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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内摆放的特色农产品

“家家门前道路已经硬化、村中绿化四季常青，群众休闲

有游园、家门口能就业、干群团结奋进有干劲……”这些变

化，在大峪镇正在逐一实现。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乡村

振兴的重要部署。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大峪镇

紧紧围绕“支部过硬星、产业兴旺星、生态宜居星、平安法治

星、文明幸福星”创建要求，积极开展创建“五星”支部工作。

筑牢基层组织堡垒。大峪镇党委坚持把基层党员干部放在

乡村振兴大局中去锻造，让党员干部在发展的进程中成长。

“在‘和美乡村’创建工作中，党员干部可是发挥了大作

用。拆除旱厕、清除垃圾、特色街道打造等工作，党员干部带

头干，带动了群众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范庄村党支部书记马

延涛说。

据马延涛介绍，范庄村围绕“和美乡村”打造，通过“支部

带干部、干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的工作方式，严肃“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持续打造党支部发展阵地。按照

“三包一管护一参与”要求，明确群众庭院责任人和责任区

域，由群众负责自家房前屋后、沿线街道周围的卫生、秩序、

绿化，不断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切实维护和巩固好和美乡

村建设成果。

“通过村两委会宣传发动，2023年，我们村无害化卫生户
比达到 80%以上，全
村没有出现黑臭水

体、河道堵塞、滥砍

滥伐、乱占耕地等现

象的发生。”马延涛

说。

在“五星”支部

创建过程中，大峪镇

紧紧围绕“抓党建、

夯基础、促发展”的工作思路，着力基层战斗堡垒领导能力的

提升。镇党委从规范主题党日、党员发展、党员评议等基本制

度基础上，紧盯党建工作责任目标的落实，层层传导压力，进

一步提升了党员干部的荣誉感、使命感。并深入实施“党群连

心工程”，密切党群关系，把“三零”创建、人居环境整治、乡村

振兴等作为重点内容，全域织起一张网，实现群众联系服务

全覆盖，形成“一网三联三结合两保障”工作机制。

夯实产业内生动力。产业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如何

让产业带动乡村发展、带动村民致富，十岭村给出了这样的

答案。

“我们村属于山区，土地贫瘠，种庄稼都是望天收，有时

候种一季下来还会绝收。现在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种植花椒，

花椒树耐旱而且采摘的花椒子销售价格也高。目前我们村种

植花椒面积达 600多亩，去年雨水好实现了大丰收。”十岭村
党支部书记王丰朝告诉记者，在“五星”支部创建过程中，十

岭村结合自身特点认真研究并制定了“一核心、两重点、两特

色”的创建计划。

为保障村民种植的花椒能卖上好价钱，2023年十岭村积
极申报并实施了花椒深加工项目，申请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59
万元，村集体投资 9万余元，建设厂房 480平方米，购买花椒
烘干机、清选机和色选机，村集体筹资 20余万元收购村民的
鲜花椒 5万余斤，帮助村民解决花椒的销售难题。为了让车
间充分利用，村委会又投资 5万余元，购买红薯淀粉加工设
备，收购村民红薯 5万余斤加工销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为夯实全镇的内生动力，大峪镇制定了乡村振兴种植业

“191”产业发展规划，积极培育“一村一品”，建设袁窑村“古
堡之约”、十岭村“田园蜜语”和刘何村“果色蔬香”三个五星

工坊示范点。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周边 24个村特色产业发
展。十岭村形成以蜜蜂养殖、花椒种植和林下养殖为主的特

色产业，年村集体收入突破 40万元；刘何村
以河南农大、河南农科院专家的技术指导为

支撑，争取乡村振兴项目资金支持 120万元，
形成以水果番茄、高山蔬菜育种、七七朝天椒

等为主导特色产业，年村集体收入突破 30万
元。

民生幸福值再提升。乡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是“五星”支部创建的目标和方向。

在刘何村，干净整洁的村中道路、优美的

村庄环境，还有刚刚建成的养老幸福院，无不

彰显着群众的幸福生活。

“我们围绕‘五星’支部的‘文明幸福星’

创建工作，2023年争取资金 150万元，高标
准建成了刘何村养老幸福院，可为本村及周

边村老年人和困难群众提供日间生活照料、

助餐助洁、文化娱乐等基本养老服务，实现家

门口养老。”刘何村党支部书记刘保社说，刘

何村还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修订完

善了《刘何村村规民约》。整合村民议事会、道

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赌禁毒会、孝善理

事会，成立村级“文明理事会”，开展好媳妇、

好婆婆、好学生、文明庭院、文明家庭等评选

活动。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对接相关志愿组织

定期开展经典诵读、文艺汇演、文明餐桌、乡

村春晚、帮扶助困等活动。培育文明乡风、塑

造良好家风、滋养淳朴民风。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五星”支部创建中，大峪镇

党委始终坚持以解决民生实事为服务目标。通过深入推进惠

民政策“一卡通”，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政策的优惠，实实在在

地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大力开展和美乡村示范片区创建工

作，在十岭、刘何、寨湾、范庄、袁窑等村推进和美乡村示范片

区创建，已通过平顶山实地调研评估，袁窑村成功创建为河

南省康养示范村。乡村面貌得到改观，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明

显提升，基层组织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裴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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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我是在网上看到，咱们这里有个梅花鹿养殖场。这种动物在咱这儿比较少见，所以今天特意过来

看看，想采购一些鹿血和鹿肉。”1月 9日，在杨楼镇任沟村的梅花鹿养殖场，夏店镇人陈长义慕名驱车
来到这里，想采购一些特色农产品送给外地的朋友。

“在网上买鹿肉不太放心，来到养殖场实地购买，不仅新鲜对于肉质也放心。”陈长义说着用手机

记录下梅花鹿正在奔跑的画面。

“我养殖的梅花鹿是从东北双阳区梅花鹿之乡采购的纯种梅花鹿。目前刚起步，场区内只有 17
头。”杨楼镇任沟村梅花鹿养殖场负责人李国太介绍说。

李国太告诉记者，他是鲁山县背孜乡人。今年 40岁，之前在西安从事塑料加工生意 10多年。妻子
是汝州人，孩子也在汝州市区上学，他独身在外地和妻儿两地分居，很早就有回汝州创业的念头。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梅花鹿养殖。随后，我又到东北、安徽省、湖南省和河南省周口市

等地考察，感觉这个行业前景不错。便跟家人商量后决定回汝州创业。”2023年 10月，李国太经过考察
在杨楼镇任沟村的丘陵地带选择了一处废弃厂房开始建养殖场。

“梅花鹿这种动物胆小、怯生，很容易受到惊吓。到过完年天气变暖后，我的养殖场内梅花鹿会增

加到 60头。”在李国太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养殖区看到，正在觅食的梅花鹿见到有生人走来就立刻四散
奔跑。

“我这个养殖场地能够给梅花鹿充足的活动空间，这样梅花鹿才会生长得更健壮，它的肉质才会更

鲜美，鹿茸和鹿血的药用价值也会更大。”李国太说。

据李国太介绍，每到冬季梅花鹿就会换毛，一身漂亮的白色梅花斑点会褪去，穿上烟褐色的“冬

衣”。每年的 6月份到 8月份是采集鹿茸的时间，一头品相好的梅花鹿一年能产将近 20斤鹿茸，每斤的
价格在 1500元左右，鹿血和鹿肉的价格分别是 200元和 70元每斤。而且梅花鹿还有很好的观赏价值，
在春夏季节一身褐黄色皮毛加白花斑点，在阳光下油光发亮特别漂亮，奔跑起来，像是跳舞一般。

“梅花鹿很好养殖，它抵抗能力强，很少生病，集中养殖每年做两次防疫就可以。”李国太说，相比较牛

羊养殖，梅花鹿耐粗饲、不挑食，抗病性强，易管理。平时饲养以草料为主，还会添加一些玉米、豆粕、秸秆

等。而且梅花鹿全身都是宝，鹿茸、鹿血、鹿肉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经济效益可观。

“不过现在市场上还有一些价格很低的鹿产品，大部分是新西兰进口品种鹿。这种鹿进价低，出栏

率高，但是身上的鹿茸、鹿血产品基本没有药用价值。”李国太向记者说道。

谈到未来的发展，李国太信心满满地说：“我打算在两年内将梅花鹿养殖规模扩大到 200头，同时
开发鹿茸酒、鹿血酒和鹿肉熟食加工等产品。现在的场地很充裕，我还想养殖一些羊驼、土鸡等特色种

类，开发餐饮业，到时打造观光加餐饮的一体化生态园。”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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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峪镇 创“五星”支部，为乡村振兴增“底色”添“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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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鸽棚

室外天寒地冻，而韩锋的养鸽大棚内却暖意融融。近日，像往常一样，韩锋拄着拐

杖，在他 600平方米的大棚内给鸽子拌料、喂水，查看鸽子生长情况，开启了一天忙碌的
工作。

“我现在喂养的鸽子大约有 5000多只，去年大概算了一下，能赚个 10多万元。”韩
锋笑呵呵地说道，“对于像我这种行动不便的人来说，养鸽子既能增加收入，还能陪伴家

人。”

韩锋是蟒川镇斋公店村人，今年 41岁。他早年在部队服役，复员后在南方打过两年
工，后来回到家乡在煤矿上工作，却不幸出了事故，导致双腿残疾。“当时医生都说了，我

以后只能坐轮椅了。”

虽然命运给韩锋开了个玩笑，但军旅经历磨练出了他坚强的意志，让他轻易不向命

运低头。他努力进行康复训练，从最开始地坐轮椅到后来的拄双拐再到最后的拄单拐，

实现了生活能够自理，还能继续创业增收，努力融入社会。

2007年起，韩锋在亲戚的帮助下，利用自家废弃的牛棚，开始了养鸽致富的道路。
10多年来，他从最初的 5组鸽子（每组鸽子 12对）开始，目前已发展到 5000多只的规
模。

俗话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养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

残疾人来说更加艰难。其间他历经了多次波折，但韩锋从不言弃，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

让他勇敢面对各种困苦。2013年的禽流感迫使他转变养殖思路，从卖幼鸽转换到卖鸽
蛋；2021年的一场大风几乎把他的养殖棚掀了顶，直接损失三四万元，他被迫卖掉了
3000多只鸽子修复大棚，几乎等于从头开始；三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鸽子饲料买不回
来，鸽子蛋卖不出去，让他不得不减小规模，勉强维持着养鸽事业。

自去年以来，他的养鸽事业越来越顺。“我算了一下，每天能收二三百枚鸽子蛋。现

在行情不错，每枚鸽蛋能卖三四元钱，每月能收入两三万元，除去饲料、防疫及杂项开

支，每月能赚个一两万元。”

除了自身发展，对于慕名前来学习养鸽技术的人，韩锋都毫无保留地教授，目前已

在周边发展了好几户养鸽者。近期，他的事迹被评为平顶山市“乡村振兴 自强有我”先

进典型。

对于下步发展韩锋表示，如果资金允许，将延长养鸽产业链条，利用鸽粪搞循环利

用，发展有机蔬菜、水果种植，将风险降到最低，将养鸽事业持续发展下去。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