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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坊村背靠大刘山，怀抱青龙河，村
内街巷傍水而建蜿蜒曲折，四合院古色古
香。全村总面积3.3平方公里，现有居民
468户，总人口1515人。

2015年底，张宗鹏放弃了在县城的生
意，回到村里任党支部书记，他下决心带
领村民打造青山绿水、生态宜居、富裕文
明的新纸坊。2016 年起，连心坝、灌溉
站、街道铺修等项目接连落地，让纸坊村
年年换新颜。

2017年初，该村吹响了实施美丽乡村
建设、改善村民居住环境的号角。先是从
卫生抓起，铺修一条条水泥路，在街头设
立 17个大型垃圾箱。村民王二奇、李国
霞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村里安排他俩当了
保洁员，每月有300元收入。

卫生搞好了，村里又发动村民搞绿
化。翠竹、连翘、百日红、红叶石楠……短
短三年内，纸坊村植绿形成规模。哪里
脏，就重点治理哪里。如今村里建有五个
小游园、一个广场、三个人工湖，还建成了
河滨公园。

环境美起来了，家家户户都告别了烟
熏火燎的日子，用上了电磁炉和液化气。
村里还开办了生态宜居爱心超市、道德讲
堂。

2018年，村里建起了老年食堂，安排
专人制订科学菜谱，为80岁以上的老人
提供一日三餐。

83岁的村民刘中义高兴地说：“我们
生活在这花园式的村子里太幸福了，我要
活到100岁，多享受享受这美日子！”

美丽乡村名副其实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脱贫攻坚实实在在

展望未来前景美好

5月的郏县黄道镇纸坊村鲜花盛开，一步一景，美不胜收。
河滨公园里，一座亭子古色古香。在喊泉旁，随着该村党支部书记张宗鹏洪

亮的喊声响起，一条银白色的水柱冲天而起，蹿出几十米高后摔成无数珍珠从高空
散落。“哇，太美了！真是太壮观了！”围观群众和游客们惊叹着，竞相体验喊泉的
魅力。至此，纸坊村新落成的喊泉娱乐项目正式接待游客。

张宗鹏在体验喊泉

今年纸坊村在河滨公园里建起喊泉
娱乐项目，经过精心施工、调试，纸坊喊泉
目前已正式接待游客。

依托国家级传统村落、省级文明村镇
的品牌优势和青龙河穿村而过的地理优
势，纸坊村今年又新建了河道两侧栈道、
休闲凉亭、观景台等基础设施，计划重点
打造民宿、农家乐、垂钓、康养、青少年研

学基地等项目。
“今年，我们将着力开发村内资源，

计划投资30万元建设一座 120米双滑道
彩虹桥；采取以奖代补、公司加农户的方
式投资50万元建设民宿；投资26万元建
设水上乐园；投资 15万元建设农家乐项
目。”对纸坊村的发展蓝图，张宗鹏胸有
成竹。

喊泉落玉 李甜人生

在纸坊村，只有王帅飞、王二奇、李国
霞3户贫困户，共7人。

住房安全是贫困户的关键保障，张宗
鹏积极协调争取“危房改造”“六改一增”
项目，协调企业为他们赠送了全自动洗衣
机，有学生的贫困户家庭每年还可领到
1500元的“金秋助学”资金。他还在村里
150亩果树的基础上，建成了“纸坊村甜美
李子扶贫基地”，以增加贫困户的收入。

今年28岁的王帅飞自幼就没有了父
母，前年他的爷爷、奶奶先后去世。去
年，在帮扶责任人的帮助下，王帅飞进入
广东一家汽车城当学徒工，月工资 3300
元。

48岁的王二奇患有肾病，一家3口人
享受扶贫政策，村里给他们安排了公益岗
位并在扶贫基地务工，去年全家收入31000
元。张宗鹏还帮他建成了一个6亩地的果
园，种植有桃子、李子，果树下种植了花生，
每年增收5000多元。“6月份我的果园就
进入采摘期啦！”王二奇高兴地说。

今年65岁的李国霞丈夫早年因病去
世，前两年大儿子出车祸离开人世，儿媳
妇撇下两个孩子改嫁了。在张宗鹏的协
调下，她的小孙女交由二儿子抚养，她在
享受扶贫政策的同时，被安排了两个公益
岗位，年收入达万元。2019年底，这3户
贫困户都光荣脱贫。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文/图

六旬老妇成了家中顶梁柱

热心帮扶让她渡过难关

花椒树苗发芽了，闫杏和何延西很高兴

椒生元珠 杏福百味

5 月 7 日上午，看着坡上刚刚长出嫩芽的花椒树苗，69 岁农妇闫杏满是皱纹的
脸上笑开了花：“都活啦，好哩很。”

“这样的坡地很适合种花椒，以后技术上有啥问题，市农科院的技术员会过
来指导。”蹲在旁边的何延西说道。想起一个多月前，一群医护人员在坡上帮她种
植花椒的热闹场景，闫杏老人心中满怀感激：“树苗是市中医院免费送来的，大家
又帮我栽了半天，要是我老婆子一个人，不知道要忙活多少天呢。”

闫杏是宝丰县前营乡马庄村的贫困户，何延西是市中医院工作人员、驻马庄村
第一书记。今年 3月份，市中医院购买 2000棵花椒树苗扶持马庄村贫困户，闫杏在
自家坡地上种了200棵。

正是麦子黄梢时节，马庄村周围是黄
色的麦浪，村中两条主路新铺上了黑亮的
柏油，走起来还有些粘脚。“这柏油是昨天
刚铺的。随后路两边再进行绿化……”何
延西边走边介绍，“马庄村包括大马庄、小
马庄、党庄和梁庄四个自然村，1690口人，
1500亩地，原先有贫困户41户，大部分已
脱贫，仅剩4户孤寡老人，已由政府兜底
保障。”

马庄村是市中医院的对口帮扶村，
原本在该院设备科工作的何延西从2015
年 9月开始进驻，村里的老少爷们早已
把他当成了村里人。走上去年新修的党
庄桥，看着因疫情暂停的泥河河道治理
工程，何延西说：“泥河从马庄村流过，如
果治理好，马庄村一定会变得更漂亮。”

此时，闫杏在河北岸自家地里忙，干
瘦的她正独自挥着镰刀割艾草。“何书
记，你来啦。”看到何延西，闫杏忙着打招
呼。作为闫杏一家的帮扶干部，何延西

从旁边村民那里借了一把镰刀，弯腰帮
老人割艾草。“这块地有一亩，去年种的
艾草，今年刚割第一茬。”闫杏边割边说，

“专门有人来收购，听说今年价格有点
低，一块四五一斤。”

2013年春天，一直在附近一家工厂
打工的闫杏大儿子突然被诊断为肺癌晚
期，年仅36岁。全家不惜一切四处借债
亦未能抗过病魔，半年后儿子去世，为年
迈的父母留下了8万多元的债务和一双
年幼的儿女。儿媳不久就改嫁了，丈夫
有高血压、糖尿病，干不了啥活，家庭的
重担就落在闫杏的身上。

“儿子走的时候，孙子12岁，孙女才
3岁……”闫杏不敢回想，当时自己是怎
么撑过来的，只知道自己急出了耳聋的
毛病。家里原本有3亩多地，她又租了
几亩地，每天早出晚归，在地里忙活，抱
定一个信念：“干一年是一年，孩子一年
大过一年，总会熬出头。”

对于闫杏家的困难，何延西一直记
在心上。作为村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闫杏家享受到了多项政府补助政策。政
府为每户贫困户买了4只羊，目前由村
里找人统一代养，每户贫困户一年的收
益是1300元；政府在荒山上投资了光伏
发电项目，每户贫困户每年可增收3000
元。

“除了这两项收入，村里还给闫杏安
排了一个打扫卫生的公益岗，每月有500
元收入；她的小孙女还享受低保，这些加
起来每年的收入有一万余元。”何延西
说，加上每年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收入，
2019年闫杏家脱了贫。

“这些年，何书记和市中医院没少帮
扶俺家。”前往坡上看花椒苗的路上，闫
杏感激地说，“几天前，何书记还陪着我
老伴看病呢。”闫杏的丈夫从年前开始眼
睛就一直流泪看不清，眼球往外凸出。4
月27日，何延西驾车带着闫杏夫妇赶到

市中医院看病，医院还免去了几百元的
医药费。经过检查，她的丈夫眼睛上火
长了毒疖子，现在已慢慢好了。

“今年俺心里格外轻松，孙子 19岁
了，上了技校的汽修专业，现在跟人边学
边干，能养活自己了。”孙子孝顺懂事，说

“奶奶别干了，我长大了，你该歇歇了”，
这让闫杏颇感欣慰。

上到坡上，看着成排已成活的花椒
树苗，闫杏蛮有信心地说：“小车不倒只
管推，自己坐那儿不干，对不起政府的扶
持。我要看着这些花椒树长大，幸福生
活一定会来的。”何延西不由感叹：“老太
太干劲十足，我们扶持着也有劲儿。”

走在回村的路上，闫杏感叹道：“这
几年村里的变化可大了，修路、修下水
道，建村卫生室，老百姓心里可高兴。”

何延西说：“村里刚整修了一个广
场，向县教体局申请的健身器材快到了，
很快村民就可以到广场上健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