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太平保村紧邻245省
道旁边，有一片一眼望不到
头的庄园。庄园名字叫“太
平保村红鹰创业工程示范基
地”。该庄园占地 16000 余
亩，建设于两年前，由太平保
村一家合作社经营。庄园内
栽种有桃、杏、梨、车厘子以
及特色红薯等物。

“如果不是九三学社市
委会的倾力帮扶，这个地方
到现在恐怕还是荒山。”庄

园负责人胡保伟说，从开始
建园到现在，九三学社市委
会多次带专家、教授到庄园
指导，而且全村500多户村
民，有400多户村民以股份
形式加入了庄园，并因此带
动周边 350 余名村民在庄
园务工，特别是栽种的西瓜
红红薯，目前尚未成熟，就
已接到了300多吨的销售订
单。

“他们为俺村没少出力，

真的感谢他们。”太平保村党
支部书记常其峰说，也是在
九三学社市委会帮助下，他
们村如今还变成了“观摩
村”，经常有人前来参观学
习。

“下一步打算继续与九
三学社河南农业大学委员会
专家教授联合，把观音寺乡
作为共建单位，定时为该乡
提供科技服务。”九三学社平
顶山市委会副主委张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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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乡结对帮扶：村里荒滩变成“聚宝盆”

观音寺乡位于鲁山县
城西北部，辖区内11个行政
村，贫困村曾占 7 个。2015
年，九三学社平顶山市委
会 与 该 乡 结 成 了 扶 贫 对
子，与太平保村也从此有
了交往。

为把工作落到实处，九
三学社市委会近年来先后
16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帮扶工作。市政协副
主席、九三学社市委会主
委张电子多次带领专家前
往指导。2016年，在九三学
社市委会协调下，九三学
社河南农业大学委员会相

关专家教授也赶往观音寺
乡，为脱贫工作出谋划策。

观音寺乡果树种植历
史悠久，不少群众都有种
植管理经验，但该乡却没
一个成规模的特色果园。
在九三学社市委会的建议
下，观音寺乡政府决定在
太平保村建设特色果园。

好好的土地要种果树，
村民们听后头摇得像“拨浪
鼓儿”，谁都不愿出让土地。

为改变村民观念，鼓
励、引导村民脱贫致富，九
三学社市委会把建果园这
一项目定在了太平保村村

民委员会门前的70多亩荒
滩上。之后他们多方协调
筹措资金10万元，并在九三
学社河南农业大学委员会
帮助下选购来车厘子和冬
桃树苗，使曾经的荒滩地变
成了今天的特色果园。

“去年这些车厘子和冬
桃 都 挂 果 了 ，口 感 特 别
好。”观音寺乡党委副书记
王玉诺说，她也没想到，一
个 曾 经 长 满 杂 草 的 荒 滩
地，如今成为该村一道亮
丽的风景，也是这座果园，
让 该 乡 不 少 地 方 变 成 了

“花果山”。

▶▶▶荒河滩上建果园

太平保村村民常俊兵
因母亲有病、妻子身体不
好，他家成了村上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为让常俊兵
家过上好日子，2017 年，九
三学社市委会筹资5万元，
为常俊兵家安装了家庭式
光伏发电，每年仅此一项
收入就6000多元。

“不是他们帮扶，俺现
在也脱不了贫。”常俊兵
说，九三学社市委会还给

其安排了公益岗位，使其每
月又多了 300 元收入。此
外，前几年九三学社市委会
又给他家送了3头猪崽，使
他家2018年成功脱贫。

“现在电视也有了，去
年还安装了宽带，没事时
上上网、看看电视，感觉现
在的日子非常幸福。”常俊
兵高兴地说。

其实，像常俊兵这样的
家庭，九三学社市委会在

观音寺乡帮扶很多。
“特别是逢年过节时，

他们没少给村民们捐赠物
品。”李艳辉说，2018 年，九
三学社市委会还给石坡头
村修建了道路、安装了路
灯，并联系爱心企业为贫
困村民提供了公益岗位。
又筹资两万余元给太平保
村 捐 赠 了 办 公 桌 椅 和 电
脑，改善了该村的办公环
境。

▶▶▶村民脱贫奔富路

▶▶▶示范基地成样板

陈延庭（左）与李艳辉观察车厘子生长情况

上下齐心决胜决战脱贫攻坚

建设的山区乡村旅游景观公路

郁郁葱葱的车厘子示范基地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4月22日，雨过天晴。鲁山县观音寺乡太平保
村村民委员会门前一片果园内，车厘子树长得郁郁葱

葱，冬桃树枝挂上了指头肚儿大的桃子，颗颗晶莹惹人喜
爱。

“入春以来天气和顺，每棵果树挂果都很好。”果园内，
九三学社平顶山市委会办公室主任陈延庭与观音寺乡扶
贫办主任李艳辉谈论着果树的生长情况。

放眼望去，四周一片碧绿，特别是距离果园东北
边一公里处的山坡上，新栽种的桃子、梨、杏树

等也都嫩芽吐翠、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