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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杨 沛 洁 通 讯 员 焦

萌）6月 14日，沿着蜿蜒平坦的 1号公路

来到叶县辛店镇桐树庄村，只见绿水青

山环绕，蓝天白云相映，远山处一排排

依靠风力发电的大风车随风转动，近山

腰一座座徽派建筑引人驻足。

在红九军纪念碑广场，村民陈国跃

正哼着小曲散步锻炼。他背后的马头

墙、小青瓦民房，是他们打造乡村旅游

的特色建筑。

近年来，桐树庄村把“五星”支部创

建作为攻坚克难的药方子，把农民纳入

产业链条和“双绑”机制，依托浓厚的红

色文化氛围，以徽派建筑群、红九军纪

念碑和纪念墙、井冈山毛竹种植项目

为主线，开辟一条集红色教育、特色民

宿、旅游观光、林果采摘、生态养殖于

一体的综合发展道路，乡村产业蓬勃

发展，人居环境加紧重塑，群众收入持

续增加。

去年以来，叶县把“五星”支部创建

作为优化基层治理、推进乡村振兴的金

钥匙，创新践悟、换道领跑，在全县上下

开辟“创星”一盘棋、“争星”一条心、“摘

星”一股劲的良好局面，让“支部过硬

星、产业兴旺星、生态宜居星、平安法治

星、文明幸福星”闪耀在强村富民的康

庄大道上。

为此，叶县成立由县委书记挂帅，6

个牵头部门和 31 个责任单位组成 9 个

联系指导组，制定下发《“五星”支部创

建清单》10000余份和《“五星”创建指导

手册》10000 册，细化创建任务，确保责

任到点；以发展村集体经济为切入点，

探索实施“11333”工作法（建立一套体

系、制定一个规划、梳理三个清单、推行

三项措施、抓实三项机制），在挖掘资源

禀赋、完善体制机制、促进协同发展等

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实现“五星”促融、

“创建”赋能，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同时，打破层级壁垒，持续开展“支

部连支部”活动，将党建孤岛串联成党

建高地，提高组织效能，共谋产业发展；

强化高质量发展生力军，深入推进“归

根”工程，全面推广“科技特派员+合作

社+示范基地+种植大户”模式，积极推

动科技项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2022 年全县创成“产业兴旺星”村

124个，占比 23%，在全市 6个县（市）中

排名第一。

在“五星”支部创建的推动下，如今

的叶县，“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

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的乡村风貌比

比皆是，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新图景正徐

徐展开。

叶县去年“产业兴旺星”创建居全市6县（市）第一

“五星”璀璨点亮乡村振兴路

叶县是叶公故里，叶氏祖庭地，叶

闻天下是叶县打出的文化名片，可见历

史上在此主政的叶公在叶县地位之重

要。那么，两千多年前的叶公究竟是怎

样的人物？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工作

的广泛开展，我国新出土的文献资料越

来越多，一批批新出土的叶公资料展现

出多元化的叶公。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叶县原文化

局局长李元芝先生经过翻阅资料多方

考证，多角度还原叶公的本来面目。

楚国良臣（《清华大学藏
战国竹简（三）》）

2008年 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

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现已整理出来的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有《良

臣》一篇，共 11支竹简。其中，第五、六

和十一简，是和楚国及叶公有关的，兹

将简文抄录如下：

楚成王（的良臣）有令尹子文；楚昭

王（的良臣）有令尹（第五简）子西、有司

马子期、有叶公子高（第六简）。楚共王

（的良臣）有伯州犁，以为太宰（第十一

简）。整理者说，因为第十一简似为后

来补写，所以排为最后一简。

爱国重臣（郭店简、上博
简《缁衣》篇简文）

在儒家经典文献《礼记·缁衣》篇

中，有一段“叶公之顾命（临终忠告）云：

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人御疾庄后，

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的文字。

1993年秋，荆门市博物馆考古工作

人员在沙洋县纪山镇清理发掘郭店一

号楚墓，出土一批战国中晚期竹简，有

16篇为先秦时期的文献。其中有“叶公

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

人疾庄后，毋以嬖御疾庄士、大夫、卿

士”的内容，和传世《礼记》基本相同。

1994 年 5 月，上海博物馆收藏了

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发现了

许多先秦时期的文献。其中的《缁衣》

篇载：“叶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

作，毋以嬖御疾庄后，毋以嬖士疾大夫、

卿士。”（这和《礼记》传本的记载是一致

的。）简文释义：不要用一些小人的计谋

而坏了国家大事。不要宠幸身边的嬖

妾而蔽塞直正的正宫。不要宠幸自己

的内臣而蔽塞正直的大臣和卿士。

有释者认为，上述内容是祭公谋父

将死时告穆王之言。《逸周书》中记载有

祭公谋父临终时留给穆王的一段话：

“汝无以戾反罪疾丧时二王大功。汝无

以嬖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

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无以家

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仔细回味文意，

二者并不是完全一致。

台湾学者季旭升先生分析这则顾

命时认为：从政治地位来看，叶公区区

一县尹，何能顾命？李元芝认为，根据

近年发现的郭店简、清华简和上博简的

载文，叶公沈诸梁不但是楚昭王的良

臣，在白公叛乱时还挽救了楚国，而且，

昭夫人起初曾提出废黜惠王，另立新

君，是在叶公的力主下才没有实现。凭

借叶公的这些功绩，如果在临终前给楚

惠王留几句嘱托的话，即便是引用了祭

公遗嘱中的部分内容，也是无可厚非

的。特别是在上博简《命》篇中，所记载

令尹子春所说“先大夫之风在遗命（意即

叶公对我们的教诲都在《顾命》中了）”的

话，也为上述遗嘱出自叶公提供了有力

证明。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整理）

——李元芝先生近年新见叶公资料浅释（上）

历史上的叶公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刘通）“我院打造清廉医院网络阵

地，可通过线上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

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6

月12日，在叶县纪委监委召开的清

廉叶县建设推进会上，叶县人民医

院作为叶县首批清廉单元示范点

作经验交流。

今年以来，叶县纪委监委以强

化示范引领为抓手，坚持“以点串

线、以线成带、以带促面”，聚焦清

廉机关、学校、医院、社会组织、村

（社区）、企业 6 个清廉单元，通过

定期工作调度、定期听取汇报、督

导调研、宣传引导等制度机制，切

实抓好首批清廉单元示范点创建

工作，并充分发挥各示范点的引领

作用，促进各单位互学互鉴、共同

出彩，推动清廉思想、清廉纪律、清

廉制度融入叶县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

清廉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

的，需要久久为功、绵绵用力。该

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他们将继续以示范样本、示范

标杆、典范精品的标准抓好创建工

作，着力培育出一批优质清廉单元

示范点，通过观摩互鉴提升，进一步

掀起你追我赶、创优争先的热潮，辐

射形成清廉叶县建设大格局。

叶县清廉文化建设有声有色

6 月 15 日上午，叶县田庄乡岗马

村村外的田地里，播种机在来回穿

梭。“这是我们村集体在抢种花生，天

气预报说这两天有雨，得趁墒抢种。”

村党支部书记宋拥军说。

农忙时节，岗马村村内格外安静，

排间道早硬化成了水泥路，多条道路

也铺上了柏油，有两条柏油路格外地

新，路面上还划设了醒目的分界线。

“这是今年初我们在相关部门支持下

修建的，彻底改变了俺村出行不便的

面貌。”宋拥军说。

“岗马村是典型的农业村，我们还

在土地上做文章，带着大家共同富

裕。”宋拥军说。该村有 1131口人 1760

亩（1 亩≈666.67 平方米）地，村民多外

出务工增收。村集体经济在叶县蓬勃

兴起时，该村克服了没有资金等难题，

党员干部带头自筹，流转了近 200 亩

土地发展集体经济，规模种植优质小

麦和花生、玉米，日益积累起丰富的管

理经验，去年，村集体实现收入近 20

万元。

靠着村集体积累的资金，在上级

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支持下，该村硬

化了多条道路，村里五六个废弃的坑

塘得到治理，还建起了多座游园。村

庄美了，村集体腰包日益鼓了，村民凝

聚力更强了。在外创业的村民也回村

了，围绕“农”字做起了新的创业文章，

既带富了本村，又带动了周边。

村民雪端阳在多个城区开了多家

独一处的砂锅面馆，个个做得风生水

起。目前，他开发的系列调料远销江

浙等地。如今正谋划用村集体生产的

优质麦子生产优质面粉，打造快餐式

的砂锅面，将产品销得更远。

众人拾柴火焰高。村民赵伟星加

盟了独一处，并打造出了石头记品牌，

线上线下开了上百家加盟店，既经营

砂锅面又销售系列调料，经营规模迅

速增长。

砂锅面里离不开酥肉，村民宋军

州的酥肉店应运而生，主要负责供应

雪端阳及赵伟星的砂锅面和快餐面。

田庄乡紧邻廉村镇，辣椒属于该

镇的产导产业，种植面积达两万多

亩。雪端阳的系列调料，少不了辣椒

的元素，他正尝试将辣椒原料本地化，

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土地上做文章 村集体鼓腰包

观摩评比

6 月 15 日，观摩人员在位于叶邑镇大乔村的平顶山市弗瑞曼汽车用品有限公司听取经营及带动就业情况。当天，叶县

分两组对全县 18个乡（镇、街道）开展了和美乡村与乡村产业观摩评比。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6月 10日上午，走进常村镇金

龙嘴村蓝莓采摘园，成串的蓝莓缀

满枝头，颗颗饱满圆润，包裹着一

层厚厚的果霜，新鲜诱人。在采摘

园里，游客拿着篮子边走边摘边

吃，工人手脚灵活地采摘和选果，

以便将新鲜的蓝莓及时送往市场。

“今年是我第二年来这儿摘蓝

莓了，这里的蓝莓又甜又大，非常

可口，今天特意带孩子一起过来，

让孩子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游

客代克芳开心地说。

2018 年 9 月 ，该 村 建 起 蓝 莓

采摘园，采摘园紧邻金龙嘴水库

和旅游线路，尽享便利交通和郊

野风光。

采摘园优选奥尼尔、薄雾、来

克西、杜克等蓝莓品种，这些蓝莓

果味芳香浓郁、口感酸甜适中，深

受消费者喜爱。今年的采摘期可

持 续 20 天 ，占 地 10 余 亩（1 亩 ≈

666.67平方米）的采摘园预计产蓝

莓 1 万斤（1 斤=500 克）以上，可带

来 20 余万元收入。从每年 5 月底

开始，蓝莓陆续进入成熟期，大量

游客从各地赶来体验采摘、品尝鲜

甜。蓝莓产业的发展，不仅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带动当地村

民就业增收。采摘季里，每天都有

10余名村民来采摘、封装蓝莓。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蓝莓采

摘完再封装到箱子里，活儿也不

累，一月挣个 3000多块钱，心里可

高兴。”该村村民王海龙说。

“下一步，我们将抓住乡村振

兴大好形势，依托旅游线路发展的

机遇，进一步扩大林果种植面积，

再种植 70 亩蓝莓，让蓝莓成为村

民的致富果。”采摘园负责人郭万

川说。

（本报记者 杨 沛 洁 通讯员

王岚莹）

蓝莓枝头挂 采摘正当时

6 月 11日，在龚店镇楼马村道

路旁的田地里，望着蓬勃生长的蜜

薯秧苗，叶县纪委监委派驻该村第

一书记彭天洋笑容洋溢，对未来充

满信心。

楼马村位于叶县龚店镇北部，

距离龚店镇 6 公里，南邻化工园

区，北靠沙河，总人口 3200 人，耕

地面积 3300 余亩（1 亩≈666.67 平

方米）。其中，1400 亩被化工园区

开发征用。村民大多在化工园区

做零工，主动探索、发展本村产业

的意愿和热情不高，村集体经济底

子薄弱。

如何让现有的土地发挥最大

潜能，如何把楼马村的集体经济产

业带起来，如何实现村民增收致

富，成了彭天洋驻村后的头等大

事。

“我们多次邀请专家入村指

导，就是想找到一条适合村里发展

的致富路。”彭天洋说。专家们考

察发现楼马村临近沙河，属沙质土

壤，富含微量元素“硒”，非常适宜

种植薯类、瓜类等农作物。

虽然有了“沙河富硒带”这一

地理优势，但究竟种植什么，并没

有一个较好的思路。彭天洋和该

村党支部书记马铁山先后带领村

“两委”干部、群众代表到漯河、我

市郏县实地参观，学习效益高的经

济作物种植技术。

大青菜、蜜薯、甜瓜、西瓜、车

厘子……经专家指导和集体商议，

最终选定发展富硒蜜薯。

说干就干。楼马村村集体迅

速流转 130 余亩土地，引进优质蜜

薯品种，种下了第一批薯苗，经过

一段时间摸索，蜜薯开始结果了，

有些果实钻出了地面，探出大半个

脑袋。就在大家分享喜悦的时候，

细心的党支部委员马振东却发现，

不少蜜薯出现了暴筋、裂皮现象。

彭天洋和村委会干部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从选苗栽苗、种植密度，再

到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多方面

入手，始终未找到症结所在。

于是，彭天洋再次请来农技

专家，专家察看后发现是浇水环

节出了问题。汲取经验教训后，

楼马村迅速完善设施，采用滴灌

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

家的努力，收获的蜜薯糖心流油、

软糯香甜。

在彭天洋和村“两委”干部的

带动下，楼马村逐步加大蜜薯种植

面积，60亩蜜薯目前长势良好，预

计亩产 6000斤（1斤=500克）左右，

收入有望突破 50 万元。同时，该

村还试种了富硒花生、小麦和西瓜

等多种作物，并积极联系农业公司

入村指导，完善种植、养护、储存、

包装及运输等基础设施，形成产销

一体化全链条模式。

如今，楼马村的蜜薯已远近闻

名、供不应求，该村的集体经济产

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已经成为

大家共同的“甜蜜事业”。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张茜茜）

——驻龚店镇楼马村第一书记彭天洋印象

头雁引领成就“甜蜜事业”

6 月 14 日上午 8 点，22 岁的李明阳

准时来到位于叶县的河南天硕农业集

团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天 硕 农 业）上

班。“今天主要了解土地托管的进度。”

他说。

李明阳是田庄乡张申庄村人，郑州

财经学院毕业，去年应聘到郑州一家工

程检测公司。本月初，他跳槽成为天硕

农业员工。

“我觉得新时代的农民很有奔头，想

先在天硕（农业）干，积累经验后，再帮着

父亲一块儿干。”李明阳说。

天硕农业是一家集土地流转、托管

等业务于一体的农字号公司，是 90后张

银垒创办的，目前在全县流转或托管土

地数万亩，并从事订单农业种植管理和

收购、农产品加工，发展势头强劲。

近年来，叶县村集体经济蓬勃兴起，

但也遇到一些问题。该县是农业大县，

村集体经济多是流转村民土地从事种植

业。然而，村集体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多

由村干部自筹或贷款，而土地流转及

种植管理又需要不菲的资金，种植者

压力大，加之管理跟不上，经营亏损现

象时有发生，不利于种植户尤其是村

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李明阳家是种植大户，今年麦子因

遭遇连阴雨形成芽麦，加上资金压力大，

种植信心开始动摇。天硕农业今年强

力推进的新业务让他眼前一亮。该公

司与多家投资公司联手，实施全托管模

式，既为种植户或村集体全部垫付土地

流转费及种子、化肥、农药等投入，又提

供耕耙犁种等服务，并为作物购买保

险，解决了资金、技术、管理等问题，最

后实施利润分成。

“这相当于看好地，就能每年拿到稳

定的利润了。”李明阳说。作为大学生的

他，很快悟到了其中的门道，更认识到了

这是未来现代农业发展的一条必经之

路。他愿意为现代农业发展鼓与呼，愿

意用自己所学为天硕农业服务。

李明阳坦言，自己内心还有一个小

九九：那就是帮助父亲扩大流转规模，种

出优质的粮食，借助大公司创出品牌，时

机成熟后接过父亲种粮的班儿，当一个

新时代的农民。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大学生应聘当“农民”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闫宛良）“经查，关于匿名举报反映镇

自然资源所时某包庇违法占地有关问

题不属实，现予以澄清正名……”6

月 14日上午，一场特殊的澄清证明

会在常村镇召开，驻县住建局纪检

监察组组长李朝阳掷地有声的话

引来一阵掌声。

前不久，驻县住建局纪检监察

组收到县纪委监委信访室转交线

索，反映某自然资源所相关负责人

存 在 包 庇 他 人 违 规 占 用 耕 地 问

题。经核查，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

均不属实。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

一幕。

“当得知被举报时，我心情无

比沉重，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

击。今天这个澄清大会让我备受感

动，感谢组织为我澄清不实举报，给

我正名，还我清白。”在澄清正名会

上，时某难掩感激之情，表示将以此

为契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用实际

行动回报组织的关心和信任。

“对党员干部不仅要严管，而

且要厚爱，有问题的要一查到底，

没有问题的要及时澄清，让干部放

下包袱，大胆干事。”李朝阳表示，

下一步，纪检组将在加大澄清正名

力度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政策宣

传，鼓励实名举报，多措并举引导

群众依规依纪依法反映问题，推动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既要严管干部 更要保护干事干部

叶县为受到不实举报干部澄清正名

叶公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