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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者简介：
吴留成，1966年生于叶县辛店镇新蒋庄村，20岁初学美术，筹备成立河

南省城乡规划总院平顶山分院。

归根者感悟：
在市委组织部人才“归根”工程的号召下，我回归故土，决心把绘画艺

术融入我市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的大课题中去，为鹰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
才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
大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
助乡推动鹰城发展。“市委组织部人
才‘归根’工程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在政府的号召下，我筹建了河南省
城乡规划总院平顶山分院并担任院
长。”3月8日，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新城铭座写字楼办公室，吴留成
说，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他们
院参与规划的数个项目进展良好。

绘画为基 画出康庄大道

吴留成 11岁因腿疼辍学，其间
几乎天天吃药、扎针，曾一度病重到
躺在床上起不来。病情稍缓后，他
决定回到课堂，18岁的他重回小学
五年级。“当时我的左腿膝盖不会打
弯，就拄着木棍去上课。”回想过去，
吴留成很心酸，“生在农村，身体患
病，只有上学才有出路，所以我继续
学习，幸而父母很支持我。”

在吴留成的学习生涯中，初三
班主任苏留才给了他绘画启蒙，中
招考试后推荐他到当时的叶县文
化馆美术班学习。在美术班，他遇
到了曹绿洲老师，曹老师看他很有
天赋，就叫他跟着自己实习，一起画
电影海报，并支持他考艺专，学习美
术。中专毕业后，他遇到了“广告”老
师邢民举，并在他的带领下给服装

店、商店、粮所画海报、壁画。
“我的第一桶金来自家

乡辛店镇，当时给镇粮所画
了两幅壁画，收入 1800元。”
吴留成说，这在当时是一笔
不小的收入。

自此，吴留成以绘画为基础，从
事过工艺美术品制作销售、装饰工
程效果图设计、建筑施工等工作。
后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加油站广
告、装饰策划设计施工，进而发展到
输油管道工艺施工、大型储油罐制
作等工业项目。

未来愿景 打造文艺小镇

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毕
业后，吴留成经常组织参加我市公
益文化艺术事业，得到市美术家协
会主席彭善喜的认可，并被任命为
该协会秘书长兼副主席。

“做工程经常来回跑，我还在郑
州成立了河南省广昱得贸易有限公
司，现在公司平稳运行。”吴留成说，
近年来，我市鼓励在外乡贤、志士回
乡发展，经过考察，他在河南省城乡
规划总院争取到成立河南省城乡规
划总院平顶山分院的资格。近年
来，他们院参与了我市尼龙新材料
产业集聚区的电力规划、热电联产
规划，组织多项设计规划项目。去
年，以乡村振兴为主题为叶县保安
镇策划设计了“楚长城脚下的公
社”，其中的康养、民宿旅游、研学企
业培训、休闲农业等项目受到叶县
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落叶归根，我在外拼搏多年，
现在年过半百，也想为家乡作些贡
献。”吴留成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
依托燕山水库、甘江河、燕山古道、新
蒋庄村内千年古树等历史文化、山水
风景打造燕山古道文化艺术小镇，目
前正在规划中。“在市委组织部人才

‘归根’工程的支持下，希望我的梦
想尽快实现，让家乡更多人受益。”

吴留成：

助力乡村
画笔融入大课题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归根者简介：
谢静静，郏县人，生于1992年，河南省绿丰润盛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小白兔亲子农场创办者。曾获市三八红旗手、郏县十大巾帼出彩人、郏
县第二届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等荣誉。

归根者感悟：
做自己喜欢的事，传递快乐的教育理念，让更多孩子自由幸福成长，是我

的最大追求。依托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我相信我的田园梦一
定会更加美好。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归
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才智
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大行动，
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助乡推动鹰
城发展。“市委组织部人才‘归根’工程
为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提供了优质平
台，我会继续努力，扩大农场规模，让
更多孩子感受大自然带来的快乐。”3
月6日，在郏县白庙乡马湾新村小白
兔亲子农场，河南省绿丰润盛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静静说。

返乡创业 带动移民就业

“这边是大草坪，现在正在返绿；
这边是游玩区，有各种游乐设施；这边
是就餐区，有铁锅炖等特色餐饮……”
当天上午，虽然天气有些阴冷，但陆续
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农场游玩，谢静静
为他们一一介绍园区项目。谢静静身
材纤细，穿着浅驼色大衣，画着淡妆，
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如果不是鼓起的
肚子，根本看不出她已怀孕8个月。

马湾新村是移民村，瞄准这里良
好的区位、政策优势后，谢静静毅然放
弃在上海创办针织厂的机会，由郏县
移民局提供项目支持、当地政府统一
流转土地，投入近400万元建设丰润
果蔬园，园内建成 35 座大型温室大
棚、一座库容2100立方米的冷库。优
良的基建吸引了火龙果、羊肚菌、多肉
等特色种植户入驻，仅租金一项，园区
和村集体年收入就有 13万元。谢静
静还在多肉植物大棚直播带货，每个
大棚年收入超过20万元。

马湾新村创建成3A级景区后，谢
静静有了依托大棚做乡村观光旅游的

想法。她流转园区相邻的160余亩果
树采摘园，改建为亲子农场，农场包含
农耕体验区、游玩区、生态采摘区、萌
宠区、果树认养等，与一墙之隔的特色
种植果蔬园形成一条集游玩、农耕体
验、采摘于一体的产业链。

亲子农场开园后，一到节假日就
迎来市区、汝州、宝丰等周边地区的游
客。“这几天温度适宜，周末每天能接
待几百名游客。”谢静静说，目前，农场
已带动移民就业2000余人次。

亲子农场 传递快乐理念

“孩子的教育不仅在学校，更应渗
入生活中。”谢静静说，她的两个儿子
很喜欢在户外玩，她经常带着他们喂
养小动物、采摘蔬果等。在这个过程
中，孩子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学到
了很多东西。

“培养孩子的探索欲，传播快乐的
教育理念，是我开办农场的初衷。”谢
静静认为，人们越来越重视绿色食品，
也更向往休闲自由的田园生活。在亲
子农场，孩子可以尽情释放天性，感受
大自然，大人也可以放松身心。

为办好农场，谢静静到杭州、郑
州等地学习，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游
戏活动方法，循序渐进激发孩子们
的热情。“亲子农场正在建设七彩滑
世界、各种无动力秋千转椅、彩绘陶
艺坊等，预计下月投用。”
谢静静说，以后农场还将
建起民宿，“在市委组织
部人才‘归根’工程的引
领 下 ，我 对 未 来 充 满 信
心。”

谢静静：

筑梦田园
亲子农场种快乐

□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谢静静在大棚查看多肉植物的生长情况 吴留成在研究规划图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