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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为改变贫穷落后的山村面

貌，许建军第一个“吃螃蟹”，带头干起

农家乐。

21 年后，面对农家乐发展的瓶颈，

许建军又一次站出来，把农家乐升级为

民宿。

8月 2日上午，雨后初晴，站在许建

军家“山水居”民宿露台上放眼望去，只

见群山连绵、小桥流水、白鹭翩飞。

民宿内，许建军的儿媳妇侯芳芳在

打扫房间、更换床罩被罩。“7月份开始

营业后，几乎每天都有游客入住，周末

得提前一个星期预订。”她说。

鲁山县四棵树乡张沟村地处山区，

曾经位置偏僻、交通闭塞。1983 年，许

建军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张沟村，担任过

村团支部书记。1988年，他跟几个老乡

去南方做生意，赚到了钱，也开阔了视

野。1995年，在村民推荐、家人鼓励下，

许建军放弃在外的生意，回村担任党支

部书记。

2001年初，许建军和村“两委”干部

通过走访考察发现，来周边景区游玩的

游客很多，却没有几家与之配套的宾

馆。他由此捕捉到大好商机——张沟

村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又与六羊山景

区相邻，发展农家乐优势突出。

之后，许建军与市区几家旅行社联

系，想法得到了旅行社老板的认同。回

到村里，他先与村“两委”成员统一思

想，大家都说值得尝试。但村民有顾

虑：咱这穷山村，开农家乐能有人来吗，

赔了咋办？

许建军急了，决定带头开办农家

乐，又自费买了几十张床送给村民，承

诺赚不到钱床白送。他动员党员、村

“两委”干部及其亲属在村西北角建起

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品农家情、赏

田园风光”为主要内容的 7 户农家乐。

开业前，该村组织人员外出学习，还专

门聘请酒店经理、大学教师来村里进行

培训。

“2001 年 3 月 23 日，这一天我记得

特别清楚，张沟村农家乐正式开业，市

区一家旅行社拉来 18 位客人。为搞好

服务，我动员村里的新婚家庭拿出新被

褥放到农家乐。饭菜是山野菜、野木

耳、山蘑菇、玉米粥。晚上，我搬来家里

的音响，办了个篝火晚会，游客们高兴

得不得了。张沟村农家乐一炮打响

了。”许建军回忆说。

自此，张沟村农家乐迅速发展起来，

村“两委”牵头成立了“农家乐产业党支

部”，对农家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对游客统一安排、集中服务，并定期派人

监督检查。为提升服务水平，吸引更多

游客，产业党支部组织农户到郑州学习

餐饮服务技术；邀请摄制组在村内拍摄

了《女大学生部落》，提高农家乐的知名

度。2015年，张沟村被原河南省旅游局

评为“河南省乡村旅游示范村”，许建军

被原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乡村旅游带

头人”。目前，张沟村已发展农家乐 38

户，从业人员近300名，每年吸引顾客 10

万多人，户均年收入20万元左右。

2019 年，许建军带领村“两委”成

员、农家乐经营者到洛阳栾川考察学

习，看到当地民宿的经营情况，大家都

震撼了。“当时，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处于

饱和状态，档次跟不上，游客来吃顿饭

就走了，留不住人。这次考察，让我们

看到了差距。”许建军说。

回来后，村“两委”从市区招商，利

用村内闲置房屋建起两家民宿，2021年

初开业后生意一直不错。村里的农家

乐经营者却犹豫不决。“这种心情可以

理解，本来生意好好的，一年能挣 20万

元，改造成民宿得一年时间，一年不赚

钱还得投钱。”许建军说。

怎么办？许建军与家人商量，以前

咱带头了，这一次咱还带头吧。2022年

8月，许建军将家里的农家乐拆掉，请专

业公司进行设计，到今年 6月份建成民

宿“山水居”。民宿为中式风格，有 4个

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院内有餐

厅、厨房和公共卫生间。“游客可以自己

做饭，不想做了出门就是农家乐。”许建

军说。

“山水居”示范效应立显，村民王邵

坤是村里较早一批农家乐经营者，这几

天一直在找许建军商量，“许书记，俺想

好了，就按你家样式建，你再给出出主

意，停车场怎么建合适”。

“村里还有几家也准备改建，暑假

过后就动工，张沟村下一个目标是打造

‘民宿小镇’。”对于张沟村产业升级，许

建军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常洪涛）

两次“吃螃蟹”客来乐农家

8 月 7 日，走进宝丰县观音堂林业

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水峪村花椒基地，

只见漫山遍野的花椒树生机勃勃，绿

油油的花椒粒缀满枝头。微风吹过，

椒香扑鼻。

“这里以前是荒山，杂草遍布，经过

整治后，变成了花椒基地。我们不仅能

在家门口务工，还能照顾家人。”谈起基

地带来的变化，村民李现有高兴地说。

北水峪村地处浅山区，土地贫瘠，

不适宜种植传统作物，缺少产业支撑，

村民致富没有门路。如何发展产业带

动增收，一直是当地干部群众共同的

“心病”。

为找到致富路，北水峪村“三委”干

部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外出考察学习。

最终，该村盘活 50亩（1亩≈666.67平方

米）闲置土地，采用“村集体土地入股、联

建共营”的方式，走上一条“村集体经济

组织＋合作社＋农户”的花椒种植之路。

“我们种植的品种是大红袍花椒，

香度、麻度和各方面品质都比较好。”该

村党支部书记史风琴算了一笔账：4户

群众的 50 亩荒地每年以 3000 元租金

流转给村集体，刨去人工、养护等各项

开支，每年不仅为村集体增收 4 万多

元，而且带动周边 30余名村民就业。

北水峪村的蝶变是观音堂林业生

态旅游示范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壮

大村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入的一个

缩影。

滴水崖村采取“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农户”的方式栽种了 8 万余株菊

花，曾经的 40亩撂荒地如今变成了“希

望田”；大石扒村白玉木耳种植基地悬

挂 3 万多个菌棒，带动 40 余人实现稳

定就业，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将增收 6

万元……近年来，该示范区按照“一村

一品”的发展思路，着力把党的组织优

势转变为产业发展优势，村集体经济发

展呈现出“全面开花”的良好势头。

“我们积极组织包村干部、驻村工

作队对村集体闲置或低效使用的厂房、

仓库、设施设备等资产以及土地等资源

进行梳理摸排，通过承包、出租、对换等

方式，实现各类资产资源保值增值，逐

步实现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的转变，走上乡村振兴发展快车道。”观

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商科峰说。

（本报记者 巫鹏 通讯员 牛祎蓓）

“一村一品”兴乡村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水风

叶底波光浅，亭亭翠叶红妆面。”8

月 6 日晚，由郏县县委宣传部、县

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主办，县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东城街道承办的

2023 年郏县王家庄第二届荷花文

化节开幕。近万人身临荷塘美景，

“藕”遇最美荷花。

此次文化节将持续 17天，包含

“荷塘夜色”灯光秀、“拥抱极光”、

廉政主题书画展、怀旧电影、祈福

放灯、爱莲杯摄影大赛、荷花仙子

花中舞、亲子游乐项目、“藕”遇一

夏烧烤音乐节、荷田晚风市集、非

遗文创展示、直播助农等内容，游

客不仅可以品美食、游荷塘，还可

以欣赏精彩文化盛宴。

过去违建林立、河道淤积，如

今规划整齐、风景秀丽。东城街道

王家庄社区在前几年的“双违整

治”“一户多宅”治理中，腾退 120

余亩（1亩≈666.67平方米）地，打造

了格桑花路、望春园、幸福桥、千米

荷塘等景观，成为近郊游的网红打

卡地。近两年，该社区充分发挥因

“荷”而美的自然禀赋，点绿成金，

打造乡村旅游胜地，精绘农旅融合

多元化发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因“荷”而美 为“荷”而来

王家庄荷花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近日雨

水增多，空气湿度明显增大，食品

极易受潮霉变。为防范化解区域

性、系统性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连

日来，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专项

工作。

执法人员加大对重点品种、重

点 环 节 、重 点 场 所 的 监 管 、巡 查

力度。在食品流通环节，重点检查

进货台账、标识标签、从业人员健

康证等；在餐饮环节，重点检查原

材料进货台账、场所环境卫生、操

作间加工制作、餐具消毒保洁、生熟

食品存储等；在食品生产环节，严格

检查主体资格、环境卫生、从业人员

持证上岗及安全制度落实情况等，

严厉打击非法添加、滥用食品添加

剂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

员增加对高风险食品、消费量大食

品的抽检频次，并定期发布抽检结

果，接受社会监督。

在严格监管的同时，执法人员

要求经营单位保证食品库房的通

风、干燥，建立食品库房日检制度，

留存日检记录。

截至目前，该局已检查食品经

营单位 480家（次），排查整治食品

安全隐患 40余条。

天气高温湿热

湛河区严格食品监管

瑞平公司张村矿职工谭红杰、李向前、崔延旗、王淑

申、王向峰、马驷、温红杰、任高成、白云龙、孙志恒、何

见奇、任二国、何战营、董长周、冀民超、彭耀普、罗随才、周书杰、张国杰、崔

建、张晓峰、刘帅涛、梁杰、李艳强、陈志刚、陈恒亮、刘超飞、靳旗、靳增飞、

沈永华、李朝栋、汪荣耀、冀奕源、渠武、李顺伟、张召杰、赵俊昌、李义召、吴

闪峰、李保成、王超峰、王红志、王佳威、梁金团、李国栋、梁刚杰、牛泉水、梁

明杰、刘鹏飞、赵国旭、韩跃锋、甄向锋、何金龙、王佳克、娄宗保、边喜锋、靳

文光、张占红、安国华、李占军、马宾强、李杰克、张安峰、燕超鹏、孙福禄、梁

刚垒、刘秀成、张志坚、王红彬、靳世浩、靳梦飞、靳梦格、吕利果、薛留坡、李

鹏辉、张东洋、边龙飞、王建力、李国民、申常乐、申占胜、赵军科、穆帅光、王

志强、宋见强、张许辉、吴鑫鑫、王志恒、王延锋、刘新华、李团义、郭洋洋、吕

广勋、郑保军、余帅通、陈宾涛、胡伟团、温延宾、张恒亮、何文现、李留印、李

三孩、李中良、靳政委、刘红旗、马占强、谭占领、王帅歌、何银枫、任晓晓、王

跃川、马语隆、孙书伟、李自峰、高红涛、任晓朋、闫延勋、张刚正、韩占伟、米

帅等 120位同志，鉴于你等长期不在岗，违反劳动纪律并影响生产经营，我

单位拟提请矿工会职代会联席会议表决解除劳动关系，特此通知。

瑞平公司张村矿劳资科

2023年 8月 8日

通 知

上海天豫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91310230086153007Y）

因业务量大，公章使用率较高，现在已经

出现字迹模糊等损坏情况，为了不影响

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特作废现有公章，

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刻制新公章并启用。

特此声明。

上海天豫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8日

声 明

■广告

白天到夜里多云

间晴天，东北风3级左

右，最高气温 33℃，最

低气温24℃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王航航）

8月 7日中午，市民李军再次到宝丰县城

关镇仓巷街邓家羊肉汤饭店就餐时，欣喜

地发现饭店对面出现了一个停车场。“以

前来这儿吃饭，停车真作难。现在停车场

建好了，来这里就餐真方便。”李军说。

仓巷街是宝丰县城有名的美食聚集

地，每天都吸引众多食客前来。由于道路

狭窄，停车成为食客们需要面对的难题。

仓巷街西侧有一块闲置空地，这里

不仅有居民的自建菜地，也有不少垃圾

堆积。仓巷社区曾多次组织人员清理

垃圾，但经常出现反弹。

创文工作开展以来，仓巷社区组织

商户、群众代表和干部开展“会诊”讨论，

结合仓巷街一直存在的“停车难”问题，

通过现场踏勘、多方协调，决定将闲置空

地改造成公共停车场。

经过 半 个 多 月 的 努 力 ，停 车 场 建

成，规划停车位 30 余个。闲置空地改

造成停车场，既改善了环境，也为周边

居民、商户及食客提供了便利的停车服

务，可谓一举两得。

今年以来，城关镇把创文工作和“五

星”支部创建相结合，用心倾听民声民

意，不断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

闲 置 空 地 变 停 车 场
扮靓“面子”做实“里子”

本报讯 （记者高轶鹏 通讯员彭

俊峰）8 月 7 日下午，高新区遵化店镇

召 开 2023 年“ 乡 村 光 荣 榜 ”表 彰 大

会，并号召各村群众以受表彰的同志

为榜样，学习他们勤俭持家、团结和

睦的文明家风，学习他们邻里互助、

携手共进的高尚风格。

本次共评选出“乡村光荣榜”典

型人物 12 个类型 76 名，有孝老爱亲、

关系融洽的好媳妇、好公婆；有和睦

相处、守望相助、崇德尚贤的好妯娌、

好邻居、好乡贤；有热心群众事务、投

身乡村振兴的群众组织好会长、乡村

创业好青年；有大力弘扬文明新风、

热心乡村公益事业、传承弘扬家风家

训的移风易俗好榜样、志愿服务好标

兵、家风家训好传人；有扎实推进基

层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基层优秀宣传工作者、优秀党支

部书记。

遵化店镇开展
“乡村光荣榜”表彰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8月 7日下

午，在郏县薛店镇赵寨南村入村道路

上，村民赵军伟看着新安装的太阳能

路灯，心里也敞亮了许多。

“之前的路灯有的不通电、有的灯

泡损毁，晚上走这一段路心里很不踏

实。没想到不到 3 天，太阳能路灯全

安装好了，咱老百姓心里美滋滋的。”

赵军伟笑着说。

民生实事抓在手，群众冷暖记心

间。近日，部分村民向村“两委”干部

反映：通村路段路灯老化缺失，夜间出

行不便。接到反映后，该村立即召开

班子会，成立工作小组，倾心解决群众

所急所盼问题。

村“两委”一方面组织专业人员实

地查看，确定安装位置和数量，另一方

面筹集资金 2 万元。位置定准、数量

科学、资金到位、施工队进驻……不到

3 天就安装太阳能路灯 60 余盏。太

阳 能 路 灯 不 仅 照 亮 了 群 众 出 行 的

“平安路”，而且映照了村民生活的

“幸福路”。

赵寨南村落实民生实事

3天安装太阳能路灯60余盏
8月 7日，从业人员在郏县姚庄回族

乡礼拜寺村直播间内介绍金镶玉制品。

近两年来，该乡充分利用交通区

位、文化区位、农特产品、旅游等资源

优势，加强电子商务与传统产业的融

合、线上平台与线下资源的融合、商品

交易与文化传播的融合，推动农特产品

上行。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电子商务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王岚莹）8月 4日，位于叶县龙泉乡

的食用菌产业园双孢菇栽培车间

里弥漫着浓浓的菇香，工人们在采

摘双孢菇。

“我们园区占地 360 亩（1 亩≈
666.67 平方米），目前产品存放中

心、覆土车间及 26 间工厂化仿生

态智慧菇房已完工，其中 12间菇房

已投用，4 间菇房开始出菇，每间

菇房每天出菇 1000 公斤以上，每

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带来 150 万元

以上的收入。”食用菌产业园项目

负责人吴喆说。

同样，在位于任店镇的叶县绿

港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现场，

工人们在有序施工。该项目是叶

县立足实际，盘活企业闲置资源的

典型项目。在多个部门的协同发

力下，一期已建成 25个日光大棚。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近年来，

叶县持续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调研，坚持

“输血”“造血”相结合，坚持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有效发挥土

地、资金、资产等资源优势，抱团发

展、聚拢成拳，走出了一条“资源

型、产业型、效益型”村集体经济发

展新路子。

为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促

进村民增收，2022 年以来，叶县统

筹各类财政资金，激活多方资源，

共投入 37800万元，安排了 68个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项目，其中产

业 发 展 类 项 目 42 个 ，涉 及 资 金

22806.6万元。

“下一步，叶县将努力打造一

批对农村发展有拉动作用的高质

量项目，全力推进项目落地见效，

并充分发挥龙 头 企 业 的 带 动 作

用 ，做 优 做 强 特 色 产 业 品 牌 ，为

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产业

支撑。”叶县乡村振兴局局长魏进

庚说。

聚拢成拳 激活资源

叶县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8 月 7 日上午，在鲁山县辛集

乡张庄村葡萄园里，村民在运输

葡萄。

该 村 有 30 多 年 葡 萄 种 植 历

史 ，目 前 种 植 面 积 1560 亩（1 亩≈
666.67 平 方 米），年 产 鲜 果 2.5 万

吨，年产值超亿元。葡萄于 8 月初

大量上市，省内销到郑州、南阳、周

口、驻马店等地，省外销到江西、湖

北、安徽、河北，目前一天销售 20

吨左右。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摄

葡萄热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