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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 日，央视一套《话说长城》栏目播

出了楚长城叶县段的片断，透露了叶县建

楚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信息，还播出了主

持人在楚长城脚下（马头山段）赶楚文化大

集的场景，吸引了节日期间人们的眼球，观

看楚长城的游人次日倍增。

国庆节前夕，叶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传来这样一则信息：叶县楚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项目被纳入国家“十四五”扶持的重点

项目，扶持资金 8000 万元。

此后，省、市一批相关专家齐聚叶县，

就叶县楚长城文化公园规划“评头论足”。

…………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经

过我们多年的努力，楚长城终于要以新的

面貌和大家见面了，并在乡村振兴的大舞

台上发挥带富一方的作用。”叶县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局长娄毅说。

一代代人不懈保护楚长城

在 10 月 2 日央视播出的楚长城叶县段

片断里，有一位老人向主持人介绍马头山

段楚长城脚下的墙体，这里也曾出土了不

少文物。

这位老人叫李元芝，曾任叶县文化局

局长，是挖掘并保护楚长城文化的鼎力支

持者，并积极参与楚长城文化研究。

叶县是千年古县，历史上有名的、奠定

东汉 200 多年的大战——昆阳大战就发生

于此，更是楚国的最北端，考古挖掘中，处

处有灿烂的楚文化的文明。叶县也因叶

公而定名。叶公是楚国有名的军事家、政

治家，戍守当年楚国的最北疆土（叶邑故

城），因与到访的孔子政见不一，被其弟子

杜撰出寓言故 事《叶 公 好 龙》。 为 巩 固 边

疆，楚国沿最北边界的山区，修建了蜿蜒

数百公里的楚长城，其中在叶县境内的有

64.7 公里。

在历史河流的冲刷下，当年的楚长城或

被风化，或被战争破坏，或变成了不显眼的

墙“疙瘩”，湮没于偏僻的大大小小的山中。

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批长城民间

爱好者开始沿着叶县南部的一个个山寻

找、挖掘、求证。在叶县县委、县政府及文

化部门的支持下，楚长城慢慢引起重视，后

来被国家长城专家认可。楚长城因早于万

里长城数百年，所以又被称作“长城之父”。

“由此，叶县从支持转向了更大力度的

保护。”娄毅说。经过努力，他们将楚长城

申请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碑保护。

随着近年来精准扶贫工作力度的加大，楚

长城叶县段所在的山也被唤醒，修建道路、

上马项目，但是当经济发展与楚长城保护相

冲突时，叶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保护。对于

恶意破坏楚长城者，该县将其绳之以法，大

大震慑了对楚长城心怀不轨之人。

紧紧抓住发展机遇

“在发展中保护。为让楚长城发挥出

新 的 作 用 ，我 们 不 放 过 任 何 一 个 发 展 机

遇。”娄毅说。

娄 毅 上 任 叶 县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局 长 伊

始，正值叶县强力助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

他注重发展文旅产业助推扶贫，楚长城的

开发保护被纳入议事日程。他说，乡村振

兴中的一项就是文化振兴，要让楚长城这

一文化瑰宝焕发出新时代光彩，帮助群众

致富奔小康。

楚长城绵延数百公里，跨南阳方城、叶

县和鲁山。要想在共有的楚长城上“秀”篇

锦绣文章，就必须搜寻长城元素。

据 叶 县 旅 游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屈 小 昆 介

绍，按照创新的项目管理法，早在两年前，

他们就不断挖掘搜集楚长城元素。马头山

上有个闯王寨，山下的村庄叫杨令庄。民间

有着一段传说：明朝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被

困于马头山，他就在山上寨子里屯兵（闯王

寨由此得名），山下明军将领叫杨令，就驻扎

在杨令庄（村庄也由此得名），企图困死闯王

及起义军，闯王就在山上头天种麦，第二天

就收割，反复如此，杨令哀叹道：老天不灭

闯王！无奈拔营离去。

据屈小昆介绍，如今，闯王寨还有一人

多高的石墙，并有驻军的痕迹。他们考察

后认为，这里就是当年楚长城上守军驻兵

的场所，此段长城城墙也特别明显，加上寨

墙外山坡陡峻，符合建长城的特点，又在此

不断挖掘出箭头等物品。

之后，他们在老山寨、鹞山、红石寨、歪

头山寨、青山寨陆续发现山寨、房基、水井、

蓄水池、烽火台等重要遗迹并以线连片。

“长城元素在马头山段特别集中。”屈

小昆说。就在去年，省考古专家在附近的

叶邑镇常庄村挖掘出古墓群，在墓里发现

了很多大石头，墓室摆放的特点和陪葬品

等均证明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央

电视台还为此拍摄了纪录片。

另外，叶公时期的东西二陂水利工程，

目前还在造福当地人。

结合楚长城元素特别集中及楚古墓的

特点，该县建设了楚长城公园项目。

随着精准扶贫系列政策的推出，马头

山下曾经的深度贫困村杨令庄迎来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该村既傍有楚长城的马头山，

又邻黄花寺水库美景，当地借助扶贫政策，

打造山水村庄，修建通村公路，实施人居环

境整治，村子变干净了，与外界的联系也方

便了。风电项目落户周围的山上，成为杨

令庄村独有的风景；黄花寺水库经过整治，

建成了环水观光步行步道；周边的山上也

建成了登山步道。

两年前，叶县投资 11 亿余元的南部山

区旅游线路（扶贫线路，如今更名为致富线

路）也从杨令庄旁穿过。当年红二十五军

长征路线也基本与旅游线路重叠，当年的

五里坡阻击战战场遗址就在路旁。

老天总是把机会留给有心人。据屈小

昆介绍，正当他们的规划越来越明晰时，国

家正好向全国征集长城类的项目。基于旅

游线路基本紧依楚长城的情况，他们将该

线路建设为楚长城观光线路。“我们的规划

项目报上去后，一下子就吸引了专家的眼

球。”屈小昆说。

水到渠成。叶县楚长城国家公园项目

被立项，国庆节前又被纳入“十四五”扶持

的“篮子”内。

“多亏我们紧紧抓住了精准扶贫和旅

游线路这两个机遇，才让项目升级为国家

扶持项目。”屈小昆说。

让楚长城焕发新时代光彩

娄毅的办公室有一本叶县楚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的规划图，他时不时拿出来看一下。

规划图显示，叶县楚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轮廓以叶县境内楚长城为主体，东起辛

店镇小梁沟村东南 1400 米处，西至夏李乡

银洞沟南山包。

规划中这么解释：楚长城现存遗址遗

迹军事防御体系保存较为完整，文化价值较

高，代表了我国早期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最

高成就，见证了公元前 7世纪楚文化、中原文

化、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等的大规模碰撞与

融合，是国家极为重要的长城文化名片。

在轮廓范围内，该县要建成建设保护片

区——“中国长城·源点叶县”展示区。借助

叶县保安镇前古城、后古城、叶邑关、方城塞

遗址遗迹、燕山水库、杨令庄楚文化特色小

镇、长城风景廊道等区域资源集聚优势，建

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中国长城·源点叶县”

主题展示协作发展区，打造文化地标。

目前，杨令庄已成为省特色旅游示范

村，岩壁水滑、七彩沙滑、林中探险项目已

经投产，水上娱乐项目部分建成，民宿、农

家乐项目正在兴起，投资 1000 多万元的马

头山下楚文化餐饮一条街项目已经开工建

设，“我们要将此地打造成为楚文化小镇。

那样，将会大大加快我们村集体实现年创

1000 万元的发展步伐”。该村党支部书记

李聚家说。

楚长城所在的望夫石山下，莲花庵驿

站即将建成，民宿项目也正在建设。楚长

城脚下的桐树庄村的七彩沙滑项目已经投

用，后续项目正在筹建中，该村的民宿产业

日益红火……

目前，叶县正在以境内楚长城文化为

引领，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以

叶县南部山地旅游区为载体，建设长城文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我们要用新时

代的色彩不断装扮楚长城，让楚长城焕发

新时代光彩。”娄毅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让楚长城焕发新时代光彩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 郑 鹤 凌）“ 巩 固 脱 贫 成 果‘ 后

评 估 ’是 当 前 的 重 中 之 重 ，然

而，还有一些同志心存侥幸，作

风不实……”10 月 24 日下午，在

叶县纪委监委 5 楼会议室，叶县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督查巡

查 组 针 对 巩 固 脱 贫 成 果“ 后 评

估”工作开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直面约谈。

全县 9 个责任组长、4 名第

一书记、2 名村党支部书记被集

中约谈问责，以“红脸、出汗”的

方式督促干部履职尽责，倒逼干

部以作风攻坚促巩固脱贫成果

攻坚。

这样的约谈会，在上一周，

同样的会场、同样的会议，已经

进行过一次。

在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2018 年 ，随 着 叶 县 贫 困 人 口 脱

贫，叶县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

然而，脱贫人群现在收入怎样，

有没有牢固的保障，是否存在返

贫风险？该县按照上级政策，开

展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工作，

对全县脱贫群众重点对在监测

线 范 围 内 的 群 众 ，要 求 各 级 干

部、各有关部门帮扶人员采取上

门走访等形式，重新核实评估，

并补充完善相关资料。

为确保工作成效，叶县纪委

监委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作用，组

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督查

巡查组，探索“一周一调度，一周

一总结、一周一通报、一周一清

单、一周一问责”的“五个一”工

作法，对全县驻村帮扶日常管理

情况、“一口清”情况及日常监督

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后

评估”专项督导检查，做到问题

不搁置，责任不回避，问责不手

软。

约谈中，他们要求存在问题

的党员干部对照督查问题清单，

深刻剖析、认真研究，从自身看

问题、从主观查原因、从落实找

差距、从执行找薄弱，真正从思

想深处端正态度、敢于担当和承

担 责 任 ，不 回 避 、不 推 脱 、不 遮

掩，层层传导压力，立行立改。

约谈的目的是厘清整改思

路，强化有效整改。被约谈人员

表示，将按照工作要求，以问题

为导向，分析原因，逐一细化工

作措施，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

改内容、措施、时限和责任人，立

行立改，确保实效。

问题不搁置 问责不手软
叶县以作风攻坚促巩固脱贫成果攻坚

● 10 月 26 日 ，河 南 省 司 法

厅五星级规范化司法所创建工

作第五调研组到叶县调研五星

级规范化司法所创建工作，他们

先后察看了洪庄杨、盐都、马庄、

田庄等 7个司法所。 （陈红丽）

●10 月 27 日，为期 3 天的叶

县第三期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开

班 ，近 百 名 致 富 带 头 人 参 加 培

训。 （杨沛洁）

●10 月 27 日，叶县成立“叶

县妇联公益红娘”微信群，红娘

群由各乡（镇、街道）妇联主席、

专职副主席、县直各单位妇委会

主任组成，旨在打造一支公益红

娘志愿队伍，专门为工作繁忙、

无暇找对象的适龄男女牵线搭

桥。 （张艳杰）

10月27日上午，位于常村镇葛河村的锦程制品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十几名村民正忙着

加工生产密胺餐具，称料、上料、打边、抛光……不

一会儿，一个个精美的餐具便呈现在眼前。

“从建厂到现在几年了，我一直在这儿干活，

老板和老板娘对俺可好，一个月拿两千多块钱，离

家也近。”该村村民周俊说。

周俊口中的老板和老板娘，是该村村民尚套、

程小玲夫妇。该村是山区村，之前交通不便，靠山

区薄地又不能养家，尚套、程小玲夫妇俩像其他人

一样，走出山门到广州打工。他们在一家从事密

胺餐具加工的企业打工，夫妇俩踏实肯干爱动脑

筋，又凭着在外打拼多年积累的经验，了解到该行

业广阔的市场前景，便拿着攒来的资金回到家乡。

2012 年 7 月，他们回到叶县城区，创办了平顶

山锦程制品有限公司，租下 1000 多平方米的厂

房，生产经营各种规格的餐具用品，年产值一度达

300万元。

2019 年 9 月，一直心系乡亲的夫妇俩，看到该

村建有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后，便将企业搬了

回去。当地政府及村里的大力扶持让他们信心倍

增，他们先后又投资 200 多万元，从广州、山东等

地购买各种材料及产品模具，开发新品 300 多种，

使得企业年产值很快升至 500万元。

夫妇俩回村创业带动了乡亲们致富增收。村

里有不少像周俊一样因种种原因不能外出务工的

村民，两人就优先安排他们来务工，使他们每个月

能有稳定收入。“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照顾到

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减少了村里的留守儿童。”程

小玲说。

乡亲们感恩他们夫妇俩，十分珍惜工作机会，

干活踏踏实实。如今，程小玲夫妇的餐具加工生

意做得红红火火，还打开了国外的销售市场。

“下一步，我还要扩大生产，也能为更多的村

民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程小玲

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王岚莹）

回村办厂富山乡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张鸽子）“巡察是政治巡察，既

要 关 注 权 力 ，也 要 关 注 权 力 背

后 的 责 任 是 否 落 实 到 位 ，重 点

查找履行职能责任方面存在的

问题……”10 月 25 日，十四届县

委第一轮巡察第八巡察组组长夏

国峰在召集第一次组务会时说。

首轮巡察将派出 9 个巡察组

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农业农

村局、县水利局、县人社局、县住建

局、县发改委、县司法局、县文化和

广电旅游局、县移民服务中心 9 家

单位进行巡察，时间为 45天。

叶县县委高度重视巡察工

作，十三届县委巡察工作共开展 8

轮县直单位巡察和 6 轮村（社区）

巡察，完成对97个县直单位和554

个村（社区）的巡察全覆盖，共发

现问题 9448个，整改率 98.9%，推

动建立健全制度机制 384个，发现

并移交党员干部违规违纪问题线

索 736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59

人，组织处理 154 人，移交司法机

关 13 人，推动收回村集体土地

5442 亩，推动收缴违规违纪等各

类资金2593余万元。

新一届县委成立不久，就召

开会议研究县委巡察工作，研究

十四届县委巡察工作规划，安排

巡察计划。

十四届县委巡察工作将围

绕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有效

衔接乡村振兴、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水平等中央决策部署等监督

检查重点开展政治监督，紧紧围

绕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四

大任务、五大攻坚、七大行动、九

大工程、七大目标，开拓思路、创

新举措、深入巡察、全面监督，确

保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完成；紧盯

权利和责任，深入查找群众身边

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精准发

现问题，形成震慑，充分发挥巡

察利剑作用，让全县党员干部群

众感受到新一届县委全面从严

管党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

心；紧盯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

解决软弱涣散问题、增强基层治

理实效。

十四届县委第一轮巡察启动
对9家单位进行巡察 为期45天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0 月 27 日，

龙泉乡西慕庄村村室附近的一排平房

里，脱贫户王娟娟等村民正在加工制作

衣服，其中一间屋子的门口挂着叶县东

兴 针 织 厂 的 牌 子 。“ 在 这 里 每 月 能 挣

2000 元，还能照顾小孩和老人，真好。”

王娟娟说。

西慕庄村位于龙泉乡政府西北 5 公

里处，南临澧河，有 297 户 1419 人，全村

耕地 1680 亩。该村位置较偏僻，没有资

源，没有工业，更谈不上交通区位优势。

在全县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助农致富增

收的大背景下，该村成立了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首先深耕 1600 多亩土地。由于

村民多外出务工或在附近门厂务工，土

地粗放式经营，增收比较难。该村就将

大部分土地流转，在保证 1400 亩优质小

麦种植的同时，又种植烟叶 420 亩、花椒

90 亩、苗圃 500 亩、艾草 220 亩。特色种

植使每亩土地收益成倍增长，如烟叶今

年每亩能创收 3000 元以上，一些因病等

不能外出务工的人员长期为种植产业项

目打工，确保了家庭稳定增收。

由于村集体土地实现了规模经营，

2020年 9月，村里成立了叶县龙泉乡西慕

庄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社，借助该县

发展村集体经济的鼓励政策和农机补贴

政策，村干部带头集资 40万元，买了大型

拖拉机、旋耕耙、免耕耧、打捆机等，既进

一步降低了耕作成本，又实现了外出服务

“赚钱”，今年夏秋两季赚了2万余元。

种植产业稳定后，该村开始引领更

多的村民共同致富。对于乡里、村里在

外地创业有成的，他们就打乡情牌，吸引

劳动密集型项目落户村里。几年前，龙

泉乡引进了从事铁艺家具的骏辰工贸公

司。该企业需要购置更多的配件，村干

部陈铁建就带头创办百世顺天工贸有限

公司与其合作，为其加工上游产品，经营

形势红火。

“东兴针织厂既增加了村民收入也

盘活了村集体资产，一举两得。”该村党

支部书记慕大民说，这排房子原来是村

小学，小学合并后，这些房屋就闲置了下

来。该厂入驻后，对外加工防护服等医

用服装，今年订单格外走俏，30 多名村

民持续在这里打工挣钱，村里每年也能

获得固定的租金收入。

土里刨金 发展产业

西慕庄村多种经营促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

讯员王涵儒）昔日军营洒汗水，

今朝立业在家乡。10 月 26 日上

午，开园首日的叶县退役军人创

业孵化园热闹非凡，前来参加应

聘的退役军人积极投递简历、登

记报名，面对面向用人单位咨询

岗位详情、福利待遇等情况。

当 天 ，该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合举办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园开

园暨 2021 年退役军人专场招聘

会。

近年来，叶县高度重视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全方位、多

渠道掌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需

求，通过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加

强多部门沟通协作等形式，促进

退役军人稳定就业、积极创业。

招聘会上，工作人员设置了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宣传咨询台，

为自主就业退役军人提供政策

咨询服务，并现场发放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宣传手册，帮

助退役军人明确就业目标，提升

就业率。“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后，

一定坚持‘退伍不褪色’精神，在

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退

役军人李世杰说。

此次招聘会共有 50 家企业

参加，提供就业岗位 800 余个，其

中兴盾集团提供就业岗位 30 多

个，有分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助理、项目经理、国防教育教

官等。当天到场退役军人 200 余

人，现场签约 40 余人，达成用工

意向 70余人。

叶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孙明旭表示，孵化园是政府优化

服务、全力引导和帮助退役军人

创业就业而搭建的平台，是政府、

社会、企业共同呵护退役军人（及

家属）就业的平台，它将加快退役

军人实现从部队到地方的角色转

换，引导退役军人积极投身“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更好

地实现自身价值，也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搭建平台

叶县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园开园

10 月 27 日 下 午 ，夏 李 乡 彦 岭 村

驻 村 帮 扶 干 部 到 脱 贫 户 刘 大 义 家 走

访 ，详 细 了 解 其 家 庭 收 入 及 政 策 落 实

情 况 。

按照上级部署，叶县在全县开展了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工作，驻村

干部入户摸底排查，获悉动态资料，筑实

群众脱贫根基。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入户走访

10 月 28 日，在叶县城区广场西街，施工人员

在吊卸污水管道。

为解决城区汛期积水难题，该县投资 2 亿多

元，对城区路段实施雨污分流工程，以解决集水顽

症，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雨污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