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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大地“农”墨重彩绘新篇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文 宋乐义 /供图

从“包产到户”解决温饱，到真正让农民走上致富奔小

康的康庄大道，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到乡村

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汝州这方希望的热土，正“农”墨重

彩，闪耀着春夏秋冬不同的瑰丽画卷。

初春，革命老区大峪的山坳间，杏花粉白，游人如织，欢

声笑语，舞动山冈。

盛夏，在广袤的平原乡镇纸坊镇、温泉镇，一台台联合

收割机穿梭于金色麦浪中，夏粮喜获丰收，幸福的微笑绽放

在农民脸上。

仲秋，放眼南北山区，石榴红了，枣子脆了，谷子黄了，

大地铺锦。

隆冬，龙凤山滑雪场青春飞扬，朱寨香菇大棚鲜菇朵

朵，扶贫车间机声隆隆。

汝州乡村，农业从缓慢发展到插翅腾飞，农村

从凋敝落后到繁荣昌盛，农民从食不果腹到追求

富裕，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

万农民正铿锵走进新时代。

培育美丽经济幸福产业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为解决吃饱饭问题，我

们注重粮食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形成了单一型农业产业

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市不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和区域布

局，由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种植业经济向多种经营和农、林、

牧、渔业全面发展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着力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把生态优势、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培育美丽经济幸福产业，让

农民吃上“生态饭”、口袋“鼓起来”、心情“嗨起来”。

6月 27日，位于大山深处的蟒川镇牛角岭村，群山环
抱、层峦叠嶂，前来休闲旅游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临近中

午，宽敞凉爽的火车旅馆餐车上开始忙碌起来。清炒时蔬、

醋焖鸡……一道道美食摆上餐桌。火车旅馆服务员张玉梅

说，这些食材都来自当地农户，天然无公害。“火车旅馆营业

后，俺就来这儿上班了，有了稳定收入，我们家 2019年也光
荣脱贫了！”

火车旅馆是由一节餐车和一节软卧车厢改造而成，同时

配套建设了 6间民宿小木屋，可供 50名游客住宿、100人同
时就餐。旅馆负责人常乐告诉记者，旅馆开业有两年了，随着

牛角岭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以前都是俺出去找水吃，现在是往外卖水！”村里的伏

牛甘泉水厂内，脱贫户王应正忙着将生产线上下来的桶装水

整齐地摆放到推车上。提起村里的“缺水史”，再看看如今红

红火火的水厂，他直呼“不敢想”。

6月 28日，在温泉镇侧崆庄村西侧的村集体经济项目崆
峒山庄里，村民们正在给大棚里栽种的西红柿浇水。“这 6个
棚的西红柿种上 10天了，上一茬种的富硒西瓜卖了有 10万
多元，再有 10天左右水果玉米就上市了，巫山脆李再有 15
天也该上市了，今年收成不赖。”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晓

峰说道。

据了解，崆峒山庄占地 400亩，经过 4年的发展，250亩
大叶女贞、红叶李等名贵绿化树木已经成林，150亩巫山脆
李、桃树、石榴、苹果、核桃及葡萄等果树都依次进入盛果期。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汝州从过去单一的粮食作

物种植，到如今的特色农产品种植、畜牧业等多业并举的产

业发展格局，一路走来，推陈出新，精彩不断。

用绿水青山留住乡愁

6月 29日上午，走进蟒川镇戴湾村，水车缓缓旋转，泻玉
泼翠，水面上白鹅戏水，绿树翠竹倒映水中，水乡风韵让人沉

醉其中。从昔日的偏僻山村到如今的江南水乡，戴湾村美丽

蝶变的秘诀是什么？“我们依托美丽乡村项目，利用一期专项

资金 355万元，实施了全村污水管网、街道绿化亮化提升、空
心院落治理等工程，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生态优势，打造

江南水乡式的古村落，发展乡村旅游。”村党支部书记、村主

任高院学给出了答案。

戴湾村的美丽变迁，是汝州市乡村面貌在新中国成立后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市广大农村房屋多为土木结构的瓦

房，山区村庄以土窑洞和土木结构的草房居多，街道以土路

居多，没有排污设施，大部分村庄未使用电力照明，人畜饮用

水以井水或者土窖蓄水为主。

改革开放以后，以砖混结构为主的瓦房增多，一些富裕

起来的农民逐步建设砖混结构的一层、二层楼房，电视机、摩

托车、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在农村逐步普及。与之相对应的是，

电力照明由平原村向山区村推广，农村道路硬化里程迅速增

加。进入 2000年以后，新农村建设步伐日益加快。
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和美丽乡村建设推向深入，我市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素质不断提高，优势产业快速发展

……淳朴的汝州人民正在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改变

着家乡，共同描绘着汝州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更美更宜居。大力实施“千村

整治、百村示范”工程，开展垃圾、污水、厕所“三治行动”和清

路、清河、清田“三清行动”，在 459个行政村全部建立市场化
卫生保洁机制，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52%。

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累计改造户厕 9.1万户，有效
改善了农村厕所环境，同时创建省级人居环境达标村示范村

366个、省级“四美乡村”11个，成功创成省级“千万工程”示
范村 12个。

实施绿满汝州工程。截至目前，汝州营造林总面积达

45.4万亩，林木覆盖率 36.71%，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村庄 7
个、省级绿色村庄 56个，并成功创建为全国绿化模范市、全
省首批省级森林城市。

乡村是农民的立足之基、生活之本。留住绿水青山，建设

美丽家园，才能让农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汝州市始终坚持“把农村建设得

更像农村”的理念，不砍树、不占田、不劈山，恢复和保持自然

生态，修缮和保护农村特色建筑，传承和弘扬农村优秀文化，

努力打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农村。

一个青石锻造的圆形猪槽，旁边堆着一块造型奇特的山

石，白色的墙壁映衬着一匹高大健壮的红色骏马；一位老农

端坐在铁凳上，身后是青青翠竹，一只肥硕的山羊拴在墙壁

的铁橛上，旁边敞开的畜舍内，小猪小羊悠闲自在……

走进陵头镇朱沟村，一幅幅真实再现乡村生活的 3D 高
清大图，与周围整洁的豫西特色民居衔接得天衣无缝，如果

不仔细观察，很难分辨出美图与民居的界限，带给人一种视

觉上的震撼美，让人不由自主陶醉于亦真亦幻的山村景色。

“从 2020年开始，我们开始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衔
接。2020年以来，仅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我们就投入了 300
多万元。”省派驻陵头镇朱沟村第一书记张志勇告诉记者。

现在，汝州已经建成一批布局优化、模式多样、特色鲜明

的美丽乡村旅游特色村，为老百姓休闲度假提供更多好去

处，“绿水青山”成了城市居民的后花园、广大农民的“金山银

山”，书写了新时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画卷。

深挖文化底蕴，深化“和美汝州”“家风润万家”“寻找村

宝”“乡村春晚”“乡贤人物评选”“星级文明村创建”等行动，

涉及邻里和谐、移风易俗、遵纪守法、孝道传承等方面，村（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面不断提高，以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汝州精神为主题的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精彩纷呈。

用改革激发原野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以深化土地改革为重点的农村改革，关

系着农村的发展前景。

1950年土地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
制，按劳分配。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封建剥削土地制
度彻底废除，广大农民翻身解放，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1953
年至 1956年，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民土地所有制变为集
体所有制，平均分配。1958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规模集
体所有制，平均分配，产生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两种农业生产方式。

1978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大规模集体所有制变为社
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主要形式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

镇企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

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1979年以后，汝州市认真贯彻
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引导农民发展生产，生产力

得到大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进入 21世纪后，农
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面对新困难和新问题，全市各级农业

部门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改

革，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实现了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发展。

“俺村的香菇不仅在咱汝州，在全省都是很知名的。正是

有了香菇的蓬勃发展发展，不仅老百姓富裕了，村集体经济

也有钱了，我们老百姓自己家的水费、卫生费都是集体给我

们交的。”温泉镇朱寨村香菇种植大户朱明照，说到香菇产业

给村民带来的福利，神情激动。

朱寨村作为汝州市产改试点村，在完成清产核资、成员

身份界定的基础上，率先推行股权改革，于 2018年 2月 28
日成立股份制经济合作社，目前已吸纳该村 120余户村民加
入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发展香菇种植大棚 1580座，年创效益
1000万元。

朱寨村蓬勃发展的香菇产业是汝州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工程的一个缩影。2017年 6月，汝州市获得全国第二批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共清查集体资

产 49.61亿元，集体土地总面积 223.17万亩，界定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 96.84万人，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 459家，全市家庭承
包耕地面积 97.85万亩，家庭承包 85.49万块，完善合同户数
19.39万户，颁发经营权证书 19.39万本，并健全确权纠错机
制，完成汝州市农村三资管理及综合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建设

及数据录入。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广袤乡村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如

今，汝州大地兴起土地流转，使土地向种养能手集中，推进特

色优势产业规模经营，正在引发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

彰显出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汝州农村沐浴在一片阳光中。

昔日贫瘠的原野上，勤劳智慧的农民合着新时代的节拍，再

次涌现出多年不见的高质量发展热潮。截至 2019年年底，全
市村组集体经济经营收入达 2047万元，全市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8570.6元。

汝州大地，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越来越惊艳世人的目光。

过去人们居住的土房子 易地搬迁让村民有了新房

牛角岭村的儿童乐园

贫困户搬进新房，生活幸福美满。

村民乐享生活

温泉镇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