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上大学学的是农学专

业，参加工作后又一直在农业

线口工作，对农村尤其是革命

老区有着深厚地感情，我自 2002年退
居二线后便到老促会工作。几十年来，

因为工作，汝州的 1026个山头、1360
个沟壑，我基本走遍了，也熟悉得很，

为老区的乡亲们做一点好事、实事，才

对得起组织上的重托和乡亲们的信

赖。”如今已 75岁高龄的汝州市老促
会副会长郑海泉，回忆起自己数十年

的“三农”工作经历，神情仍显得老当

益壮。

如今的他，身体硬朗，每天走路两

万多步，“有了好的身体，才能继续为

老区人民做点实事。”

矢志改变老区落后面貌

“这么多年来，老区发生了很大变

化，老区人民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但

比起平原地区还是有很大差别。所以

我到市老促会工作后，一直想着在老

促会的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

主动作为，为老区的乡亲们做一些实

实在在的事情，让大家伙儿的日子过

得更好。”郑海泉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初心，老区的人

畜饮水工程，农村中小学校危房改造，

乡村道路建设，发展旱作物农业等适

合老区发展的特色产业，成为郑海泉

最大的关注，并为此上下奔波。

2002年 6月，郑海泉进入市老促
会工作时，正值国家加强农村中小学

建设、加大农村道路建设和解决人畜

吃水困难问题的机遇期。在争取汝州

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支持后，以市老促

会的名义，他积极向平顶山市老促会

和扶贫办争取老区建设项目。

就这样，在 8年的时间里，郑海泉
和同事一道走遍了汝州的山山水水，

先后为汝州老区争取协调公路建设、

扶贫资金 2145万元，硬化乡村道路
125公里，建设桥涵 10座，从根本上解
决了 5.9万老区人民出行难的问题。
“那一年修建汝州大峪镇通往登

封市白坪乡的 2.2公里山区道路，令我
至今难忘。冬天的西北风刮在脸上，真

是像刀子割一样。就是这样恶劣的天

气，平顶山市老促会的李明鼎、赵庆

寿、王长山三位副会长不顾年事已高，

在我的陪同下，三次深入海拔 600米
高的汝登交界地，实地勘察，反复论

证。最终我们争取到了 130万元资金，
在 2008年春季修建了这段县乡道路
和大峪同丰村到大泉村十字路口 1.5
公里的村村通道路，解决了汝登革命

老区道路通行难问题。”郑海泉回忆

说。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

子”。经常深入老区的郑海泉，对山区

乡村落后的教育设施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10年间，他走访了汝州老区的每
一所中小学校，哪个学校哪间教室需

要修缮，哪个学校的课桌需要更换，哪

个学校缺老师，他都一一记在心上。

10年里，在平顶山市老促会和市
老促会的共同努力下，先后为汝州老

区争取学校建设资金 236万元，完成
了大峪镇同丰村、蟒川镇半西村等 17
所农村小学及大峪镇乡中、半扎中学 2
所中学教学楼建设工程，3600名老区
学子告别了危房，走进了宽敞明亮的

新教室。

与此同时，在郑海泉和市老促会

的积极呼吁和协调下，市农业局、市委

农办等理事单位和爱心企业，为老区

解决饮水困难资金 1546万元。新建、
修建引水工程 36处，打井 76眼，建水
窖 6800多座，解决了 2.5万老区人口
的饮水困难。

情系老区上下奔波，山乡巨变写

满悦色。十多年时间，老区的路通了，

水更甜了，教室里传出琅琅读书声，一

切都在发生着美丽的嬗变。

在逐步改善老区基础设施的同

时，数十年与农业打交道的郑海泉有

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发展特色产业，让

老区人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过上更好

的日子。

在他的倡导下，市老促会每年举

办 4次至 6次老区农民科技培训班，
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受训人员 600
至 800人次。坚持不懈的科技培训，让
不少接受培训的老区农民成了林果、

蔬菜、食用菌、农机、畜牧养殖等方面

专业户。他还协调市技工学校到老区

开展机械、电器、互联网、农产品等方

面的技工培训，每年为老区培训农民

上千人次。在培训中结合农民意愿，为

老区农民引进了 1100多亩日本斤柿，
当柿子进入盛果期，亩均年收入达

1500元左右。为老区引进高淀粉红薯，
带领 30多户专业户到省农科院聆听
红薯专家授课，并从省农科院拉回红

薯品种苗，送到农户家中。先后在我市

推广高淀粉红薯 2万多亩，亩产量都
在 5000斤以上，成为山区人民脱贫的
支柱产业。为焦村、蟒川老区农户争取

了科技扶贫项目，种植大棚草莓和越

夏西红柿，带动全市发展草莓种植 500
多亩、西红柿 3000多亩。

宣传推介老区 弘扬老区精神

老区艰苦奋斗精神，薪火传承。

在郑海泉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市

老促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挖掘感

人素材，为老区建设与发展积极鼓

与呼。

在平顶山市老促会的指导下，汝

州市老促会先后完成了《汝州市老促

会帮助老区群众调整种植结构的调

查》《汝州市大峪乡的四大变化》等 20
多篇调查报告，分别刊登在《中国老区

建设》《河南老区建设》等刊物上，对宣

传汝州和汝州老区起到了很好作用。

其中，《关于汝州市实施工业强市加快

经济发展》的调查报告，被时任省委副

书记王全书批示，并刊发在当年河南

省政府 85号简报上。汝州市老促会连
续 15年被国家老促会评为宣传工作

二等奖、三等奖，郑海泉本人也多次被

国家、省、平顶山市推选为老区宣传工

作先进个人。

讲好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我市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红色

资源中蕴藏着很多感人的革命故事。

如何把红色资源挖掘出来，让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凝聚起老区发展的强大

动力，郑海泉更是倾注了百倍的精力，

砥砺奋进，华彩不断。

2020年 6月，七一前夕，郑海泉参
与编写的《汝州市革命老区发展史》出

版发行，是全省第三家、平顶山市第一

家发行的县市革命老区发展史志。

2021年 4月到 5月，72岁的郑海
泉接到汝州市委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的宣讲任务后，40天时间里，他夜
以继日，挑灯夜战，完成了 4篇 3万字
的宣讲稿。向全市机关、学校、农村、社

区、企事业单位发放宣传资料 3000
份，在全市累计宣讲 22场，受教育人
群 4000多人次。他撰写的《历经艰辛
话复兴》，还被评为全省建党百年老干

部作品大赛三等奖……

近年来，郑海泉先后撰写汝州市

红色场馆展览文稿 8万字，对汝州市
革命历史纪念馆、河南豫西大峪抗日

纪念馆、唐沟战斗纪念广场等 9个纪
念馆的展览内容，进行了提升补充，使

这些红色场馆成为汝州弘扬优良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强阵地。

多年来，郑海泉先后被授予“河南

省老区建设先进工作者”“河南省老促

会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改变老区面貌的促进者，老区农

民增收的引导者，红色资源的抢救者，

老区精神的宣传者，革命故事的讲解

者，红色基因的传承者。”提起郑海泉，

熟悉他的人都这样称谓他。

这样的称谓，是对他情系老区人

民最生动的诠释。

“从 2002年 6月进入老促会，不
知不觉间 22年过去了。22年，我走遍
了老区的山山水水，虽然收获很多、感

慨很多，但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事情没

有做完、没有做好，还需要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的继续奋斗精神。下一步在继

续关注老区发展的同时，我将重点做

好汝州红色场馆的提升改造工程，培

养好红色宣讲员，抢救挖掘好汝州红

色革命故事，争取在 2至 3年内再出
一册书。”说这话时的郑海泉，显得斗

志昂扬。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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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刻牵挂着老区的乡亲们
———记汝州市老促会副会长郑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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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帅豪：“南漂”返乡办工厂 筹划推出“网红鞋”
2月 9日上午，米庙镇米庙村一临街楼房

大厅内满是织机，七八名女工正坐在机器前制

作鞋面。

“昨天赶一批订单加班晚，今天不少人选

择休息没来。”年轻的负责人李帅豪笑着说。

今年 28岁的李帅豪去年返乡创建了这个
项目。“在我看来，做实业最有前途，而助力老

家发展是我返乡创业的初衷。”他说。

2013年，中专毕业的李帅豪选择了“南
漂”，在广东、浙江一带寻求发展。“干的工作不

少，最后在浙江成立了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

管理。”李帅豪用简短的一句话概述了自己近

十年的生活。

疫情发生后，人员流动被限，公司的许多

业务被迫停滞，加上长年离家，去年 3月份，李
帅豪返乡。

“回来之前我就想着要在家乡做些事情，

也对老家汝州返乡创业优惠政策有所了解。”

李帅豪说，考虑到成本和人力培训投入，他最

终选择了本地群众上手快的鞋制品代加工。

去年 5月，李帅豪投资近 30万元，购进 30
余台针车、画样机等设备，6月开始生产。

“到春节前生产了不到 5个月，挣回代
加工费 20余万元。”李帅豪说，“加工厂招
聘了 30余名本地村民，投产后的前 3个月
基本都是在培训、提升技能，虽有订单但产

量上不去，这也是赚得少的原因。疫情防控

措施优化后，加工厂复工，一直生产到腊月

二十三，春节过后正月初八又复工了。”

米庙镇王河盘村 35岁的李文芳算是加工
厂的“老人”了。“婚后我一直没有外出务工，来

这儿是冲着老板人不错。”工作间隙，李文芳

说，“最初上班头三个月算是边学边做，老板给

我开了 3000元的工资，之后是计件工资，目前
一个月能挣 3500元左右。”

在众多务工人员中，今年 32岁的郑生华
工资最高，一个月 8000元。她是李帅豪从南
阳“挖”来的加工厂主管：“我干制鞋十多年

了，之所以离开老家南阳来汝州，是觉得李帅

豪人虽年轻但稳重，做事有规划、有目标、有

干劲。”

“高薪聘请郑生华是加工厂发展的需要。”

接过话茬的李帅豪说，“我一要经营浙江的生

意，二要发展老家的加工厂。由于订单足够，加

工厂的规模势必要扩大，尽快使加工厂生产规

模化需要像郑生华这样的人才。”

在李帅豪的规划中，加工厂开展代加工

业务不是终点，而是向制作成鞋发展。“代

加工业务逐渐成熟后，我们将上马成鞋生产

线，设计制作自己的品牌鞋。”李帅豪说，

“年前我外出考察同行中做得好的厂家，有

不少新想法。我们可以复制成功的经验，比

如‘网红鞋’的生产经营模式就不错，这个

项目目前已经在筹划中。”

平顶山日报记者 魏森元

“我们村的第一书记，一周在村里七天七夜，今年

春节，他还打算在村里过。”1月 8日，汝州市蟒川镇郝
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侯阵国说起驻村第一书

记娄合欣，赞不绝口，“他来村后，办了许多大实事、大

好事！”

娄合欣今年 59岁，2021年 8月来郝沟驻村前，在
平顶山市公安局情指中心担任副指挥长。他说：“我的

父母都不在了，唯一的女儿在北京工作，因此，我驻村

后，当过警察已经退休的爱人也跟着来了，就像把家搬

到了村里。”

打好稳定基础

郝沟村曾是一个“乱村”，十里八村人人皆知。娄合

欣驻村后，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把村里每家每户都跑了

一遍，特别是村里爱四处跑腾的“难缠户”，他挨个唠家

常：“村里嫁闺女都想找个好家，种树想找片好地，外面

有了好项目，也自然想找个环境好的村投资。如果咱村一直这样乱下去，

谁敢来呀？”

面对苦口婆心、说话在理的第一书记，几个四处跑腾的“难缠户”面红

耳赤心服口服。

郝沟村有四户人家因宅基地纠纷接连几年上访告状。娄合欣和村“两

委”联合镇自然资源部门、派出所和包村律师等，召集四家人在一起开会，

释法说理、讲乡邻相处之道。最终，四家达成和解，签订了和解承诺书。

娄合欣说，凡是普通民事纠纷，郝沟村都是按这种方法解决的，成效

不错，之后基本上没有再出现矛盾纠纷。

谋划产业发展

由于地处山区，郝沟村的土壤贫瘠，前两年部分村民引进试种新品种

红薯苗后，取得了成功。市场上一般的红薯卖 0.5元一斤，郝沟村的红薯
能够卖到 2~3元。为此，娄合欣和村“两委”因势利导号召村民适度扩大种
植规模，2021年种了七八十亩，每亩地的收益在 8000元 ~1万元之间。
娄合欣算了一笔账，如果全村种 200亩红薯，按亩产 8000斤左右计

算，一季可收获 160万斤，除了赶季节上市的鲜食红薯、深加工红薯之外，
反季节销售的须存入屋窖。目前，娄合欣正和平顶山市公安局帮扶驻村的

几个村商量，合作建屋窖，培育“郝沟红薯”品牌。

1月 10日，娄合欣在电话中说，昨晚，村“两委”又确定了育肥鹅养殖
项目，加之之前在小屯镇开始的育肥羊养殖项目，村里的群众终于有事

干，有钱挣了。

河南日报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马鹏亮 王国锋 文 /图

娄合欣（左上）与村民一起贴春联

郑海泉（左）与老区群众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