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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五年增绿山川平原，十年建成森林河南。这是中原崛起、中原出彩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内容。按照这一发展理念，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不

断掀起植树造林新高潮、让荒山披绿、让乡村更秀，让城市更靓，是每一个汝州人共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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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绿色的期望，对于绿色带来的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焦村镇焦村党支部书记焦

合水则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位于村子北侧的那一大片荒山，自 2000

年以来一直是各类矿山企业“啃食”的地方。十

几年下来，尽管从这里挖去了数不清的铝矾土

等矿藏，但也给这里造成了“遍体鳞伤”。深达

数十米的矿坑、矿渣裸露在崎岖不平的山坡

上，成为安全隐患极大的一片废墟。今年 5月，

村两委会班子决心用植树造林的方法重新给

这里披上秀美的绿色，抚平开采造成的伤疤。

“我们不等不靠、自筹资金，租用大型机

械，利用矿坑里的蓄水，一期准备栽种 2万株

侧柏，下一步还要种植生态桑等经济林。不管

再困难，也要克服，必须把这片矿山绿化好，

让它产生效益。”

焦村镇今年春季造林 7144亩，超额完成

了市里下达的 5400亩造林任务。面对这一骄

人成绩，焦村镇党委书记薛文来坚定地说：

“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科学谋划发展

的原则，大力推动林业新业态，着力打造林业

强镇、林业强区，提高全镇绿化面积，建设好

美丽焦村。植树造林永远没有终点，新的战役

已经打响，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今年以来，焦村镇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和

生态廊道建设。兴起富民“摇钱树”。焦村镇把

发展蚕桑产业作为一项快速、高效、稳定的脱

贫产业来抓，成立发展蚕桑产业工作领导小

组，组织党政班子成员、各村党支部书记、村

主任、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种植大户等 60

余人到外地实地考察蚕桑种植养殖项目，宣

传动员群众积极流转土地，发展新产业，助推

脱贫攻坚。

根据紫云山丰富的植被和自然人文景观，

结合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生态城市的契

机，焦村镇严格落实造林增绿、营林提质的要

求，加强天然林保护，扎实开展好植树造林活

动，打好裸露山地绿化歼灭战、开展封山育林,

让绿树青山充盈镇区每个角落，为进一步开发

利用紫云山丰富的景观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焦村镇全力推进生态立镇大战略，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

力实施国家储备林、荒山造林和林业产业工

程建设，紧紧抓住造林绿化黄金季节，重点在

紫云山森林公园、靳马线沿线、紫云湖和安沟

水库可视范围内建造国家储备林，在山汝线、

大北线、侯饭线两侧栽植景观树，在黄土裸

露、路堑边坡栽植藤蔓植物进行覆盖，在村庄

周围、房前屋后、河边沟渠见缝插绿，精心打

造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的生态镇。

栽一片苗木、成一片林地、留一片绿荫，

是决心，更是行动。

东风朝夕起，吹绿日日深。“绿色汝州”正

踏歌而来……

大峪镇班庄村 1700多口人分散在翻山越

岭的 8个自然村，由于自然条件制约，土地收

成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至今仍有 16户村民未

脱贫。今年 5月，新的村两委班子组建后，利用

镇里发展花椒种植的政策优势，采取土地流转

的方式把村民闲置的耕地盘活，发展集体经济

项目。目前已发展花椒种植 30余亩。“今年准

备发展花椒种植 140亩。3年后就会挂果，5年

后每亩地收入保守估计也在 5000元以上。”村

干部樊小卫、彭青伟满怀信心地说。

班庄村大力发展花椒种植的成功做法，

是大峪镇近年来植树造林与脱贫攻坚相结合

的一个缩影。

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春季大峪镇共完

成荒山造林及高速两侧可视范围内造林

8320亩，种植特色经济林花椒面积 6122亩。

“大峪镇属于全山区，可耕地少，荒山面积

大，干旱缺水、土层薄，经济基础相对较差。去年

以来，我们立足于大峪镇情，确定了改善生态环

境，着力打造特色旅游的发展思路。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绿化荒山，

‘多种树、种活树’作为关乎大峪发展、造福子孙

后代的重要任务常抓不懈，把逐步消灭荒山荒

地作为大峪镇党委政府一段时期内的重要工

作目标扎实推进，为建设生态大峪、旅游大峪打

基础。同时，大峪镇 24个行政村中有 14个是贫

困村，其中未脱贫村 12个，贫困人口多、脱贫攻

坚任务重，发展扶贫产业是关键。去年底，大峪

镇党委政府通过多次外出考察，决定把花椒种

植作为支撑我镇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来抓，目

前这项工作推进很快。在去冬今春成功种植花

椒 6100多亩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超前谋划，已

在各村继续推广种植花椒，这些天每天都有树

苗从陕西韩城往家运，村民们的干劲也很大。”

大峪镇党委书记张雅丽告诉记者。

大峪镇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合作形

式推进工作：造林难度小、能吸引造林大户的

区域，交给有山区种植经验的造林大户进行

绿化；造林难度大，大户不愿意进驻的区域，

由镇政府投入资金购置树苗，将种植任务分

解到各村，组织镇村干部群众上山会战。

在荒山造林树种选择上，结合大峪镇旅

游规划，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注重合理搭配

树种，正确选择适合山区生长的各种针叶、阔

叶混交，常绿、落叶搭配，所栽树木充分考虑

其观赏价值、生态价值和树木的适应性，栽种

树木以黄栌、侧柏、黑松、火炬松、杏树、柿树、

核桃树等为主。高速沿线两侧树种以常绿为

主，主要有女贞、玉兰、松树、侧柏等树种。实

现四季常青、三季有花的绿化效果。

近段时间，在大峪镇政府院内、楼上，上

班时间很少看见干部走动，然而来到田间地

头却能发现不少镇干部两脚泥泞穿梭在种

植现场。班庄的包村干部告诉记者，对裸根

栽植的树木，栽植前一律挂泥浆、喷洒生根

剂，坡度大的荒山造林使用育林板，铺设地

膜，同时确保树木浇水、除草等管护到位，顺

利度过高温期，确保种植一棵，成活一棵。为

保证植树质量，镇党委要求镇干部不管分管

哪项工作都要包村到户，督查、指导种植管

护质量，从选苗、起苗、运输、每个环节都严

把质量关。

据了解，今冬明春，大峪镇将重点在南天

门景区、观音堂景区以及靳马线沿途，开展大

规模的植树造林，以黄栌、杏树、红枫、黑松绿

化荒山，美化环境，保证完成市委、市政府布置

的造林任务，使大峪的荒山变绿、红叶更红。

而对于花椒种植大户杨太国来说，种植

花椒已成为他发家致富的希望。前几天刚刚

雇人种植的近 300亩花椒，还用上了保温保

湿地膜，每天一有空，他就跑到花椒园里看

看，“一亩地投资上千元，这可是宝贝呀，一定

得管护好，3年后就可以挂果，5年后就可以

大挂果，一亩地少说也得有 5000 多元的收

入，这比种啥都强！”

11月 12日上午，雨后初晴，在大峪镇班

庄村东侧的坡地上，大峪镇主抓农业的副镇

长史培培、包村干部李延伟、村党支部书记樊

小卫，正带领村民们在种植花椒苗，挖坑、培

土、踩实、浇水，一项工序也不少。而在大峪镇

龙王村南侧的山坡上，种植大户杨太国刚刚

种植的近 300亩花椒，一条条黑色地膜在旷

野里显得分外亮眼。在焦村镇焦村北侧的矿

山复绿现场，挖掘机轰鸣，村民们正在数十米

深的矿坑里栽植半人高的侧柏，几天后，2万

株侧柏将为这里披上一片新绿。

我市今冬明春造林 11万亩的战斗号角

10月 25日吹响后，各乡镇、各局委按照全市

造林规划的目标任务，迅速制订细化方案，不

等不靠，一场全民绿化的生态保卫战在汝州

大地风雷激荡。

我市今冬明春植树造林的重点任务是，开

展龙山森林康养特色小镇建设、山区营造林、

北汝河防护林带建设、焦柳铁路和焦桐高速汝

州段两侧绿化完善提升、生态廊道精准提升、

镇郊森林公园、特色经济林建设、城区绿化美

化、生态文化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等十大工程，

营造林总面积 11万亩，完善提升生态廊道 1

万亩，建设镇郊森林公园 18个，创建省级森林

小镇 3个，创建森林村庄 55个。

数字的背后，是绿色的树苗，是绿色的希

望，更是汝州人的绿色情怀。

大峪镇包村干部和群众一起种花椒树苗

焦村镇正在进行荒坡绿化

吹响战斗号角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推进生态立镇战略

践行“两山”理论
建 设 森 林 汝 州

大峪镇焦村镇提早吹响

今冬明春植树造林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