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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您驻村 3 年来很少在家，每当

上学和放学时，看到别的同学都是爸爸接

送的，我多想您也接送我几次啊！直到您

带我去田村，我才知道，原来您是在帮助

贫困户……爸爸，我一定认真听课、写作

业，长大后像您一样做有益的事情……”

滑动手机屏幕，冯晓强一字一句地读着 8

岁儿子写给他的一封信。

冯晓强，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科长，

2017 年赴郏县安良镇田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3 年多来，他心系群众冷暖，做好事、

办实事，田村村民提起他，无不竖起大拇

指。

奋进新时代，青春放光彩。冯晓强先

后荣获郏县“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优秀共

产党员”、郏县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市“新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优秀共产党员”、市脱

贫攻坚“鹰城榜样”贡献奖，省自然资源系

统第一届“二十名优秀青年”等 10 多项荣

誉称号。

让困难群众燃起希望

2017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冯晓强 6

点多起床，带着被褥和生活用品，开车来

到郏县安良镇，开始了驻村第一书记的难

忘生活。

“不能给局里丢脸，一定干好工作。”

驻村伊始，冯晓强如饥似渴地学习扶贫政

策，了解危房改造、“六改一增”、低保政策

等内容，提高理论水平，加强业务素养，并

给自己定下规矩：涉及群众的事，能办的

立马办，不好办的千方百计办，不能办的

也要耐心解释。

因熟知政策，办事热心公道，冯晓强

在田村渐渐有了名气，村民遇到困难就会

第一时间想到“找冯书记解决”。

“俺得了尿毒症，看病花光了 6 万多元

积 蓄 ，每 周 透 析 花 1200 多 元 ，日 子 咋 过

啊！”2018 年 7 月的一天，曹俊涛夫妇找到

冯晓强诉说家庭不幸。

48 岁的曹俊涛曾是贫困户，2015 年脱

贫后去北京打工，2018 年初被确诊为尿毒

症晚期，两个儿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

学。看着面色晦暗、眼神中透着绝望的曹

俊涛，冯晓强心里很不是滋味。

按 照 扶 贫 政 策 ，曹 俊 涛 可 调 整 为 返

贫。于是，他喊上村“两委”干部和组长商

量，组织召开 4 次会议，完善资料，逐级上

报。不久，扶贫办批复曹俊涛因病返贫，

享受到贫困户看病政策，解决了透析费用

难题。

这以后，冯晓强经常到曹俊涛家中看

望，并联系爱心企业捐款 5000 元，还为他

争取到村级公益岗位，每年有近 6000 元的

收入。“感觉生活有希望了。”曹俊涛说。

让贫困群众脱贫摘帽

去年 9 月初的一天，天空下起小雨，正

在田地捡拾花生秧的李战伟开着三轮车

心急火燎地往家赶，因为他家院子里堆放

着 10 只羊过冬的草料。李战伟刚一进院，

冯晓强也赶到了，二话不说，拿起铁叉就

收拾草料。

57 岁的李战伟，身体残疾，与 84 岁的

父亲一起生活，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冯晓

强买 3 只羊牵到他家，并请专家上门传授

养羊知识，定期防疫。第二年，李占伟收

入 1 万多元，摘掉了贫困帽子，“冯书记经

常帮我干活，俺俩可对脾气，是伙计。”李

占伟说。

58 岁的陈国亮是不幸的，17 岁的大儿

子智障，妻子疾病缠身；陈国亮又是幸运

的，有了冯晓强的帮助，他家的日子一天

比一天好。

在田村西北角一处树林里，有陈国亮

承包种植的 5 亩桃园和 3 亩柏树、景观橘

子树，还有他喂养的 40 多只羊。“起初，冯

书记动员俺搞养殖，送来 3 只羊，感觉养殖

还行，就扩大规模，去年挣了 4 万多元。冯

书记还帮助俺销售桃子，给我安排了公益

岗位。”陈国亮说。

贾转生病住院，冯晓强购买鸡蛋、牛

奶到医院看望，指导医疗报销。

李振祥生活困难，冯晓强筹集资金帮

其维修房屋。

李振卿的孙子“两免一补”漏报，冯晓

强积极协调上报。

……

冯晓强的驻村日记，记录了村民的点

滴生活，也记录了自己的拳拳赤子心：

2018 年 1 月 4 日，因前晚下了一夜的

雪，害怕贫困户的房屋出现安全隐患，喊

上工作队成员一起入户查看。一上午，跑

了很多家都没有问题，尽管冻得浑身发

抖，但内心很温暖。

2019 年 11 月 22 日。已经连续两周没

休息了，明天又回不去了，打电话家属把

我好一顿埋怨。驻村时间长了，闭上眼睛

就是一个个贫困户，同事和朋友不理解为

什么这么忙，其实，做的都是点滴小事，也

是关系群众利益的大事，把小事都做好

了，是我最大的欣慰。

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

因为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冯晓

强始终将扶志扶智贯穿到驻村工作中。

李天才的儿子、媳妇常年在外打工，

今年 70 岁的他在家照看两个孙子，孩子调

皮贪玩，成绩不好。他家距离村室不远，

冯晓强便经常辅导孩子，一来二去，孩子

把冯晓强当作好朋友，转变了学习态度，

成绩直线上升。去年 8 月份，上小学五年

级的李一航期末考试获得三等奖，李雨航

获得进步奖。

田村设有一个小学教学点，两个年级

21 个学生，因师资力量欠缺，美术和音乐

课没法上。冯晓强联系帮扶支部购置彩

笔、手工道具等，组织美术老师定期为学

生上手工制作、绘画课，深受学生和家长

好评。

发现村民精神生活匮乏，冯晓强向局

里申请资金，自己垫付 2000 元工资，购买

服装、设备，组建广场舞蹈队，引导群众运

动健身。2018 年，郏县举办新春运动会，

田村舞蹈队获得广场舞比赛二等奖。如

今，跳广场舞、休闲健身已经成为田村的

一道风景线。

为倡树文明新风尚，冯晓强利用单位

职工爱心捐款、联系爱心人士捐赠，购买

米、面、油、洗发水等物品，建起爱心超市，

奖励好人好事和“五美”庭院、“好媳妇”称

号的获得者。“参加广场舞大赛得奖，大家

都领到了牙膏、牙刷、洗发液，跳着更有劲

了。”田村文化专干郭利勤说。

让村集体经济越来越强

田 村 位 于 郏 县 北 部 ，共 374 户 1472

人，集体经济薄弱，村民收入以外出务工

为主，2014 年被认定为省级贫困村。

2018 年，冯晓强带领村“两委”干部多

次外出考察学习，确定了发展种植、养殖

业增加集体收入的思路。随后，冯晓强亲

自制定项目投资建议书，筹资 5 万元建立

占地 7 亩的楸树种植基地，去年上半年，销

售楸树收入近 2 万元。他还听取专家意

见，投资 5.6 万元建立桃树基地，种植桃

树、核桃等 2500 棵，今年即可收益。

红 牛 养 殖 是 郏 县 的 特 色 产 业 ，2019

年，冯晓强指导村“两委”利用红牛养殖专

项资金购买 15 头红牛代养，当年为村经济

带来收益 1.5 万元；利用第一书记专项扶

贫资金购买红牛代养，去年以来为村集体

带来收益 4万元。

在冯晓强看来，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

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他筹资安装太

阳能路灯，结束了田村夜晚一片黑的历

史；协调供电部门改造电网，结束了农忙

及夏季用电高峰期经常停电的历史；筹资

硬化、绿化村内道路，解决了群众出行难

题；向市局申请资金修建下水道，解决田

村污水横流的问题……

田村在变，越变越好，这正是冯晓强

驻村的初心。 （本报记者 魏广军）

——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驻郏县田村第一书记冯晓强

拳 拳 赤 子 心 殷 殷 爱 民 情
本报讯 （记 者 巫 鹏 通 讯 员

郭敬伟）2 月 22 日，线上 2021 马街

书 会“ 书 状 元 ”评 选 揭 晓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的 翟 立 欣 夺 得 本 届“ 书

状元”。

当 天 下 午 ，2021 年 马 街 书 会

“书状元”终评在宝丰县文化广电

和 旅 游 局 多 功 能 厅 举 行 ，特 邀 评

委、河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鲁银

海、李广宇、袁满以及宝丰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组织的专家

评委，通过观看视频、电话访问、视

频连线等流程，一致表决同意河北

省石家庄市西河大鼓艺人翟立欣

为本届书会“书状元”。

翟立欣，1968 年 8 月出生，西

河 大 鼓 演 员 ，中 国 曲 艺 家 协 会 会

员。她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善于

广采博取，吸收各派唱法，逐渐形

成自己的演唱风格。她的基本功

扎实，唱白清晰流畅、刚健有力，表

演大方，在演唱中板式多变，句式

不重。既能刻画人物的粗犷豪放，

也 能 揭 示 细 腻 复 杂 的 人 物 感 情 。

她 还 擅 长 长 篇 大 书 的 演 唱 ，曾 在

2004 年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届

空中书擂荣获金奖。

西河大鼓是中国北方地区的

鼓书暨鼓曲形式，传统曲艺曲种之

一。其唱腔简洁苍劲，风格似说似

唱，韵味非常独特。2006 年，西河

大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宝丰县创新举办方式，将今年

的 马 街 书 会 改 为 线 上 举 行 ，线 上

马街书会“书状元”评选是其中的

一项主要活动。从 1 月 29 日发出

通知到 2 月 17 日截止，主办方共收

到来自全国 10 多个省份报送的参

评视频作品 126 个（段），涉及曲种

15个。

石家庄西河大鼓艺人翟立欣折桂

线上马街书会“书状元”评出

本报讯 （记者何思远）2 月 23 日上午，

经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批准，平顶山

市足球协会成立大会在市体育村会议室举

行。市足球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市足球

事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对推动我市群众

性体育运动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会议听取了平顶山市足球协会筹备

工作情况，审议通过了《平顶山市足球协

会章程草案》，产生了平顶山市足球协会

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建议和主席、副主席、

秘书长。

足球运动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在我

市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随着足球活动的

日益增多，我市足球爱好者数量不断增加，

全市足球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足

球进校园”活动推广以来，我市成功创建足

球特色校 80 所，每年的“市长杯”足球比赛

都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青少年苗子。

市足协成立后，将广泛开展足球运动，

大力发展足球事业，为增强人民体质、丰富

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提高我市足球运动水

平做好服务；积极举办足球比赛和活动，增

进省、市足球协会、俱乐部和运动员之间的

交流。

将推动鹰城足球运动广泛开展

市足球协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这才

一年多没回来，村里的变化大得几

乎让我以为走错了地方。”2 月 22

日，远在深圳务工的舞钢市庙街乡

人头山村村民刘玉杰说，今年刚回

村时，村里发生的变化让我大吃一

惊，“景观小石桥下流水潺潺，柏油

路上游客休闲漫步，淡淡茶香，白

墙黛瓦，再加上活动广场、茶史馆、

红色文化雕塑等，原来的小山沟有

了世外桃源般的‘仙气儿’。”

去年以来，庙街乡以“大决战”

的决心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改善

人居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

员干部带领村民积极投身村容村

貌改善和产业增收提升，通过清洁

行动、“厕所革命”及村规民约乡村

治理等手段，实现了村容换新颜、

“方便”更方便、“约”出新风尚，仅

人头山村“茶旅小镇”就在春节假

期累计吸引游客 5万余人次。

“每天一大早，村里的公益岗

保洁员还有乡村党员干部志愿者

就开始打扫卫生了，还有老党员、

老教师等‘五老’人员作为监督员

不定时监督检查，村里干净了，谁

也不好意思再把垃圾随意丢来丢

去 了 。”人 头 山 村 村 民 李 桂 玲 说 。

近年来，该乡以人头山村为试点，

在 人 居 环 境 改 善 中 ，坚 持 党 建 引

领，常态化开展“全民参与、共创共

享”村庄清洁行动，同时立足各村

村情，结合群众意愿，按照“一村一

策”标准实施环境整治，并将房前

屋后及庭院环境责任落实到每家

每户，让每个人都成为环境整治的

参与者和责任人。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为

此，该乡从群众“方便之处”入手，

把“厕所革命”作为人居环境整治

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加大宣传力

度，让村民充分认识到改厕的重要

性、便利性、环保性及实用性，提升

群众参与改厕的积极性，目前已累

计完成厕所改造 2385 户并全部通

过 验 收 。“ 洁 净 的 便 池 、明 亮 的 瓷

砖，用手一压直接冲洗”，一改过去

“进厕所前深呼吸、出厕所后大喘

气”的尴尬场景。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去年以来，该乡扎实推进村民自治

机制，重点围绕党的建设、产业发

展 、村 风 民 俗 、道 德 风 尚 、移 风 易

俗、志愿服务等制定村规民约，并

把村规民约写在纸上、挂在墙上，

有效助推了 12 个行政村 86 个自然

村良好村风民俗的形成。

“新的村规民约施行后，单单

就村里的喜事、丧事来说，办得简

单 又 不 失 庄 重 ，群 众 普 遍 反 响 较

好，这种新的社会风尚应该继续保

持。”在庙街乡冷岗村，红白理事会

成员丁明林亲眼见证了村规民约

的新变化。

庙街乡人居环境大变样

本报讯 （记者巫鹏）2 月 23 日，在宝丰

县周庄镇周庄村林下种植点，几名工人有

条不紊地搭建林下食用菌大棚。周庄镇

党委书记董国强介绍说，为切实发挥经济

林价值，该镇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绿

色发展。

周庄镇以“造一片、成一片、绿一片”

为目标，强化造管并重意识，加强管护队

伍建设，严格落实管护责任，加大林木管

护力度。与此同时，该镇探索运营模式，

建立长效机制，将东五环 470 亩经济林统

一承包经营，依托本镇食用菌特色产业，

大力打造食用菌种植林下经济。

该镇采取“个人投资+专家指导+村合

作社管理+农户务工”的模式，聘请有经

验、有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专业技

术人员自投 10 万元资金入股，全面指导和

参与种植经营。镇、村分别明确专人，负

责监督日常管理经营，农户除按劳取酬

外，支付租地费用，参与利润分成。目前，

470 亩经济林已全部承包到户，已完成林

下种植食用菌 130余亩。

林下经济是该镇打造绿色富裕幸福

“经济林”的一个缩影。自经济林管护权

利移交以来，该镇动员更多“土专家”“田

秀才”“新乡贤”在经济林下种植、养殖项

目中大显身手，借助探索“林种+林养”模

式发展林下经济。

该镇将室内种植与林下种植相结合，

集中流转土地 1588 亩，投入资金 3000 余

万元，规划林下种植珍稀菌 1000 余亩。采

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带

动 9 个 村 300 余 户 参 与 入 股 分 红 ；带 动

1000 余人务工，人均年收入约 15000 元。

“林下种养项目的实施，改变了过去

经济林杂草丛生的面貌，同时解决了经济

林管护难题，推动了绿色发展，同时增加

了群众收入，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董国

强说，截至目前，全镇 7100 亩经济林已发

展林下种植试点 396 亩，另有 180 余亩土

地正在整理。其中，周庄村和西黄村的食

用菌种植等已初具规模，按照发展林下经

济每亩收入约 2.3 万元计算，预计今年将

增收 910.8万元。

管护不减 林种林养

宝 丰 县 周 庄 镇 经 济 林 下 生 金 银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张

晋）“我们二人情愿拜师冯合水先

生门下为徒学艺，尊敬师长，遵守

师规，虚心学艺……”2 月 23 日，农

历正月十二，在刘兰芳艺术馆内，

王淑密、赵桂枝两人庄重宣誓，向

宝丰县墨派大调曲子代表性传承

人冯合水先生递上拜师帖。

当天上午，薪火相传·中国宝

丰马街书会收徒拜师仪式在刘兰

芳艺术馆说唱文化传承中心举行，

冯合水和河南坠子传承人李运德、

快板书传承人牛艳萍共收到 11 名

新徒。

“收徒拜师是马街书会系列活

动的重要内容。马街书会是全国

曲艺艺人心中的圣地，艺人们以能

在马街书会期间收徒为荣。收徒

拜师这项活动，有利于传承和保护

优秀传统文化。”宝丰县文广旅局

局长张玲玲介绍说。

仪式结束后，冯合水、李运德、

牛艳萍等率领弟子进行了精彩演

出。

马街书会收徒拜师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

张海林）“我家种了 5亩小麦，年前浇

过一遍，现在抓紧时间再浇一遍，为

今年小麦丰收打好基础。”2 月 22

日，正在浇麦的鲁山县马楼乡刘庄

村村民李胜利说。

当天，马楼乡部分群众在县农

业部门技术人员指导下抗旱浇麦。

入冬以来，我省无明显降雨，

很多地方出现旱情。面对可能持

续发展的旱情，鲁山县农业部门积

极行动，联合电力、水利等部门，协

调昭平台水库从 2 月 19 日开始适

时向南干渠相关乡镇开闸放水，用

于抗旱浇麦；组织 100 余名农技人

员深入 25 个乡（镇、办事处）抗旱生

产一线，指导农民根据苗情、墒情

分类肥水管理，利用已建高标准农

田内的灌溉设施做到能浇尽浇，充

分利用水库、坑、塘、堰、坝等小型

水利工程开展抗旱工作，为夺取夏

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鲁山县已有效灌溉

麦田 8万余亩。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赵贝贝）2 月 22 日上午，在叶县仙台

镇大李庄村麦田里，种粮大户宋国

立把水泵放入机井，按下开关后，

水经水管细孔喷洒于麦田中。

今年 58 岁的宋国立是种田的

“老把式”，去年看到村里建设高标

准农田、完善水利灌溉设施，就承

包了 10 亩地种麦。“现在井也方便

了，电也方便了，大前天开始浇地，

今天下午就能浇完，总共花了不到

100元钱。”他说。

连日来，在叶县农田里，机声

隆隆、水花喷溅，一场抗旱保丰收

的战役已然打响。叶县是产粮大

县，有耕地 115 万亩，其中小麦种植

面积 96 万亩。为有效提高耕地地

力、质量和抗风险能力，近年来，叶

县按照“田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

配套、田间道路畅通、林网建设适

宜、科技先进适用、优质高产高效”

的总体目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目前已建设旱能浇、涝能排

的高标准农田 60万亩。

由于去年冬季雨水偏少，今年

立春后仍无有效降水且气温偏高，

叶 县 冬 小 麦 遭 遇 不 同 程 度 的 旱

情。针对小麦实际生长情况，叶县

牢固树立抗旱保丰收思想，春节前

就对麦田管理工作进行安排。各

乡（镇、街道）积极行动，通过“大喇

叭”“微信群”等载体加强宣传，号

召干部群众抢浇小麦返青水，及时

解除早春旱情。县农业农村局编

印麦田管理技术资料万余份，逐乡

逐村发放。

截 至 目 前 ，叶 县 18 个 乡（镇 、

街 道）共 开 启 机 井 13153 眼 ，动 用

浇水机具 3 万台次，有效浇灌麦田

25 万亩。

鲁山、叶县抗旱浇麦保丰收

2 月 23 日下午，郏县王集乡竹园寨村铜乐

社和蔡庄村大铜器民间艺术表演队联合在蔡

庄村小学进行大铜器表演，热热闹闹迎元宵。

郏县大铜器始于东汉晚期，距今有 1700 多

年历史，是打击乐器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国十

分响亮的打击乐器。其表演风格粗犷、酣畅，

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三个国家级保护名

录之一。它用鼓、铙、镲、锣等乐器合奏，表演

时而如蛟龙滔海，时而如大鹏展翅，时而行云

流水，时而高叠狂欢。郏县大铜器多次代表我

市和河南省参加赛事，并屡屡斩获大奖。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热热闹闹迎元宵

●2 月 19 日，全市烟叶高质量育苗技

术培训现场会在郏县李口镇白龙庙育苗工

场举行，市烟草公司高级农艺师李海江向

育苗专业户讲解了标准化育苗关键技术措

施。 （田秀忠）

●春节期间，全市出动执法人员 1730

余人次，检查文化市场经营场所 366 家次，

检查旅游企业 196 家次，发现文化市场经

营场所安全生产隐患 4 个，目前均已整改

完成。 （卢晓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