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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盛夏，走进焦村镇邢村，湛蓝的天空下，远山薄雾缭

绕、近处桑林遍野，桑叶上的点点露珠映射阳光，让人仿佛置身

于一幅天然的田园山水画中。

焦村镇是我市的农业大镇，也是新兴的蚕桑种养大镇，北

面是浅山区、花卉繁多、蜜源丰富；南部土地平整、肥沃，据说在

农桑时代就有栽桑养蚕的历史，汝绣曾一度风靡天下。而在这

里提起养蚕，村民们都说，镇里有个“能人”赵国财，他带头成立

合作社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走出致富“新丝路”。

近日，在邢村蚕桑产业园，记者见到赵国财时，他正在大棚

里和几名帮工一道抱起一捆捆刚采摘的桑叶喂蚕。棚内的地面

上，过道两边，绿油油的桑叶上，到处是滚圆肥溜肉嘟嘟的蚕在

大快朵颐。喂完蚕后，他又俯身背起喷雾器，开始为承包的 2 座

蚕棚消毒。

赵国财面庞黝黑，单看上下电动

车或抱起一捆捆桑叶喂蚕的麻利劲

儿，实在不像是过了花甲之年的人。可

他的确已经 62 岁了。201 8 年，他调入

焦村镇蚕桑办工作，先后创办汝州市

焦村众城蚕业专业合作社、汝州市富

瑞蚕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同时担任

汝州市焦村众城蚕业专业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

在奉调去焦村镇蚕桑办之前，高

中毕业的赵国财当过教师，村团支部

书记、民兵营长、村委会主任、村党支

部书记等职务。

为了让群众向“绿水青山”要“金

山银山”，2 01 8 年，焦村镇党委、政府
因地制宜，提出了“北蜂南桑”，建设万

亩蚕桑基地的产业扶贫发展思路，制

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实

现两翼齐飞。

赵国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组织上调入镇蚕桑办，负责

产业发展，创办了汝州市焦村众城蚕业合作社、汝州市富瑞蚕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邢村移民蚕桑产业园、四个深度贫困

村的蚕桑产业园，与靳村人毕会召创办的河南省蓝港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携手共进，致力于蚕桑种养产业发展。

村民仝春明，今年 52 岁，5 岁时，因修建陆浑水库，和哥哥
弟弟妹妹一起随爹娘从洛阳嵩县迁来当时的临汝县（今汝州

市）焦村乡邢村。

在焦村镇，像仝春明一样的库区移民有 2 1 83 人。他们在镇
蚕桑办和赵国财的指导下，干起了蚕桑和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我正在给蚕棚消毒，回头再说。” 见到仝春明时，他刚从

蚕棚里出来，头发和衣服上被石灰染成灰白。仝春明养蚕种桑

始于 2 01 9 年，是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产业示范园项目的受益人。

当年，市移民局投资 600 多万元建设这个项目，仝春明承包了
2 座大棚、2 0 亩地，养蚕种桑。

经过三年多历练，仝春明和妻子刘运玲已成为养蚕种桑的

行家里手。前年冬天趁着大棚不养蚕的空档，仝春明又种成了

两棚羊肚菌，增加了 5000 多元收入。提起蚕桑种养带来的好
处，他乐呵呵地表示，是养蚕让他家找到了致富的希望。

据介绍，自 2 01 8 年焦村镇大力发展蚕桑种养产业以来，已

形成“蚕桑种植———蚕茧销售———蚕丝制被———桑叶炒茶、桑

葚酿酒、桑葚干和醋———桑枝种菌”循环产业体系。

为确保蚕农养好蚕，收获高质量蚕茧，在赵国财的努力下，

邢村等村与山东莒南鸿德丝绸公司签订了协议，鸿德方面负责

提供蚕种、养育技术指导，蚕茧回收等“一条龙”服务，派员驻村。

凉风轻轻吹，枝头桑叶跳。走邢村、过段村、到靳村……1 0
个村 4 000 亩连片种植的高标准桑田，284 座标准化蚕棚，7 0 多

座菌菇种植大棚，茧站、桑枝粉碎菌棒加工车间，欣欣向荣。这

一切，与赵国财和同事的辛勤付出，紧密相连。

“户种十亩桑，致富奔小康”。这句发展蚕桑种养业初始提

出的口号，如今已化作一道光，照亮了焦村镇蚕农的现实生

活。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这是我小时候见到过的东西，你们

猜猜这两个箱子是用来干什么的？”7 月
1 8 日，在温泉镇文化服务中心二楼的红
色展厅内，张进良指着墙边摆放整齐的

2 个箱子，故意向来参观的群众卖起了

关子。

“是不是装书用的？”“看着像是装军

需物品的。”众说纷纭。

“这是专门用来存放手榴弹的军用

箱，已经有 7 0 年的历史了！”张进良公布
了答案，周围响起了一片赞叹声。

今年 69 岁的张进良是温泉镇邓禹
村人，也是当地有名的民间收藏家，“张

进良，爱收藏。”这在当地，已被称作佳

话。

说起喜欢收藏的缘由，张进良打开了

话匣子：“我收藏的东西多且杂，但是其中

一半都是红色藏品。1 8 岁当兵，整整 7 年

在部队中度过，深受红色文化影响，从那

时起，我平时就注意收集一些党报、电影

画报等。”

1 97 9 年，张进良退伍转业后，先后在
多个部门工作，在工作中他也没忘记收

藏。社交面广了，认识人也多了，身边很多

人都知道他喜爱收藏，只要有好的藏品，

都会主动为张进良牵线搭桥。日积月累

下，他的藏品越收集越多。

“一是爱好，二是想把这些东西传承

下去，代代相传，让年轻人了解历史，不忘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张进良

说。

历时 4 8 年的收藏之路，张进良感慨

万千。他告诉记者，有时候得到一个有价

值的线索，就立马出发，曾经为得到几张

电影画报，独自一人坐车到重庆，为了省

钱，不舍得住旅馆，就露宿在街头。

“养在深闺无人识，再好的东西也要

走出来。”从去年起，张进良就把他的藏品

拿出来，和温泉镇政府合作，开办了一系

列的红色文化展，除了免费拿出藏品，他

还义务担任了讲解员，结合自己的经历讲

红色故事。

当谈起下一步的打算时, 张进良信心
满满地说，“我儿子给我买了一套直播设

备,我准备学制作短视频,用视频讲解红色
文化，开起小课堂,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

让红色文化沁润心田。”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雨蒙 芮许凯

赵国财：蚕桑种养走出致富“新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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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清波：

脚踏实地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
“驻村 4 年多来，我对农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农村人朴实厚道，很

懂得感恩，有时为大伙儿办一点小事，他们就记在心里，把你当作亲人一

样对待。”7 月 22 日下午，在临汝镇庙张村党群服务中心，正在整理“五
星”支部创建资料的驻村第一书记谷清波感慨地说道。

谷清波是市中医院的一名党员，转业前曾在部队服役 6 年。退伍到

市中医院工作之际正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他响应党组织号召，接受

医院党委委派，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一线，到钟楼街道程楼社区开展驻村

帮扶工作。

在这期间，他把自己当作一名新兵，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

扎根社区，与社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

验。202 1 年 8 月，3 年多的脱贫攻坚驻村工作刚刚结束，征尘未洗，面对
中医院党委领导的信任，已经熟悉农村工作经验的谷清波又被派往临汝

镇庙张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6 年军营生涯练就的铁的纪律和过硬本领，使他没有沉浸于自己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中，而是延续之前驻村帮扶的良好工作作

风，服从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不断强化自身学习，坚守工作岗位，脚踏

实地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

入村之初正好赶上主汛期，去年“7·20”特大暴雨期间，他迅速投身

于防汛一线。庙张村下辖的马冲自然村位于盘龙山下，村旁有一座历史

遗留的小型水库，由于基础设施薄弱，随着雨量的不断增大，水库水位持

续上涨，随时可能危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谷清波与村组干部冲在一

线，冒着大雨转移群众 1 4 0 余人次，又自己到市里协调爱心企业为村里

捐赠 1 万余元的防汛物资和生活物资，保障了汛期村民的基本生活和生
命安全。村里一位 80 多岁老人看到谷清波冒着大雨往他家中搬送生活
物资，激动地说：“这个小伙子这些天老往俺家跑，比俺自己孩子都关心

俺！”

在脱贫攻坚后评估中，他用自己之前驻村的工作经验，认真做好监

测户的识别和建档，确保做到应纳尽纳。在这期间谷清波的妻子分娩，而

他只在孩子出生当晚匆匆赶到医院看了一眼，便又回到村里加班加点整

理村档、户档和各种台账资料。

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202 2 年春节前后，我市疫情防控形势
骤然吃紧。那些天，他天天守在庙张村防控一线，从网格建立到防疫卡点

设置，处处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保质保量完成每天的工作任务，坚持

在卡点值班。

由于庙张村底子薄弱，防疫物资短缺，谷清波及时向单位领导汇报，

在中医院党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做好防疫物资供应和各项制度的建立

健全。不仅如此，在完成好本村防控工作的同时，他还主动申请到临汝镇

政府，与工作人员并肩作战，坚守防疫一线。

刚到庙张村时，村里的基层党组织存在涣散、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的现象。谷清波决心摘掉“软弱涣散党支部”的“落后帽子”。经过一段时

间的观察和实地了解，他找到了症结所在。随后,他几乎每天都要找到村

党支部书记谈心聊天，改变村党支部书记对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重要作

用的认识，逐步严肃组织生活纪律，丰富组织生活内容，调动党员积极

性。他还利用此次“五星”支部创建工作，依托派出单位的支持，制作了党

建文化墙相关版面，又自己出资重新装修、购置投影仪、整理资料，在庙

张村部建起了党建活动中心。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让村党支部成员和

全村党员对党建工作有了深刻认识，也调动了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

工作积极性，提升了支部凝聚力。

“通过一年的党建工作，庙张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

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材料向临汝镇党委申请摘掉落后帽子。”谷清波自信

地说道。

“农村工作事无巨细，每一件事儿处理好了，都是在老百姓心中树立

党和政府良好执政形象的最好证明。庙张村土地较贫瘠，水利条件也不

好，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人居环境常态化治理和产业振兴。我们将想办

法创造条件，发展村集体经济和特色产业，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谷清波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实习生 邓 佳 张进良介绍藏品

仝春明和妻子刘运玲在翻晒蚕茧

赵国财抱起刚刚采摘的桑叶准备喂蚕

谷清波（右）慰问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