫到户增收项
目，加大对血桃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成
立了血桃种植合作社和特色产业党支
部，注册“中山寨”“大年沟”商标，并组建
以党员技术骨干为主的志愿服务队，对
全村的血桃基地实行修剪、打药、追肥、
浇水“四统一”管理，走出了“党建统领、

种植户共管、老百姓得实惠”三方互利共
赢同发展的新路子，有效促进了血桃种
植产业连片发展。

该村以党员活动室为阵地，定期对党
支部党员进行教育培训。为推进血桃产
业发展、增加果农收入，村党支部依托远
程教育平台、举办专题培训班、邀请农科
院专家到村指导等方式，引导农户坚定科
学种植信心。

加强党群服务站建设。在县、乡两级
的指导下，成立了村党群服务站，设立了
现代党员远程教育室、图书阅览室、红色
网络教育室等便民服务设施，每周一到周
五由村干部轮流值班。同时借助服务站
功能，大力开展血桃种植培训，有效带动

了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许多在外务工
的村民也纷纷返乡，加入到了血桃种植的
行列。

为搭上“互联网+”时代快车，村党支
部还开通了“大年沟村”网站，内容涵盖村
庄概况、本地新闻、党的建设、血桃历史、
合作社、历史与辉煌等，全景式展现村容
村貌和血桃种植规模，积极对外推介，为
血桃销售插上翅膀。今年血桃销售季节，
大年沟村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前来购买
的客户络绎不绝，血桃供不应求。

如今全村的血桃种植面积已达 2400
多亩，种植户突破 170 多户，占全村农户
的 80%，广大农户靠血桃产业鼓起了“钱
袋子”。

大年沟村：党建引领助推血桃产业发展

9月1日，瓦屋镇土桥村村民焦禄正在种
植袋料香菇。

据悉，该村以海扶山香菇种植合作社为

依托，目前已建成香菇种植大棚88个，种植袋
料香菇35万袋，带动16户贫困家庭走上了致
富道路。 朱亚飞 摄

瓦屋镇：
香菇种植开辟致富新路子

9月 8日，村民正在张官营
镇吴营有机蔬菜示范园苦瓜种
植基地采摘苦瓜。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目前
基地种植苦瓜 50 亩，每亩年产

量15000斤。同时，该基地采用
立体种植，在苦瓜下面套种西
瓜、甜瓜，每亩地年利润达9000
元，吸引周边 50 余名群众到基
地务工。 马松昭 摄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
员李东旭）9 月 5 日一大早，富兴
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许青义就来
到磙子营乡石岭村，与该村干部
商量收购玉米秸秆的事情。

据了解，为综合利用玉米秸
秆，磙子营乡积极组织有条件的
肉牛养殖场抢抓有利时机，迅速
开展玉米秸秆青贮工作。

“玉米秸秆经青贮后，奶牛、
肉牛都吃得香，食量大了，产奶
量和产肉量也增加不少，玉米秸
秆青贮好处多得很呢。”石岭村
村委会主任蔺希园告诉记者，原
来人见人烦的玉米秸秆，现在成
了奶牛、肉牛养殖户眼里的“香
饽饽”。

记者在富兴牧业有限公司看
到，门前出售秸秆的车辆排起长
龙。青贮池旁边，伴随着机器的
轰鸣声，一缕缕嫩绿的“青草”从
机器中喷射而出，一股清甜的气
息扑面而来。“以前的机器‘吐’出

的碎玉米秸秆掺杂了很多硬块、
碎皮，而且在青贮池内自然发酵
时间过长容易发霉，营养价值
低。今年，我们引进新式铡草机
加工秸秆，经机械拉丝、揉搓后

‘吐’出的碎秸秆细嫩清香，营养
价值大大提高，秸秆利用率由
60% 提 高 到 90% 以 上 。”许 青 义
说。该公司现有肉牛660头，为做
好今年的玉米秸秆青贮工作，公
司在乡政府的帮助下新建秸秆青
贮池 3座、干草储存仓库两座，专
门购置了青贮机、铡草机、铲车等
机具，预计今年可青贮玉米秸秆
5000 吨。同时，可利用干草储存
仓库储藏秸秆 2000 吨，保证肉牛
冬季饲料。

磙子营乡 8 家养殖企业以每
公斤 0.12元到 0.13元的价格收购
玉米秸秆，按照亩产 2000 公斤玉
米秸秆核算，可使农户每亩增收
240 元到 260 元，极大地调动了农
户售卖玉米秸秆的积极性。

推广玉米秸秆青贮
磙子营乡促农增收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游小勇）
近日，鲁山县召开弘扬墨子文化学习航天
精神座谈会，来自县内外的墨学研究专家、
学者及宣传、文化、科技、教育界的代表参
加了座谈。

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的成功发射，意义非常重大。座谈会上，大
家踊跃发言，就如何弘扬墨子文化、学习航
天精神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墨子文化与航天文化一脉相承，是中
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这次“墨子”号卫星完美腾飞，实现了墨子
文化与航天文化的深度交融，彰显了中国
文化和中国科技的高度自信，全世界华夏
儿女为之自豪和骄傲。会上大家达成共
识——作为墨子故里，鲁山要立足实际，抓
住特点，体现优势，通过举办墨子文化大讲
堂，开展以墨子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鲁山历
史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景区、进农村等

“五进”活动，增强科技自信、文化自信。同
时，要加强墨子文化有形化建设，实现文
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鲁山召开弘扬墨子文化
学习航天精神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9 月 8
日，2016 年全国扶贫国际交流合
作与外事培训班（鲁山现场会）召
开，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国务院扶
贫办有关领导和各省、直辖市和
自治区扶贫办负责人参加培训
班。

培训班学员分两路参观考察
了熊背乡桃园沟村世行五期扶贫
项目、葛庄村世行五期扶贫项目，
并与当地群众进行座谈。与会学
员对鲁山县的扶贫工作称赞不
已，认为扶贫工作卓有成效，有许
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和推
广。

据了解，世行五期扶贫项目
自 2009 年在鲁山县实施，至 2015
年 结 束 ，累 计 投 入 项 目 资 金
3497.2 万元。其中，社区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分项目（CDD）累计
投入项目资金 2857.2 万元，有效
改善项目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提
高了农户的生活质量；社区发展
资金分项目（CDF）累计向12个社
区互助社注入项目资金341万元，

有效缓解项目村农户用于增收致
富产业信贷资金短缺的矛盾，提
高了项目村农户的收入和福利水
平；CDD/CDF 能力建设累计投
入项目资金 79.8 万元，帮助 1715
人掌握了增收技能，提高项目区
农户脱贫致富的能力；项目管理、
监测和评价分项目累计投入项目
资金157.5万元，有力保障了世行
五期扶贫项目的顺利实施；土地
可持续管理和适应气候变化分项
目（GEF）累计投入项目资金 61.7
万元，有效提高了项目区抵御极
端气候事件的能力，降低了应对
未来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鲁山县世行五期扶贫项目共
涉及行政村 28 个，多分布在山区
和丘陵区。项目实施初期，项目
区 总 人 口 37363 人 ，贫 困 人 口
15353 人，贫困发生率为 41.1%。
项目实施结束时，项目区总人口
41194 人，贫困人口 742 人，贫困
发生率仅 1.8%，有 14611 人脱贫，
贫困发生率降低了 39.3 个百分
点。

全国扶贫国际交流合作与外事
工作培训班（鲁山现场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
讯员马松昭）“这种柿子树病虫
害少、挂果早、产量高，便于管
理……”9 月 8 日，县林业局高
级工程师周耀伟在张良镇纪营
村优质甜柿示范基地为前来观
摩的人员进行讲解。

当天，县科协为推广新技
术，让更多群众依靠科技增收
致富，组织各乡（镇、办事处）相
关负责人先后来到张良镇优质
甜柿示范基地和张官营镇吴营
有机蔬菜示范园苦瓜种植基
地、华森莲藕种植基地，进行参
观学习交流。

每到一处，示范基地负责
人都详细介绍了园区的投资规
模、建设、产品销售流程、年产
效益等情况，参观人员实地察
看了园区种植规模、基地建设
等，了解基地发展状况、生长周
期和带动群众就业等情况。

“通过参观学习，长了见
识，也找到了差距，观音寺乡要
组织人员来学习，结合当地实
际，发展产业，促进农民致富增
收。”观音寺乡分管科技工作的
负责人在观摩中说。

在随后召开的交流会上，
张官营镇有关负责人介绍了
科普示范基地建设经验，县科
协就大力推进全县农村科普
示范基地规范化建设提出了
具体建议，各乡（镇、办事处）
相 关 负 责 人 相 互 交 流 ，谈 看
法、学经验。

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实地
参观，感受了现代农业的种植
情况，回去后要根据乡镇实际，
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在推动农
村科普示范基地建设与发展上
上质量、上规模、上效益、上水
平，建更多的示范基地，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

县科协开展
农村科普示范基地观摩活动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师红军）
“要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包装、宣传、推介力
度，叫响文化产业品牌”“要走文化旅游和
现代生态观光农业相结合的道路，带动群
众早日脱贫致富。”9月7日上午，仓头乡政
府会议室内，十几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依
托当地文化资源优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

为充分发挥仓头乡文化资源优势，切
实把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旅游和经济发
展结合起来，探索发展新路子，仓头乡党
委、政府联系中国旅游教育协会、河南省文
字协会、中国牡丹产业服务联盟、山东省天
香牡丹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的十几位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到仓头实地考察指导，
为经济文化发展支招献计。

各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对该乡党委、
政府提出的文化带动、多头发展的工作思
路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围绕如何做大做强
文化产业，进一步提高仓颉文化知名度，走
文化旅游观光农业一体化发展道路等，深
入探讨交流，为该乡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
切实可行的建议。

仓头乡邀请专家学者
为经济社会发展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