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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秀

大 地 太 平
记得小时候老家大门口靠

左手处有一棵洋槐树，有两丈多

高，比碗口还要粗，是父亲年轻

时栽下的。

之所以叫它洋槐树，是为了

区别于村上其他地方长的本地

槐，本地槐又叫国槐，结的籽叫

槐豆又叫槐米，是一味中药。而

洋 槐 树 是 从 北 美 洲 引 进 来 的 ，

身上长刺又叫刺槐。门口的这

棵 洋 槐 树 枝 叶 茂 盛 ，树 冠 像 一

把 撑 开 的 大 伞 ，树 下 就 是 我 们

邻里几家的饭场。每到吃饭时

各家大人小孩都端上饭碗坐在

树下边吃边聊，谈天说地、东拉

西扯。

夏天的午饭后，隔壁的书勤

姥姥还经常把鞋一脱垫在屁股

下靠着洋槐树眯上一会儿，她说

在 树 下 听 着 知 了 叫 歇 晌 真 得

劲。每年的四五月份是槐花盛

开的季节，那高高低低的树杈间

花絮成串，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

在枝间轻轻垂下，在碧绿的叶子

衬托下，白色的槐花显得十分耀

眼，分外美丽，周围都沉浸在清

淡的香气里，沁人心肺。早晨站

在树下阵阵花香扑鼻，情不自禁

地深深吸上一口气再慢慢吐出

来，顿觉神清气爽。中午彩蝶成

群结队从远方飞来翩翩起舞，小

蜜蜂也早已闻到了花香一头钻

进花蕊里，花朵中又多了一阵阵

嗡嗡的乐曲。晚上天上繁星闪

烁，不远处的坑塘里蛙鸣虫唧，

微风吹拂，阵阵幽香袭来，让人

陶醉。

槐 花 满 载 着 我 童 年 的 欢

乐。下午放学后把书包随便一

甩，左邻右舍，呼朋引伴齐聚洋

槐树下去摘槐花。人人奋不顾

身、个个争先恐后，有的在一根

长竹竿上绑一个铁钩去拧，有的

在一根木棍上绑上镰刀去拽，麻

利点的急急忙忙爬上树去撸，上

不去的找人帮忙推上树，真是八

仙过海，各显其能。槐花摘下来

后一个个迫不及待地填到嘴里

大口大口地吃着，嚼出满口的清

香甜。在那物资短缺难以填饱

肚子的年代，那又鲜又嫩的槐花

真 是 上 天 的 恩 赐 ，大 自 然 的 奖

赏，它是救命的菜，多次帮老乡

们度过饥荒。槐花够下来后用

清水淘洗干净，控掉水分，撒上

玉米面，搅拌均匀，然后放到铺

有笼布的箅子上搁在锅里蒸，蒸

好后浇上蒜汁，放上香油，香气

四溢，又软又筋道，每次我们都

吃得津津有味。这时候母亲会

让我给邻居们这家送一碗，那家

送一盆，让大家都尝尝鲜。民俗

有 言 ：门 前 种 棵 槐 ，财 运 自 然

来。这棵洋槐树虽然没给我们

家带来多少财运，但带来了邻里

互助、和睦和谐。一棵洋槐树，

一串串洋槐花，连起来浓浓的淳

朴乡情。

我 们 从 中 原 一 个 小 站 上

车。赶火车的路上耽搁十分钟

左右，万幸的是火车也晚点，在

闸机关闭前顺利通过。

开往成都的 K257 次绿皮火

车从天津出发，走河北山东，过

河南湖北，上陕西四川，走走停

停，接住各色各样的人，仿佛不

同季节怀揣迥异的花草，去往各

自的田园。驰过青山，它的轮廓

和界限不清，隐于想象和遥远的

雨雾。一块一块长的、短的黄毛

毯像旗帜奔腾在原野，这是油菜

花最后的饱满和期冀。绿小麦已

支棱起来，洗去浮土，黛墨浓重，

看上去像大地方正的青苔。

车过襄阳，这嘶鸣的马匹掠

过旧的炮台，送去寻常的问候。

铁 打 的 襄 阳 比 光 还 厚 ，唐 诗 种

满大地，鹿门山里的孟浩然是城

邦的云杉。我的脚步没触及过

这里，只能在典籍里浪度春日。

襄 阳 是 诗 歌 之 城 ，千 百 次 读 见

你，千百次深醉不醒。我父母年

轻时代也曾路过此地，在慢的火

车 上 ，一 定 看 到 过 这 座 陌 生 的

城，千年间，也许有过他们的某

次轮回。

襄阳长久地吸引我的思绪，

是因为他的喋 喋 不 休 的 土 地 ，

收 获 文 化 和 历 史 ，字 正 腔 圆 ，

往 事 的 翅 膀 飞 翔 。 从 未 见 哪

个 城 像 诗 歌 这 么 活 着 ，衣 着 惊

艳 ，通 过 王 朝 的 湖 泊 温 润 至

今 。 万 种 意 象 ，万 种 勤 劳 的 人

民 ，襄 阳 是 他 们 的 铜 鉴 和 美

好 。 这 是 历 史 的 隐 喻 和 秘 密 ，

是 襄 阳 的 孤 傲 。 众 多 的 诗 人

在 此 创 造 诗 歌 的 疆 域 ，穷 尽 一

生 ，他 们 衔 着词语光临，态势痴

情热烈，醍醐灌顶，让诅咒之地

成为诗人的乌托邦。

夜深，躺在硬铺上望着漆黑

的窗外，仿佛回到已知的过往。

我想起小时候，雨惊扰到蚂蚁的

微观村落，天晴，蚁民族开始骚

动，它们消瘦、纤细，搬运未曾醒

来的同伴的小身躯。春天开始，

我看到这些小精灵的葬礼，仪式

井然有序。和人类一样，春祭之

后，大规模的工作和忙碌逐一展

开。

窗外是汉中，众多的云在此

凝聚，满含一万瓢雨水。汉中睡

在移动的列车之外，他领着一窝

窝宁静在平原入眠。下工的人

怀 揣 灯 火 走 了 ，留 下 岗 地 和 山

包。车过汉江，我羡慕夜间的怒

目 之 光 ，撕 开 两 岸 的 混 浊 和 不

清。细雨的竖琴一遍遍拨动，从

褶皱里打捞斑点。我想起花脸

的项羽，他驰骋的身影。

村庄必不可少地散落在列

车两旁，在前进的时间面前逐一

退 撤 ，村 民 还 未 醒 来 。 树 木 萌

芽 ，有 些 白 杨 树 窜 条 般 剑 指 苍

穹，围住更小的村落，挡住风，拦

截窥探者不洁的目光，这是季节

为村子新添置的绿衣青衫。

雨落河流，回到母体，沿生命

的循途往东，拐过村口，打个招

呼，头也不回走了，带走年轻的后

生和青葱的女人，去往都市，营造

新的日子和生机。

前方是成都站。彻夜的灯

扶 住 下 车 的 人 ，抚 摸 冰 凉 的

脸 。 陌 生 的 树 围 住 本 身 ，问 起

安 好 。 我 想 知 道 三 星 堆 在 何

方，它放置的青铜和金银器，有

没 有 来 自 北 中 原 的 ，是 否 出 自

我 先 人 之 手 。 三 千 多 年 了 ，我

想认你，看看残缺的金面具是否

合脸适颜。

我想看看我的河南老乡杜

甫杜草堂，他在此地是否安好无

恙。

在绿皮火车上
○ 郭旭峰

时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之际，在这难忘的时刻，全国人民掀起了

学习党史的热潮。为了让我家两个孩子

紧跟时代潮流，学懂党史、学好党史，我

们绞尽脑汁，使出了“十八般武艺”，给祖

国的花朵“施肥”。

我 们 把 学 习 主 动 化 ，变 被 动 为 积

极。我和老公带头学习党史，营造浓厚

的家庭学习氛围。我们在家一边听党史

课程，一边讨论，有意挑选比较精彩的故

事情节来讨论，甚至争论，让孩子们听见

后自己主动凑过来。见孩子们“上当”

后，我有意制造悬念：“小孩子别瞎插嘴，

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小孩

子怕听不懂哦……”这样孩子就更想听

了，我再把整个故事完整地讲一遍，说笑

间就把一个党史故事讲完，两个孩子都

听得认真，还各自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 们 把 党 史 故 事 化 ，变 乏 味 为 趣

味。我把重要的会议、事件，按时间顺序

整理出来，把每一时期对应的故事都搜

集好，在故事中就把重要的会议精神、人

物、重要决议，都穿插着讲给孩子听。我

每天固定只讲三个故事，多的一个都不

讲，采取“饥饿销售”法，让他们意犹未

尽。有一天，我们讲到抗美援朝的战争

故事，讲了毛岸英牺牲、黄继光的牺牲，

还有松骨峰战役，孩子们正听得入迷时，

我就神秘地说：“想知道抗美援朝战争最

后结果如何吗？想知道战争中还有哪些

精彩的故事吗？请听下回分解！”这一招

着实吊足了孩子们的“胃口”。最近，孩

子们一放学就迅速把作业写完，搬好小

板凳，等着听妈妈讲党史故事。

我 们 把 故 事 通 俗 化 ，变 复 杂 为 简

单。我把党史中重要的会议、事件，都用

“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这

样的要素串起来，孩子们一听就懂。我

的女儿十五岁、儿子十岁，理解能力和

专注能力有一定差异。为了满足两个

孩子的需求，我搜集的故事有深有浅，

设置的问题也不一样，给上初中的大女

儿的问题，自然是要深一些，比如：“你

认为有更好的办法吗？你觉得王明的

‘左倾’错误错在哪里？”等等。我给小

儿子设计的问题则较为简单，如：“你猜

这次战争中谁取胜了？你猜红军用了

多长时间渡江？”遇到有些人物较多的

故事，我们还会分角色朗读，分角色扮

演，让那些故事变得通俗简单，增强孩子

们的记忆。

把英雄形象化，变枯燥为鲜活。中

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中，有许许多多

英雄模范故事。近来，市面上出现了很

多生动化、个性化、对象化的出版物,将

那些故事变得生动活泼。我会经常关注

那些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籍，给孩子买

一些适合他们阅读的版本。我还给孩子

们买了很多英雄人物的画像，贴在孩子

们 的 房 间 ，让 孩 子 走 近 鲜 活 的 英 雄 人

物。我们一边辨识人物，一边回忆他们

的名字、身份、主要事迹、牺牲的场景等，

相当于又把党史故事“复习”一遍。我还

买了一本红色题材的美术画册，儿子可

以自己涂色、勾画，他一边涂色一边问我

相关的历史事件，我就顺带着又讲讲那

段历史。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100 年”在一个人心中的分

量永远是意义深远且回味悠长的。学习

党史是每个孩子的一门必修课。作为家

长，我们有责任引导孩子走进历史场景

中去，感受革命先辈的心路历程。我坚

信，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颗红色种子，将

来必能开出希望之花。

用生动党史给花朵“施肥”
○ 雷华阳

时间到了，司机师傅仍不发车，城郊的

夜一分一秒暗下去。

乘客已就座，25 路公交车就要开回始

发站。司机师傅盯着手表，对乘客说：“再

等 5分钟。”

有乘客劝师傅：“别等啦，按规定时间

开车吧。”

又有乘客说：“现在已经开始超时，一

分一秒等得好焦心。”

还剩最后一分钟，一位中年男人站起

来示意大家：“请各位耐心一些，司机师傅

面善心和，5分钟不会白等。”

司机师傅含情的眼神扫向中年男子，

很快又把目光投向敞开的车门。这时一个

小女孩一手紧抓车门把手，一手攥牢司机

师傅的手，颇为费力地登上车来。

小女孩一瘸一拐，司机师傅把她安顿

到座位上，25 路公交车开始稳稳地驶向市

中心。

…………

雨在上了夜影的天空中垂落，时间到

了，司机师傅仍不发车，城郊的夜一分一秒

暗在雨幕中。

乘客已入座，25 路公交车在雨中似乎

期待着什么。司机师傅盯着手表，对乘客

说：“再等 5分钟。”

有乘客起身说：“等，我们陪师傅一起

等。”

几乎在同时，车上的乘客同声说：“就

是一个小时，我们都等。”

雨夜中，小女孩一瘸一拐艰难地走过

来。没谁打招呼，车上就下去一拨人，呵护

着小女孩上了车。

司机师傅鸣了一下笛，25 路公交车开

始稳稳地驶向市中心。

这座城市里，许多市民都知道了司机

师傅为什么再等 5 分钟。小女孩在城郊中

学上晚自习，每天下课后都来赶这最后一

班公交车。司机师傅再等 5 分钟，小女孩

恰好踏上回家的路，小女孩就可以回家照

顾相依为命的老奶奶了。再等 5 分钟，让

每位乘客和市民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那

司机师傅心里装的，可是每一个乘客和市

民的心愿和欢悦！

槐花飘香时

○ 高德领

190.未央皇宫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丞相

萧何（江苏徐州人）受刘邦之命开建未

央宫。新建的皇宫位于首都长安西北

的龙首山前，周长二十二里，宫中街道

总长度达七十里。建有大小宫殿四十

三座，喷泉十三座，宫门共计九十五个，

总 面 积 为 北 京 故 宫 博 物 院 的 五 至 六

倍。未央宫屡经战乱，几经焚毁，反复

重建，至唐朝末年，由于国家政治经济

中心东移，终于沦为废墟。1961 年，未

央宫遗址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191.秋兔制笔

西汉初年，记事大都借助竹简，亦

有用毛笔在丝锦上书写。到了蔡伦（湖

南郴州人）造纸，已时至东汉。汉朝皇帝

用的毛笔均为秋天的兔毛所制。皇上坐

的御座为玉制，冬天加铺锦丝垫。公侯

级别的大臣只能以竹木为座椅。

192.毛衣大氅

汉武帝刘彻讨伐匈奴，征服西域，

开拓了丝绸之路。汉武帝非常时尚，当

时西域使节敬献的毛皮大衣（吉光裘），

温暖舒适且能防水（入水不濡）。首都长

安入冬寒冷，汉武帝每天骄傲地穿着外

国产的毛皮大衣上朝办公。 （老白）

再等5分钟
○ 卜庆萍

鲁山县的太平保村位于浅山丘陵区，

大大小小七个自然村十个村民组，散落在

九平方公里的荒山野岭之中，骑摩托车走

遍辖区所有村落，大约需要一天时间。

一个人均耕地只有 0.5 亩的行政村，

2018 年成功脱贫，村集体收入达到 40 余万

元，2015 年成为河南省生态示范村，2020

年被评为河南省生态旅游最美乡村。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常其峰，

六十四岁看上去四十六岁的样子，很有山

区男子汉的风骨。他原来是观音寺乡的

一名干部，1997 年应村党支部的请求和组

织的委托，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一干就

是 24年，曾被评为省劳动模范。

走进村子的时候，阳光正好。

村里的秧歌队、舞蹈队在文化广场上

排练节目，准备参加县里的文艺会演。

这是一个脱贫后转向乡村振兴的美

丽村庄，已经初见成效。我踏上这片由贫

瘠变为富裕的热土，沿着他们前行的步

履，去寻觅他们思变的足迹和远景。

治水

村里的事都在老常书记心里装着，提

起哪儿都是有根有秧，一嘟噜一串的，说

起来神采飞扬，脸上溢满激情和自信。

我提出来去看看水。

那就先看河吧。老常说话干脆利索。

穿过一片桃林，老常站在堤岸上，挥

舞着手臂：这是荡泽河，沙河上游最大的

一条支流，发源于洛阳与平顶山两市交界

的山壑之间，全长 43 公里，流域面积 341.5

平方千米，注入下游昭平湖。荡泽河在太

平保境内流经 3 公里，一到夏季，从上游

一路奔突，带着原始的野性，贻害无穷。

治理荡泽河，是历代村民的梦想。在上

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19 年，经我们申

报，鲁山县水利局投资 753 万余元对荡泽

河太平保段两岸实施了护堤坝工程，有

效保护了两岸耕地及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使河道畅通，环境优美，变成了现在这个

样子。

这 地 方 原 来 山 荒 地 瘦 ，水 土 流 失 严

重。水是 老 百 姓 的 命 根 子 ，保 住 水 就 保

住了生命之源。说起来当初治水，老常

有几分感叹，神情里饱含几多心酸和无

奈。部分群众只看眼前利益，村党支部、

村委会领导要从长远计议，磕磕绊绊时

有发生。做规划、跑项目、申请资金，日

夜奔波操劳，可具体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因为一块荒地、一个坟头，村民的纠缠无

休无止，让人心灰意冷。老常至今还记

得，那回搞治水基建，地头一棵小树耽误

了 施 工 。 老 常 急 性 子 ，就 说 要 多 少 钱

吧？树的主人说至少要赔偿三百元。老

常自己掏出三百元，这事就成了。老常

说，基层村干部肚量小不行，不仅要依靠

党的好政策，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还要

学会放手发动群众，必要时利用乡情亲

情及时化解，哪怕自己吃点亏，也要保证

工作通畅运行。理顺了，气就顺，只要用

心给老百姓办实事，一顺百顺。2018 年

修建贯上组、窑场组两处水利灌溉提灌

项目投资 55 万元，仅村民捐款捐物就有

8 万余元。

放眼望去，河堤两岸绿树葱郁。不远

处，一座漂亮的圆心花园怡然在目。树荫

之间有凉亭与草坪，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蜿

蜒其间。分布四周的几组塑像，分别以春

耕，夏耘，秋收和冬藏的文字，配上简约的

行为主题，生动地诠释着一年四季的美好

景象。

脱贫

老常带我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上七扭

八拐地转悠，走累了就坐在山坡的草地上

享受阳光的温暖。

我们的谈话进入拉家常的模式，老常

没把我当外人：过去这地方穷啊，全村 533

户 2045 人中有贫困户 144户 521人。

啥原因？我问。

很简单。因病因残致贫，意外事故、

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致贫。

我顺着老常书记的话问下去：现在不

是脱贫了？咋干的？

领着干呗，总不能穷下去呀。借着国

家脱贫攻坚的东风，一步一步走，一件一

件干。

我想听听其中的酸甜苦辣，常书记却

说得风轻云淡：这地方民风淳朴，党员基

础牢固。一句话，把贫困群众当亲人，为

他们办实事。

老常的思维进入电脑程序：走造血式

扶贫的路子。不能等靠，把山区群众吃苦

耐劳的精神挖掘出来。依靠荒山的优势，

养猪、养羊、养牛，从几头几只开始，生养

不息，滚动壮大。农户养殖，集体补贴，谁

养谁受益。

手 头 有 了 钱 ，温 饱 解 决 了 ，再 说 住

的。几年来，太平保村危房改造 29 户，全

村农户住房鉴定实现全覆盖，拆除无人居

住危房，实现危房不住人，安全有保障。

易地搬迁的贫困户全部拿到集中安置点

的新房钥匙，入住新房。

剩下孩子们的事就成大事了，孩子们

是希望啊。按照政策，实施教育扶贫。山

村不容易，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们输在起

跑线上。除了中小学生享受补贴，村里在

校的 6 名大学生同样享受大学教育补贴。

村里将来还指望他们呢。说到这里，老常

有些动情，他望着远方的山峦，眼里溢满

湿润。

贫困不是理由。可有些村民因为能

力、疾病等因素，注定一生难以翻身。老

弱病残也是村里的村民，哪个不连心啊，

赶上这个好时代，只要我干一天书记，一

个也不能落下。村里设立公益性岗位，保

洁员、协管员、治安巡逻员等，给他们找个

不重的活干，收入有了，生活有了保障，人

也活得精神起来。

那些什么也干不了的特困户，老常更

是放心不下。他想了个点子，利用自己的

威望，号召本村在外做生意的爱心人士捐

款，成立太平保村“爱心超市”，贫困户的

生活所需去超市领取，无需付款。

老百姓需要什么做什么。一条村级

公路建成了，实现客运班车通往县城的梦

想。农村用水用电改造了，基本满足生产

生活用电需求。

说到乡村的幸福指数，常书记有自己

朴素的理解。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有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有标准化卫生室，有

合格乡村医生或执业医师，实现通信网络

宽带通。实施村级公厕项目，现已投入使

用。

全村道路包括户户通，全部硬化。太

阳能路灯安上了，道路两侧风景树栽上

了，村文化广场修好了，健身器材齐全了，

村容村貌有了进一步提升。图书室加上

秧歌队、舞蹈队，群众日常文化生活丰富

多彩，这就是乡村百姓的幸福吧。

这也需要补，那也需要建，除了国家

扶持，村集体收入从哪里来？

老常扳指给我算：辖区内有两个铁矿

选厂，企业管理费每年上交村里，村级光

伏电站、生猪千头线每年上交村集体租

金，集中式光伏发电已实现并网、车厘子

产业园种植收入、香菇大棚收入等。去年

村集体收入共计 40余万元。

在采访过程中，我走遍了太平保村的

山山水水、村街农户，问起老常这个人，村

里的群众能给我讲出很多故事。因为办

低保，不符合条件他严词拒绝，把自家堂

兄得罪了；因政绩突出，县里给他本人三

万元奖金，他给村里办公益了；说起老常

的毛病和缺点，有位老党员说，做起事来

急性子，前段时间有项工作在全县被评个

中游，老常大发雷霆，把负责工作的村干

部批得抬不起头。

闲暇时间，我静心阅读这个曾经的贫

困村，翻起每一个册页，似乎都有一个故

事。想起常其峰书记坚毅的脸庞，仿佛在

他沧桑的皱纹里，折射着一种光芒，这温

暖灿亮的光芒，闪耀在山村的家家户户，

温润着古老生息的大地。

我不知道下一个页码里蕴藏着什么，

但明白每一个章节里，都盛满付出的艰辛

和饱满丰盈的深情。

振兴

我在老常面前显得十分笨拙，总是赶

不上他的节奏。一连串枯燥的数字，在眼

前生动地跳跃，总会把我带到每个数字背

后的场景和追忆上去。

山村的夏夜安逸沉静，踱步于村委会

会议室，深思一个个画面，沉醉在荣耀的

海洋。

“ 省 级 生 态 示 范 村 ”“ 鲁 山 县 文 明 村

（街）”“和睦家庭示范社区（村）”“先进基

层党组织”，连续两年荣获县“基层党建”

“美丽乡村”“产业发展”“脱贫攻坚”“信访

稳定”五面红旗村和脱贫攻坚“鹰城榜样”

先进集体。

成绩和荣誉已成过去，太平保村告别

偏远落后的时代，没有满足于解决温饱和

摆脱贫困的日子，正在向“乡村振兴、美丽

家园”上阔步转型。

时机已经成熟，迈向文明富裕。老常

心里装着一盘棋，描绘了一幅宏大蓝图。

去年初开始，太平保村吸纳群众的资

金、资产、土地入股，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控

股，充分整合政策、资金、土地、人才等资

源，成立“红鹰创业工程”示范基地，以集

体合作社为核心，变农民为“股民”，以每

股 1000 元为基础参股，变资源优势为经济

优势，变被动生存为主动发展。探索“三

金”模式，即土地流转资金发放到群众手

中，资金入股分红利，基地务工给予劳动

报酬。对鳏寡孤独老人 33 户，经党支部研

究同意，村集体拿出 40%的收益金，按照人

口多少分别获得一股或两股，让这些贫困

户加入合作社入股分红，确保脱贫路上不

落一人。

这是一个适宜于乡村发展的创新模

式。

目前全村流转土地万余亩，村民加入

了合作社，筹集股金 410 万元。采取“堡垒

示范、头雁引领、人才支撑、帮扶助力”四

大措施，通过“党建+”模式，实施“红鹰创

业工程”，围绕“组织建在产业链、党员聚

在产业链、人才育在产业链、农民富在产

业链”的“四链模式”，以党支部为核心凝

聚发展力量，担起经济发展重任，带领群

众发展产业增收致富。

大力盘活贫瘠土地，让荒山变金山银

山。太平保村逐步形成了以林果业、生态

养殖、食用菌为主的综合支柱产业。建成

了车厘子等一批林果种植基地；包含富硒

红 薯 、迷 迭 香 、中 药 材 等 特 色 农 业 示 范

园。今年是第一年，预计村集体年增收 10

万余元。同时观光旅游蓄势待发，以“红

鹰创业工程”示范基地为产业链，不断扩

展乡村游、田园游、采摘游，逐步与县全域

旅游接轨，实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预计

今年综合收入突破百万，可付清村民小股

本金，三年滚动发展后，果蔬漫山，合作社

年收入可达 500 余万元，全部村集体经济

占比达 50%以上，村民可坐收红利，共享产

业发展成果。

今年，常其峰再次高票当选太平保村

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畅想两年以

后，太平保村振兴崛起，富庶一方，在美丽

乡村的福荫下，大地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