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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村子，浓郁的艾草香不
时飘来，不少农户家门口摊晒着
大片的艾草。

村民张庭照正在自家门前
翻晒着艾草，这是早上他和老伴
刚刚采摘回来的。他说，孩子们
都在外打工，他在家种了一亩多
艾草，一年能有 3000 元到 5000
元的收入，比种小麦、玉米强。

“今天摘的大约能卖200元
钱，晒了之后送到村上的中草药
收购点就行了。”这个曾经的贫
困户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随行的平煤神马集团八矿
驻府君庙村第一书记乔云清说，
现代人对养生特别重视，艾草全

身都是宝，不但能制作艾灸贴供
艾灸用，还能制作艾茶、艾肥皂、
清新剂、化肥等，行业前景十分
广阔。根据常村镇的艾草产业发
展战略，村里近年来引导群众种
植艾草，目前全村种植艾草300
余亩，为群众开辟了增收新路子。

不仅如此，2019 年，村党支
部书记吴召印领着干部、驻村工
作队到信阳学习制茶技术，在平
煤神马集团八矿援助下，购买了
机器设备，建起了艾草加工车
间。除了艾茶，村里还上马了蒲
公英、制作茵陈养生茶等项目。
这些茶产品在平顶山市特色农
产品展销会上一亮相，就引起了

市民的关注和青睐。
“今年端午节期间，我们尝

试举办了第一届艾茶采摘节，村
里唱了三天大戏，可热闹啦。”吴
召印说，明年端午节，他们再举
办活动就有经验了，欢迎大家来
府君庙村体验艾茶采摘和制作
过程，品尝艾茶的清香，参加包
粽子、猜谜语等活动。

当天，一辆轿车来到府君庙
村委会，车上下来一对来自平顶
山市区的夫妇，他们是专程慕名
到村里买艾茶的。由于之前在
展销会上买过，这次花500元买
了两提包装精美的艾茶，夫妇俩
满意而去。

城里人跑到小村庄买艾茶

府君庙村：集体经济结硕果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张晶莹

近日，记者走进叶县常村镇府君庙村，
水泥路两边的百日草开得正欢。乍一看，
这个普通的村落和叶县其他村子并无太大
区别，走访之后，才发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她已经走在许多村子的前头。

这是一个偏远的丘陵村庄，与南阳市
方城县搭界，全村近300户、千余口人，祖祖
辈辈靠种地吃饭，2015 年脱贫。近几年在
帮扶单位大力支持下，驻村干部和村两委
一起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闯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村里有了标准
化厂房，建起了面粉厂、门厂，艾草种植及
深加工、蒲公英和茵陈养生茶制作等项目
也落地生根，并获得了看得见的效益。

在府君庙村，细心的人会发
现，每家每户门前都装着一个并
不起眼的方形小灯。

“这是一盏太阳能灯，到了
晚上，它自己就亮了。”乔云清解
释说，府君庙村地处半山区，晚
上漆黑一片，群众出行极为不
便，还存在很大的治安隐患。

2020年12月，乔云清给所在
单位八矿领导汇报后，为便利村
民夜间出行，八矿购买了300余
盏太阳能路灯，村干部为全村每
户都装了一盏。

吴召印说，他很庆幸，2017
年 5月，当他决定结束南方高薪
的打工生涯，回到村里担任党支

部书记时，遇到了刚到府君庙驻
村的第一书记乔云清。

“要想村子面貌得到根本的
改善，必须先抓经济实力这个基
础。”两位书记的想法不谋而合，
接下来两人配合默契，同心合
力，才有了如今府君庙村集体经
济的良好发展。

吴召印说，驻村3年来，乔云
清以村为家，为村子谋发展，跑
前跑后协调资金，不知道放弃了
多少节假日。他把村民当亲人，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群众都记
在心里。今年春节前夕，乔书记
还自掏腰包，为全村80岁以上老
人每人发放200元过年红包。

今年 5月，乔云清的 3年驻
村任期原本就该结束了，可是村
里的干部群众都舍不得他走。
于是，村两委和村民代表联名给
八矿党委写信，信中说：“这样的
好书记，我们要把他留下来！”

产业发展起来了，村里有了
资金，接下来两位书记考虑的计
划就是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
提升人居环境”了。

“村里要绿化美化，生产路
要修一修，规划中的村史馆也要
提上建设日程……”两位书记边
走边商量着，未来的府君庙村，
一幅壮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
在他们的脑海里徐徐展开。

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村子南面有一排标准化厂
房，里面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
机器声响。走进厂房，只见一排
机器带动着硕大的石磨盘正平
稳地转动，工人们则在全自动生
产线上忙碌着。

这里是府君庙村的面粉厂，
由于刚接到一批石磨面的订单，
工人们正在赶工。村民屈娜新
正在机器旁撑着面袋接面粉。
因家里孩子多，只有丈夫一人在
外打零工，她家曾是村里的贫困
户。2018年10月，村里在帮扶单
位八矿援助下建起了这座面粉
厂，屈娜新就成了面粉厂的工
人，“守着家门，一个月挣两三
千”，她很知足。

机器、石磨转动着，58岁村
民陈付有就在厂房里转来转去，
他的职责是看机器。原来他家是
贫困户，现在子女们都已成家，他
和老伴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家里空调、冰箱都有了，出门
有电动三轮车，我觉得很幸福！”他
喜滋滋地说。

“你看这石磨面粉，颜色亮
黄，吃着麦香味浓，好吃。”吴召
印一边查看一边说，用机器磨
面，100 斤小麦能出 70 斤面，石
磨只能出48斤面。虽然石磨面
价格高，但销量很不错，他们生
产的“千亩芳”牌原生态石磨面
已成了远近闻名的“热销货”。

吴召印说，面粉厂不仅带动
困难群众就近就业，还带动了无
公害小麦的种植推广，使全村群
众受益。2020 年 10 月，面粉厂
原来的两台石磨增加到现在的5
台，日均面粉销量由原来的 100
多斤增加到现在的 3000 多斤，
实现了快速发展。

在面粉厂的南面，还有一个
门厂，这里不仅生产装门的合
页，而且已开始生产各式铁门及
别墅防盗门。偌大的生产车间
里，工人们正在进行着切割、焊
接、包装等各种工序。

在样品展示间里，各种高端
大气的别墅防盗门展现在眼前，
你很难想象就是在这个小村庄

的生产车间里制作完成的。
这家富之星门业是由府君

庙村的“上门女婿”郑延海在村
委会支持下创办的。郑延海原
本在外打工，跟着哥哥学会了做
门。2017年，村两委支持他回乡
创业，以土地入股的形式，鼓励
他扩建厂房。如今，门厂用工达
30多人，产品远销省内外，年收
入也越来越高。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
大，府君庙村的村民开始尝到
福利。今年 6 月 22 日，端午节
前夕，根据家里人口多少，村两
委为每家每户发放1至3袋不等
的石磨面粉，村民们个个喜笑颜
开，村党群服务中心喜庆欢快的
气氛像过年一样。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村
民臧留春这样说道。

吴召印颇有信心地说：“随
着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增加，以后
的分红会越来越多，群众将得到
更大的实惠，我们村的日子也会
越来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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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张庭照在家门口翻晒采摘的艾叶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摄

村民屈娜新在村面粉厂里接面粉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摄

府君庙村一景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