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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基层村干部，也是一位民
营企业家。

从白手起家，到执掌亿万财富。他的
心里始终有着同一个梦：“我要给父老乡
亲做点什么！”

就是这样一句质朴的承诺，他凭着一
颗赤子之心，为梦想坚守了 25 年，最终，
从小富“万元户”实现了大富“万元村”。

他就是登封市大冶镇老井村党支部
书记刘庭杰。

1964年，刘庭杰出生在登封市大冶镇
老井村，在家排行老五。

那时候，老井村只是一个偏僻的小山
村，这里土地贫瘠，粮田荒芜，道路泥泞，
没有电，没有水，村民们过着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艰难生活。

由于缺水，全村 300余户人家的日常
人畜用水都要从邻村担取，村里的小伙子
连媳妇都娶不上。村里还流传着一句话：

“老井吃水贵如油，好小伙娶不来赖媳妇。”
不但没有水，老井村还没有高压线，

村民家里连电都不通，村里的道路连毛驴
车都跑不动，村小学破烂不堪，全村人均
年收入不足500元。

“对我来说，吃饱成了童年时期最大
的奢望。”刘庭杰回忆说。

为了找吃的，刘庭杰和小伙伴一起爬
树，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下巴磕破了，他
捂着伤口，没掉一滴眼泪。在他心里，贫穷
的疼痛要比流血更加难以忍受。

为了吃饱饭，初中毕业第三天，刘庭
杰就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打工之路。

在几年的打拼中，刘庭杰的商业头脑

逐渐显露出来，他把登封的煤炭贩到周口
等地，再把当地的西瓜拉回登封销售，生
意越做越红火，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
批富起来的“万元户”。

家乡的贫困记忆始终触动着刘庭
杰。正因为如此，就在村里人对他艳羡的
时候，年仅 24岁的刘庭杰竟然走起了“回
头路”。1988年，他毅然决定回村，当选为
老井村村委会主任，两年后，又担任了老
井村村支书。

这个决定也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他的
家人也是非常反对。这回，刘庭杰没有沉
默，他说：“光自己富裕了，看着村里的乡亲
们还在受穷，我吃得再好也不安心。我有

信心，也有能力带领家乡父老过上好日子。”
1992年，刘庭杰办了上任后的第一件

大事，他筹资30万元，打了一眼256米的深
水井，让几辈缺水的村民吃上了自来水。

接着，他又筹资数十万元对本村学校
的房屋进行改造并建了新的教学楼，使村
中 150 余名学生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学习；组织村民修筑环村公路3.8公里；筹
资 100万余元改造架设了村中高压线路；
全村道路全部铺成了水泥路和柏油路，崭
新的村卫生所、村委会办公大院也相继建
成……

“既然回来了，乡亲们又信任我，我唯
一的想法就是改变乡亲们的生活条件，让

大家富起来，这样才对得起乡亲们和我自
己。”刘庭杰说。

作为一村的带头人，刘庭杰多方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他到处跑项目、跑资金、订
规划。

在刘庭杰的带领下，昔日破败不堪的
旧山村焕然一新，从没水、没电、没路、人
均收入不足 500元的穷山村，一跃成为如
今人均收入突破1.2万元的富裕村。

身家数十亿的刘庭杰给人的第一印
象是朴实，他心里时刻装着养育他的这一
片乡土、这一方乡亲。

他为家乡建设频出大手笔，资助困
难学生、帮助困难群众、为灾区捐款……
积极践行着一位基层村干部和民营企业
家的责任。

据统计，近年来，他个人和他所领
导 的 公 司 已 累 计 向 社 会 捐 款 2865 万
元，用于慈善、助残、助教、扶贫、新农
村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

2012 年 2 月 9 日，他又出资 200 万元
发起成立了河南嵩岳爱心基金会，以扶
贫、救孤助残，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为
宗旨，面向社会开展献爱心公益活动。

同年4月，他又出资1亿元，为乡亲们
免费建新型农村社区。整个社区占地400
亩，共建设 14 栋住宅楼，今年春天，老井
村将旧貌换新颜，全村 400多户村民将不
用花一分钱，就能住上有暖气、有热水、有
图书馆、有娱乐中心的新社区。

为啥要为他人付出这么多？刘庭杰
的答案坦诚而笃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让我感觉很满足、很快乐。”

刘庭杰：让家乡父老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王红 文 李焱 图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王凤生 ）昨日，家住伏
牛路与伊河路交叉口东北角，二砂4号院83号楼二楼的
74岁居民董桂英老人，将 100个作业本送到中原区绿东
村街道巡防中队，委托他们送到贫困儿童手里。

每月捐赠 100 个作业本，老人已经坚持了一年多。
2011年9月，董桂英老人看到随手送书下乡的活动后，就
开始用自己的退休金为孩子们买作业本，她还想为孩子
们多做点事，就决定去做零工，可找了多家单位都不行，
后来，一所学校给老人提供了一份工作，每天 50 元，如
今，老人已经“上班”两天了。

老人的家庭并不富裕，4个孩子全部下岗失业，爱人
去世，大女儿靠打临时工维持生计，二女儿给人当保姆，
大儿子开出租车，小儿子患了股骨头坏死，在家养病。

老人说：“我家里没有太多钱，我想打几天工，挣点
钱给农村贫困孩子再送点书、字典、文具和书包。”前几
天，老人还给环卫工送去了棉衣，那些都是她亲手做
的。以前老人还曾卖过毛线，她把剩下的毛线全织成了
毛衣、毛裤，老人说，她想把这些都捐给有需要的人。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李冬菊）为解决 BRT
环线道路上影响行车安全和乘客舒适度的病害，昨日，
按照市委市政府在大范围整治前开展应急处置的要求，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紧急启动了
BRT环线道路病害应急处置工程，将用15天时间完成2
万平方米道路病害的修复工作。

BRT环线道路交付使用后，出现大面积沉陷、路基翻
浆、严重龟裂等道路病害，其间虽然经过两次应急维修，
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目前，病害严重影响BRT公交
车行车舒适度，市民反映强烈，亟待整治。经调查，目前
存在急需维修的严重病害约 2万平方米，包含桐柏路段
（航海路—农业路）、农业路段（桐柏路—未来路）、未来路
段（农业路—航海路）、航海路段（未来路—桐柏路）,病害
主要分布在停靠站区域和道路交口，其中农业路问题最
为突出。另有30余座井位需要升降加固。

根据目前病害情况，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将组织多家施
工单位，采取铣刨6厘米、复浇6厘米、沥青料添加抗车辙剂
的工艺予以修复。为不影响车辆正常行驶，全部采用夜间
施工，力争在15天左右将严重病害维修完毕。

农产品质量安全报告为确保农产品安全生产和放心消
费，2012年，市农委在扎实做好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监管工作，健全完善“两级三
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严把
农产品市场准入关的同时，还做好了以
下工作：

一、多措并举，加强重大节、会期间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农委在元旦、清
明节、端午节和农博会等重大节、会期
间，满负荷工作，加大抽检力度，抽检量
提高 25%，对农药残留易超标品种全部
抽检，严把检测关，杜绝不合格农产品
进入市场，保障了节假日期间群众的餐
桌安全，使人民群众度过了安全祥和的

节日。
二、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根据季节特点和社会热点，
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先后开展了
韭菜、土豆、白菜、生姜、葡萄、桃、鲟鱼、

“立顿”茶等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专项整治中，共抽检蔬菜、水果、水
产品和茶叶共计580批次。通过专项整
治活动，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
和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高。

三、开展“您买菜，我检测”和检测进
社区公益活动。市农委在开展“您买菜，

我检测”活动的同时，开展了检测进社区
活动，专门派检测执法车流动性地进入
市区内的社区，对群众提供的农产品免
费进行检测。2012年共免费为群众提供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服务1000多批次，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

2013年1月7日至13日，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人员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标准（速测），共检测蔬菜21369批次，合
格率99.97％；检测水产品573批次，合格
率为98.95％；抽检水果1775批次，合格率
99.94％。销毁不合格农产品107公斤。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郑州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