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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峪镇总面积 140 平方公里，耕地只有 2.3 万

亩，而宜林荒山面积 10 余万亩，宜耕种土地资源不

足曾一度成为制约大峪发展的重要因素。自 2016

年以来，大峪镇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造林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

中心工作来抓，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大力实施国

土绿化工程，持续推进荒山绿化、植树造林。

自 2017 年以来，全镇荒山造林及高速两侧可视

范围内造生态林 4.42 万亩，封山育林两万余亩。与

此同时，该镇见缝插绿，开展镇村绿化，植绿 7100

亩，建设生态廊道 430亩。

大峪山区土壤薄，干旱少雨，树难栽，更难活。

为了全面绿化荒山，该镇动员全民种树，组织镇、

村及村组干部和党员先上，包种植、包管护、包成

活，一包到底，通过精选树苗、认真栽种、安装育林

板、泡蘸生根剂、铺地膜、多次浇水等，确保荒山造

林成活率。

栽树容易长树难，为保护植树造林成果不被破

坏，该镇组建护林队伍，完善巡山机制，每晚由科级

干部带队，联合公安、巡防，分组沿镇域东西线全境

巡查，严禁私挖乱采、乱砍滥伐现象发生，确保种下

的树木顺利成活。

“这几年我镇未发生一起私挖乱采、乱砍滥伐事

件，大力植绿护绿，细心呵护，大峪的荒山一点点变

绿，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群众的满意度也越来越高。”

张雅丽说。

植树造林添底蕴
细心呵护谋长远

大峪镇：深入践行“两山”理论 谱写绿色发展新篇
从汝州市区前往大峪镇，有三条道路：沿着林桐

高速公路驱车进入大峪镇段，两侧山体绿意盎然；走省

道 325一路进山，入眼处林木葱茏；穿行整修一新的靳

马线，道路两侧新栽的绿植茁壮成长，一路留下片片树

荫。如今，行走在大峪镇，绿色已然成为它的底色。

位于汝州市东北部的大峪镇是全山区镇。近年

来，在汝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大峪镇党委、政府

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实施

荒山造林、封山育林，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相协调，走出了一条适合镇域实际的绿色发展道

路，曾获得“省级生态镇”“省绿化模范乡镇”“省级园

林乡镇”“平顶山市绿化美化工作成效突出单位”等

荣誉称号。寨湾、邢窑、青山后 3 个村获得“国家森

林乡村”称号。

“俗话说靠山吃山，作为全山区镇，之前的大峪

镇 是 ‘ 年 年 种 树 年 年 死 ，今 年 树 种 上 ，明 年 成 柴

火’。近年来，大峪干群苦干实干，大力开展荒山造

林，满山树苗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我们把

荒山变绿山，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大

峪落地生根。”该镇党委书记张雅丽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大峪镇党委班子扛

稳主体责任，以党建为统领，狠抓管理和教育，建强

基层组织和队伍，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狠抓党委班子建设。该镇强化党委中心组集中

学习制度，提升班子成员的理论素养，教育引导班子

成员自觉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做政

治上的明白人、行为上的老实人；完善党委议事规则

和集体研究决策机制，发挥镇党委的领导作用。

建强基础组织堡垒。该镇通过村“两委”换届选

举，把口碑好、威望高、能力强、群众基础扎实的人才

选拔进入村“两委”班子。在 2020 年村“两委”换届

选举中，该镇选优配强 24 名“能人”，实现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加强干部队伍梯队建

设，24 个行政村留任干部 76 人，后备力量补充 46

人、大专以上 18 人，平均年龄 46 岁，基层干部队伍实

现了年轻化、知识化。

注重管理和教育。该镇通过每季度一次的“逐

村观摩，整乡推进”活动，让各党支部在观摩比较中

找差距、学经验，促进基层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整

体提升；注重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提升综合素

养；鼓励村“两委”干部不断学习，提升带领群众致富

的本领。

“在党旗的引领下，我们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

作用，全镇党员干部发扬革命老区精神，尽锐出战，

真抓实干，让绿色在大峪大地铺展开来。”张雅丽说。

党旗引领鼓干劲
建好队伍干事业

曾经，大峪镇 24 个行政村中，有 14 个

贫困村，其中 6 个是深度贫困村。为帮助

群众脱贫致富，该镇将植树造林和脱贫攻

坚工作紧密结合，在改变山区生态环境的

同时，帮助群众谋划发展产业，增加群众

收入，保证群众脱贫不返贫。

2017 年，大峪镇党委、政府经过多次

开会研究、外出考察，最终决定把花椒种

植作为支撑全镇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

经过组织宣传和积极动员，2018 年

春 季 ，全 镇 种 植 花 椒 树 42 万 棵 约 6000

亩；2018 年秋 季 ，全 镇 利 用 秋 冬 农 闲 之

机，再次种植花椒树 40 万棵 5600 余亩；

2020 年春季，为了鼓励各村发展村集体

经 济 ，该 镇 认 真 规 划 花 椒 种 植 百 亩 方

10 个，共栽种优质花椒 3200 余亩。3 年

来 ，镇 政 府 拿 出 经 费 近 90 万元，统一购

置花椒树 苗 105.8 万 棵 、化 肥 280 吨 、农

药 130 余 箱、地 膜 1500 余 卷 以 及 抗 旱 送

水 5000 余车，均免费提供给群众。截至

目前，全镇累计种植花椒 15000 余亩，其

中十岭、寨湾、田窑、下焦、王台、玉皇等

村流转土地 1070 亩，全镇贫困户 95%以

上都种植了花椒树。去年，2018 年种植

的 花 椒初见成效，每亩花椒收益达 1500

元以上。

经过几年的荒山绿化，该镇生态环境

得到提升。生态环境变好了，靠山吃山

的底气更足了。2019 年，该镇鼓励引导各

村立足实际发展蜜蜂养殖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当年，该镇为镇里有养蜂意愿的

11 个行政村分别免费提供 20 箱蜂，并邀

请专家到镇里开展养蜂技术培训。经过 3

年的示范带动，目前全镇有 17 个村通过

养殖蜜蜂发展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全

镇 24 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在 3 万元

至 5 万元（含 5 万元）的有 15 个、5 万元至

20万元（含 20万元）的 9个。

花椒种植、蜜蜂养殖等产业与生态

发展的有机结合，使得该镇取得脱贫攻

坚 的 胜 利 ，壮 大 了 村 集 体 经 济 ，这 是 该

镇 积 极 践 行“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 的 生 动 实 践 。 经 过 植 树 造 林 ，

大峪荒山劣势变优势，成为大峪发展的

新动能。

靠山吃山谋发展 特色种养奔富路

近几年，经过坚持植树造林，该镇生

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借助汝州市发

展全域旅游契机，大峪镇正积极探索适合

镇域实际的乡村旅游之路，初步建成了

“春赏花、夏漂流、秋观叶、冬滑雪”的四季

旅游项目。

依托丰富的山区林木资源，该镇每年

3 月杏花开放时举办杏花节，每年 10 月举

办红叶节，吸引大量游客到大峪游玩，并

带动大峪农特产品销售。同时，该镇积极

引导有能力的村民经营餐饮、发展农家乐

等，实现增收致富。

大峪镇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景观众

多，有千年古刹观音堂、仙人堂及多处汝

窑遗址；另有大红寨、小红寨、梁家寨、石

榴嘴寨、白寨、南天门寨、辉泉寨等明清时

期古山寨 30 余座、国家级传统村落 1 个、

省级传统村落 3 个、省级特色文化旅游村

落两个。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现有临汝县

抗日县政府、八路军战地医院、八路军供

给处、抗日战争省军区等革命遗址。

今年 4 月，位于袁窑村的文旅项目云

堡妙境开门纳客。该项目是汝州市重点

文旅项目，今年 1 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2.7

亿元。项目以万安西寨的保护性开发为

前提，以古堡的创新利用为核心，以民宿

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的切入点，打造成为综

合型旅游度假区。

为配合云堡妙境项目的开发建设，该

镇总结植树造林经验，实施项目带动绿

化，将植树造林重点区域规划在云堡妙境

项目周边区域荒山，在项目周边可视范围

内绿化荒山 1300 多亩。

“大峪镇拥有像万安西寨同类的古寨

资源 30 余处，云堡妙境项目的开发建设，

为其他古寨及全镇文旅资源保护开发提

供了宝贵经验。近几年的发展实践告诉

我们：只有‘看好树、种好树’，把荒山变绿

山，才能拥有发展底色和底气。‘十四五’

期间，我们将深入践行‘两山’理论，探索

适合镇域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增加群众

收入，不断提升大峪百姓的幸福指数。”张

雅丽说。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挖潜资源搞开发 乡村旅游开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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