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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村官之

“群众连水都吃不上，发展的问题无
从谈起。”作为土生土长的杨树沟人，张金
保深知缺水是制约杨树沟村发展的最大
障碍。经过反复勘查论证，张金保毅然决

定向大山宣战。他带领党员群众于 2001
年 10 月开始实施开山引水工程，历经 22
个月的艰苦奋斗，在浮戏山开凿出一条
700多米的山洞，截流响泉河，引水入村。
响泉河引水工程竣工后，不但解决了杨树
沟人的吃水难问题，而且还惠及了临近 4
个村的村民。

引水成功，没有让张金保停下来，水
通不等于路通，他心里盘算着要修一条宽
阔的出村马路，让杨树沟走出大山。

在张金保的带领下，全村家家出工，
人人修路，工期大大缩短，原来 60万元的
预算造价，仅花费3万元，就修成了一条宽
8 米、长 2.1 公里的出山大道。从 2003 年

到2010年，杨树沟修了21公里乡村公路，
基本实现了“组组通、户户通”。

群众出行方便了，致富的道路打通
了。张金保说，水有了，路通了，但杨树沟
的发展不能停。

2007年 6月，杨树沟村和郑州公交总
公司签订了投资 3000万元的旅游开发项
目。如今，全村在景区内发展了70户农家
宾馆，总接待能力达到 1100张床位，初步
估算，从 2008年 6月至今，接待游客就达
10余万人次。仅此一项，每户年收入在 3
万元以上。

与此同时，杨树沟在5000多亩的山坡
上引进种植了8万棵美国薄皮核桃和日本

斤柿，初步形成了无公害柿子、核桃生产
基地，投资30余万元建起了与此相配套的
农副产品加工公司，农业增收渐成现实。

张金保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依托响泉
河的水资源，村里开了纯净水厂，产品已经
进入郑州市区市场，从外地引进的黄酒厂
也将马上投产，村里经济又将上新台阶。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扶贫开发先进
典型、感动中国十大农村致富带头人、省
人大代表……一连串的荣誉没有让张金
保有停下来的意思。“只要有一个村民没
脱贫，我们就不能歇。”张金保坚信，始终
走在发展的路上，杨树沟村的群众会越
来越富裕。

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土地贫瘠，
吃水困难……一顶“省级贫困村”的
穷帽子曾经压得巩义市新中镇杨树
沟村人喘不过气。然而，从1998年
以来，在村党支部书记张金保的带领
下，他们凿隧洞、建水库、筑组道、修
公路，完成了穷乡僻壤到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示范村的华丽转身。

停不下来的领路人
——记巩义市杨树沟村党支部书记张金保

本报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席旭红

在朝阳沟森林公园的陈家窑林区、
朝阳沟村的西北部，依山就势坐落着杨
兰春文化园。园区坐北向南，有三层，园
内最高处是杨兰春墓，墓后面的巨型石
屏上刻着“中国戏曲现代戏奠基人”10个
大字。拾级而下的第二层，修有甬道，种
有花草，有石桌石凳供人栖息；最下面的
白色玻璃钢制作的杨兰春雕像，取材于
先生晚年的一幅工作照，专注慈祥，一派
大家风范。我们把一只花篮置于像前，
表达心中由来已久的敬意。

朝阳沟村原名曹村，1945 年，豫西
抗日先遣支队组织曹村伏击战，杨兰春
所在的连队有 5个战友长眠于此。在雕
像东侧明代的陈家窑遗址前，1957 年，
来体验生活的杨兰春曾笑着和同事说：

“我百年后就埋在这里。”2009 年 6 月 2
日，89岁高龄的杨兰春先生逝世。曾在
宣化镇政府工作过的冯书太领衔建设
杨兰春文化园，当年 11月 19日，杨老的
部分骨灰安放在这里。按照遗嘱，先生
的另一半骨灰安葬在故乡河北省武安
县朝阳沟村。

在园东侧的“戏剧家杨兰春之碑”
上，著名学者李铁城撰文：“综观中外戏
剧史，一戏之出，城乡传唱家喻户晓数十
年久演不衰，两省之村争以戏名为名，一
人逝争迎遗骸归葬，可谓举世无双。此
戏乃《朝阳沟》，此人乃《朝阳沟》编导杨
君兰春也。”

1958 年 3 月初，杨兰春从省文化局
副局长冯纪汉那里接到任务：七天编排
一出戏。他根据在曹村体验生活的经
历和时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势，昼夜
不辍，边写边排练。3月 20日，参加全省

文化局长会议的领导到郑州北下街的
河南剧院看这出“跃进戏”。戏要开演
了，杨兰春说：“同志们，稍等一会儿，还
有四句合唱的词没想好。”观众们哄的
一声都笑了。过了一会儿，冯局长问：

“开幕吧？”杨兰春说：“再等一等，戏还
没有名字哩。”冯局长只得又到幕前说：

“再等一等，戏还没有名字哩。”台下又
是一阵笑声。杨兰春想起曹村有座嵩
山七十二寺之一的朝阳寺，那一带的地
理环境都是丘陵和山沟，突然有了灵
感：剧名就叫“朝阳沟”吧。

此后，编导和主要演员多次到朝阳
沟采风，与村民建立了亲戚般的联系，

《朝阳沟》也在不断修改中更加完善。
1958年夏，《朝阳沟》进京参加了全

国现代戏题材汇演，《人民日报》及首都
各大报纸都刊载了评论文章。1963年冬
天，《朝阳沟》拍成电影戏曲艺术片。

1964年元旦，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观看《朝阳沟》，并与剧组人员合影。

《朝阳沟》从此红遍大江南北，50多
年来常演不衰。一部“大跃进”时期的急
就章，因为作者扎实的生活积累、丰富的
艺术表现和对农民对乡村对土地的诚挚
深情，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生命
力。老艺术家许欣称杨兰春为“朝阳沟
之父”，他说，杨兰春改变了现代戏与传
统戏竞技中处于下风的地位，是公认的
中国戏剧现代戏奠基人之一。

2012年6月2日，杨兰春逝世三周年
纪念日，《朝阳沟》的第一代演员、豫剧表
演艺术家高洁、柳兰芳、杨华瑞、韩登庆
等来到杨兰春文化园，看望
祭拜他们敬爱的“杨老师”、

“ 老 杨 哥 ”、“ 杨 导
演”。当日，朝阳沟
村豫剧团正式成立，
朝阳沟人和老艺术
家同唱《朝阳沟》，成
为一段佳话。

1976年初，曹村
的干部群众联名上
报公社，改村名为朝
阳沟大队，大冶公社
新修的水库也同时

被命名为朝阳沟水库。2004年，杨老的
故乡河北省武安县列江村正式改名为朝
阳沟村，一北一南两个朝阳沟村都是他
生命中难以割舍的组成部分，在他的调
解下，两村摒弃曾有过的误会，达成共同
发展的意向。

大冶镇正在进行朝阳沟森林公园的
提升改造。一个月前，朝阳沟村通往杨
兰春文化园的道路两侧装上了太阳能路
灯，灯杆上还有醒目的脸谱标识。每到
夜晚，杨兰春文化园灯火通明，这里已成
为群众休闲的好去处。大冶镇纪委书记
于汝涛介绍，镇里将借助《朝阳沟》的品
牌优势，高标准规划，建设和少林寺、中

岳庙、观星台连成一线的旅游观光
胜地。

朝阳沟村村民在杨兰春墓园前唱起《朝阳沟》。

情怀依旧朝阳沟
走进登封市朝阳沟村

本报记者 赵新蛟 李晓光 文 唐强 图

离朝阳沟村近了，“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
那熟悉的旋律便不由自主地在我们脑海里回响。

朝阳沟是登封市大冶镇的一个村，《朝阳沟》是
现代豫剧的经典。村民冯书太说：“没有杨兰春，就
没有豫剧《朝阳沟》，没有杨兰春，就没有我们朝阳
沟的村名。”而此时，杨兰春先生已经离开四年了。

杨兰春的雕像坐落在位于朝阳沟村的杨兰春文化园内。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
员 李叔亭 文/图）虽然三秋大忙
时 节 还 未 到 ，但 巩 义 市 一 些 乡
镇 未 雨 绸 缪 ，提 前 做 好 农 机 购
销 工 作 ，为 三 秋 会 战 做 准 备 。
日 前 ，记 者 在 巩 义 市 鲁 庄 镇 的
商 业 大 街 上 看 到 ，26 台 崭 新 的

“雷肯”牌玉米联合收获机一字
排开（如图）。

在现场，小相村农机手崔振
安看着属于自己的 4 号玉米收
获机，为记者算起了账：“出厂
价 11.7 万，国家补贴 5.2 万，郑州
市补贴 1.7 万，如今镇里再补贴
1 万 元 ，我 只 出 3.8 万 就 拿 下 了

这个‘大家伙’。”他打算在帮助
本村群众收完玉米后，再出市跨
区作业。

据了解，鲁庄镇是巩义市的
农业大镇，在全市粮食生产中占
有重要地位，自去年开始，该镇
连续实施农机“再补贴”政策，
即在享受国家、省、市农机补贴
的基础上，由镇财政出资，对鲁
庄群众购买大型农机的再给予
现金补贴 1 万元，真正使群众少
花钱，买得起大型农机。本次已
经 是 第 三 次 实 施 农 机“ 再 补
贴”，重点补贴对象为玉米收获
还田机具。

“再补贴”农机助力三秋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
讯员 韩明功）记者昨日获悉，
中牟县在属地管理和行业管理

“双管”模式基础上，逐步建立
了新型、高效、规范、科学的安
全生产网格化监管模式，实现
了安全监管全覆盖、无盲区。

中牟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局长乔松伟告诉记者，他们
在全县 14个一级网格建立“安
管队”，285 个二级网格建立

“安管小组”，1510个三级网格
设定专职或兼职“安管员”。将
一批素质高、责任心强、办事正
直的社会基层人员发展为“安
全生产监管员”。

同时，利用企业自治，企业
总经理（法人）为一级网格长，
数名副总经理为二级网格长，
各车间主任为三级网格长，在
岗职工为网格员。对整改难度
较大的重大安全隐患，按照治
理责任、措施、资金、限期和应
急预案“五落实”的要求落实到
位，最终实现安全生产网格化
责任落实率100%，安全生产排
查督查到位率 100%和事故隐
患消除率100%的目标。

目前，全县99家规模以上企
业已建立企业一级网格99个，二
级网格286个，三级网格630个，
解决各类安全隐患540处。

中牟实现安全监管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高凯 通讯
员 刘象乾 白会凯)昨日，记
者从新郑市了解到，截至目
前，该市地税部门组织税收
收入 177072 万元，同比增收
68801 万元,增长 63.55%，并提
前 138 天完成全年地方税收
收入任务。

今年以来，该市地税部门
落实组织收入目标责任制，按
照上级部门谋划的 2013 年工
作目标要求，提前下达收入任
务，并实行“局长包难点，股室
包重点”的办法，坚持月分析、
月上报，以及时掌握税源变化
情况，从而形成了全员抓收入、

促进度的良好局面。
其次是大力加强税源专业

化管理，包括加强重点行业专
业化税收征管，对新郑全市建
筑、房地产项目实行“以地控
税、以票控税”的双控举措，将
房地产企业收取的订金、预售
房款票据全部纳入地税发票管
理系统，实现了对房地产、建筑
项目的税收的高质量征管。

再就是，该市地税部门还
在辖区范围内全面推广网上申
报、财税库银联网、自助办税、
网络发票等征管信息系统，全
面健全了税源管理体系，并推
动了征管质量的提升。

新郑地税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本报讯（记者李晓光 通讯
员常俸郡）昨日，养殖专业户耿
大爷接到登封市少林办的电话，
称为他养的羊找到了销路，这让
耿大爷兴奋不已。2013以来，
登封市少林办纪工委、监察室紧
扣“抓作风、促发展”的主题，深
入开展“奔一线，真服务，办实
事，促发展”的活动，着力改进少
林办领导干部服务企业（项目）
建设过程中的作风问题，从而推
动少林办科学发展。

少林办党工委统一部署，
每一位领导都挂钩联系建设项
目，并将分包省重点建设项目

上墙公示，分包领导经常深入
建设项目现场指挥协调，一线
掌握项目进展状况，协助解决
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狠抓责任落实。

该办推行“企业列问题，政
府全办理”的服务新举措，由入
驻企业，周一例会列出需要解
决问题“清单”，通过网格化管
理平台，召开协调会，涉及有关
责任部门单位的领导主动对
接，跟踪服务，限期结办。

此外，该办还将业务工作重
心下移，要求干部往基层走，实
现为企业真服务，真解决问题。

登封少林办深入基层抓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
员 陈松香）日前，新密市房地
产管理服务中心库存纸质档案
23 万余卷，全部录入电脑，以
方便群众查询。

这些房屋产权档案为近
30 年来产生，且都为纸质档
案，由于档案数量大，查询起来
很不方便，有相当一部分档案
一直沉睡在库房中，被戏称为

“死”档案。2011年以来，新密
市房地产管理服务中心以升级
业务信息系统为契机，引进先
进的房产档案管理信息系统，

对现存的纸质房产档案重新认
真整理，将纸质档案信息录入
电脑，形成电子档案，在电子化
过程中，采购数码设备，将所有
纸质档案影像化，并和已补录
的电子档案逐条对应，丰富和
完善了电子档案数据库。

经过历时两年的辛苦工
作，目前，新密市房地产管理服
务中心档案室存放的房产档案
完全实现电子化，纸质档案转
换为影像数据，方便了查询。
同时，也将相当部分沉睡的

“死”档案救活。

新密23万卷房产档案数字化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
讯员 刘亚辉）记者从荥阳市住
建局获悉，近期频发的恶劣天
气增加了城区道路设施的承受
压力，荥阳住建局市政公司在
全面排查的基础上将于8月14
日起对索河路、万山路、广武
路、工业路、康泰路演武路等
20余条主次干道、小街小巷破
损路面分别采取改造、复摊、修
补等多种方式进行处理。

据了解，在城区破损道路修
补期间，荥阳将采取四项措施保
证工程施工井然有序：采取文明

施工，交通导向明显，施工围护
到位，对切割、挖坑后的路面渣
土进行及时清理，减少扬尘；要
求施工作业队严格按照施工规
范操作，委派专职质检人员进行
不间断督促检查，切实保障工程
质量和施工进度；切实贯彻“安
全第一”的责任意识，抽调专人
排查安全隐患，杜绝各种安全事
故的发生；建立日报制度，项目
负责人每日向上级汇报工程进
展情况，加强日常沟通，对施工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推进工
程顺利进行。

荥阳城区破损路面“整容”

荥阳举行水上应急救援演练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水上特种设备安全事故，近日，荥阳质监

局联合安监、旅游和豫龙镇政府，在荥阳奥帕拉拉水上乐园举行
水上安全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记者 史治国 摄

品味传统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