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考县张庄村，地处九曲黄河之滨最后一道弯，是
焦裕禄曾经探索治理风沙良策的地方。由于以粮谋
生、资源匮乏，这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2014年，全村
711户2963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07户754人，

贫困发生率25％，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2014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张

庄村考察调研。总书记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为干部群
众脱贫致富指引方向、鼓劲加油，由此推动了张庄村脱

贫攻坚加力提速。5年来，张庄的变化日新月异，已在
2017年摘掉“贫困帽”。

近日，我们来到黄河边这个小村庄，一边走一边看，
一边听一边记，深刻感受了脱贫攻坚战的火热与壮观。

要 闻 ZHENGZHOU DAILY2 2019年9月18日 星期三 责编 赵 彤 尚颖华 校对 曾艳芳 电话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

蜿蜒于江淮之间，襟带豫鄂皖三省的大别山，群山
叠翠、千里松涛。这里是华北平原向南延伸的休止符，
也是美丽中国腹地深处的绿色屏障。

70年前，大别山曾用她的千里苍翠守护了红色火
种；如今，她则用“绿水青山”慷慨馈赠这里的人民以富
足。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红色革命老区和绿
色生态功能区，大别山地区利用“红”“绿”资源，走出一
条“红绿经济”之路。

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千坪村的吴永田在自家田里
放了好几个高音喇叭，循环播放人声、狗叫声、敲锣打
鼓声。这些竖起的大喇叭是老吴在向破坏田地的野猪

“宣战”。
花石乡是个集库区、老区、高寒山区为一体的贫困

乡，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高寒地区。十年前，在这里，
野猪还是个稀罕物。吴永田说，“那时候靠山吃山，乱
砍滥伐，一年也见不着一次野猪”。

如今，随着生态环境的好转，野猪逐渐增多，让老
吴增添了“新的烦恼”。

距离花石乡 60公里的河南省商城县黄柏山林场，

同样见证大别山日益恢复的生机。90年前，发生在这
里的商城起义，掀起了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
的高潮。

这片大别山深处的国有林场 20世纪 90年代末有
过一段“苦日子”。林场职工工资“时有时无”，有人戏
谑他们“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但再困难，黄
柏山林场坚持不搞竭泽而渔式的采伐，反而租赁山场
来栽树。如今的黄柏山林场已成为河南省森林覆盖率
最高、集中连片人工林面积最大、活立木蓄积量最多的
国有林场。

九月，沿着省道、县道，穿梭在黄柏山林海，路两侧
的农家乐一家挨着一家。这里山是绿的，水是清的，空
气是甜的。

翻开大别山全域旅游地图，探险漂流、观鸟摄影、
茶园体验……一村一品的旅游特色，每年吸引游客纷
至沓来。

这一切得益于大别山地区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
念。“视山如父、视水如母、视林如子”，让青山不老、绿
水长流。

恢复绿、守护绿只是第一步，从“生态佳”到“生
态＋”，大别山还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富民产业。

在“将军县”湖北红安，红薯被称为“苕”。革命年
代，红安苕和井冈山的红米饭、南瓜汤齐名，是红军战
士的“主粮”，滋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

近些年，红安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模式，种
植红薯近 5万亩。如今，红安苕已变成村民脱贫致富
的“金疙瘩”。湖北根聚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德顺信心满满地说：“未来几年，公司将对红薯进行深
加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红安苕做成大产业。”

和红薯一样，曾经养在深闺的大别山农副产品都
成了“宝”。茶叶、板栗、茯苓、天麻、菊花等“大别山特
产”争艳市场。根聚地、华英农业等一批农业产业品牌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长期以来，大别山地区为了维护在全国生态系统
中的功能，牺牲了一些发展机会。”党史研究专家、大别
山干部学院教授蒋仁勇说，但坚持“红”与“绿”的底色，
大别山的发展之路也会越走越宽阔，这也正是大别山
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 新华社武汉9月17日电

精神在，力量就在，希望就在。
50多年前，兰考县的老书记焦裕禄在张庄探

流沙、查风口，率领群众植树治沙，谱写了一曲战
天斗地、改变命运的壮丽凯歌。“不改变兰考的面
貌，我决不离开这里。”风沙中焦裕禄斩钉截铁的
话语至今仍在中原大地回响。睹物思人，56年前
焦裕禄亲手种下的那棵“焦桐”，如今伟岸挺拔，俨
然一座丰碑，无声地激励和鞭策着兰考和张庄的
干部群众。如今，张庄人不信邪、不认命、不服输，
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再向贫穷宣战，展现了新时代
的焦裕禄精神。

我们在走访中，感受最深的是当地干部的务
实作风和群众对党组织、对扶贫干部的信任。

脱贫攻坚期间，兰考县领导每周到村里住一晚，
了解群众困难，指导脱贫工作；乡镇干部包村驻点，
帮助设计脱贫方案，想方设法引领发展；村干部更是
成了群众的家里人，大到贷款、办厂、租门面房，小到
看病、出行、处理垃圾，一一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们
常挂嘴边的话是：“老百姓有怨气，说明咱工作没到
位。”“交流多了，矛盾少了，气就顺了，劲就足了。”

看到党员干部一个个掏心窝子帮助群众，群
众的回报则是：党叫干啥咱就干啥，齐心跟着干部
走，肯定没有错！

如今，张庄村干群和谐，邻里和睦，民风淳朴，
好几年没有发生过治安案件。每周五晚上的“幸
福家园”大讲堂场场爆满，群众自发成立的“梦里
张庄”艺术团演出也很有吸引力。尽管脱贫走向
富裕、日子好起来了，但张庄人的奋斗精神没有
减，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他们已经勾勒
出未来的生活美景：“家家住洋楼，吃穿都讲究；银
行有存款，兜里花零头；孩子读书好，养老不用愁；
村美产业旺，福气享不够。”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考察调研时曾
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
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精神财富，我们应
该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回眸峥嵘岁
月，展望美好前景，张庄人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决心用脱贫致富的成效实绩和
群众的认可满意，将焦裕禄精神这块“金字招牌”
在新时代擦得金光闪闪、熠熠生辉。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我们在调研走访中感到，张庄这 5年
的蜕变不是等政策、“堆盆景”，而是在党
的领导下实干、苦干、巧干的成果。总结
张庄脱贫攻坚实践，他们是靠“三根支柱”
撑起这一片天：抓住了一种资源，引来了
一批企业，鼓起了一股劲头。

抓住了一种资源。张庄紧邻黄河，能
看到黄河的雄浑和落日的壮美，毛主席曾
在这里视察黄河；张庄是焦裕禄精神的发
祥地，处处烙印着焦裕禄的为民情怀，村
民们随口都能讲上几段焦书记的故事。
他们利用这种自然环境和红色资源，以改
善人居环境为突破口，壮人气，发展乡村
旅游。全村已有30多户村民参与到乡村
旅游中，开办民宿 19家，游客从过去“看
看就走”到现在“吃顿饭、住一宿”，带来了
消费，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信息和资
源。有的村民种下竹子、桃树等把农家院
装扮成小花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城里
人。

引进了一批企业。张庄人在实践中

认识到，没有产业的发展就不会有稳定的
脱贫，而产业的发展又必须依靠企业来带
动。为了让贫困户提高“造血”能力，实现
可持续增收，他们立足农业资源优势，积
极招商引资，引进一批产值高、效益好、带
动能力强的现代农业企业入驻，不断发展
壮大高效农业。除依托一家生物科技公
司发展高效菌菇种植外，还通过“公司＋
村集体＋农户”模式，建设 179座蜜瓜大
棚，村民不仅可以务工、分红，还可以承包
瓜棚。通过“农民合作社＋农户”模式，发
展现代莲藕种植350亩，打造休闲观光鱼
塘，建起260亩的生态采摘园。在企业组
织下，种养殖大户充分利用小额贴息贷款
和产业发展信用贷等普惠性金融政策投
资兴业，将农业与金融结合起来，借助农
产品价格保险和农产品期货，既让联动的
农户规避了市场风险，又解除了银行向他
们授信的后顾之忧。

鼓起了一股劲头。脱贫致富根本靠
内生动力。5 年来，张庄村干部群众的

奋斗激情一直很高昂。村党支部发展了
4 名新党员，充实了有学历、有见识、有
能力的年轻党员进班子，形成了坚强的
战斗堡垒。党员干部走进村民家，就像
回到自己家一样，说的是家长里短，唠的
是收入发展。去年，村民董仙竹家的梨
滞销，村干部到她家里发现一屋子的梨，
赶忙帮助联系销售，很快以较好的价格
全部卖了出去。董仙竹虽然 60多岁，但
除了种地外，还承包两个蜜瓜大棚，每天
在大棚里超过 6小时。在她的精心管理
下，去年种出“兰考瓜王”，得了 2000 元
奖励。如今，她家新盖的二层小楼年底
就能搬进去，做事更有拼劲了。她说：

“干部天天为我们的事发愁，咱咋好意思
不加油干？实现小康，俺家不能拖后
腿。”谈起劲头，东坝头乡党委书记宋鹏
很有感慨：“看着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
好，感觉自己就有使不完的劲。”这股劲，
就是对群众的亲劲、抓工作的韧劲、干事
业的拼劲。

习近平总书记到兰考调研时，兰考县委郑重许下“三年
脱贫、七年小康”的承诺。2017年兰考县整体脱贫，交出一
份漂亮的成绩单。张庄村的变化，便是这份成绩单中的一
个闪光点。

贫穷已成过去时。张庄一带，曾有过特别贫穷的岁月，
“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糠，扶老携幼去逃
荒”，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使乡亲们的日子逐步
好起来，但仍有部分群众没有摆脱贫困。如今在张庄，贫穷
已一去不复返了。2018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从 2014 年的
4900 元增加到 11600 元，村集体收入从零增长到 40余万
元。5年前，当总书记来到贫困户闫春光家时，一家 5口挤
住在几十年的破土房里，锅里是剩菜剩馍。那一年，因为遭
遇禽流感，闫春光好不容易四处借来1万多元办的养鸡场赔
得“毛都不剩”。后来，借助扶贫政策，闫春光重新建起养鸡
场，他用心学技术、逐步上规模，2018年养鸡上万只，纯收入
达到 30 万元。像闫春光这样收入大增的贫困户，还有好
些。村民们无不感叹：张庄变成了“康庄”，“风沙窝”变成了

“金银铺”！
乡村面貌年年新。过去，张庄是“刮风一身灰，雨天一

脚泥”，到处乱堆乱放、污水横流。4年前，水泥路修到村民
家门口；3年前，旧房普遍得以修缮；2年前，网络覆盖全村；
去年，旱厕全部变成水冲厕所，全村 711户实现“零危房”。
现在走进张庄，映入眼帘的是干净的乡村道、美观的太阳能
路灯，以及一排排富有豫东民居特色的两三层小楼。进入
一户户家中，看到的是干净整洁的小院、绿茵茵的瓜果树
木、漂亮的家具家电。真是旧貌变新颜，环境比城里还好。

农民就地变工人。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开展和引进
企业的入驻，村里用工机会和岗位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张
庄人“农民就地变工人，就业增收不离村”，其中仅发展恒温
厂房化褐菇种植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就吸纳 120多名村民
常年就业，人均月收入超过 3000元。村里的采摘园、合作
社、种养殖大户，也都季节性雇人。一家企业组织村里的妇
女纯手工制作布鞋，帮助一些留守妇女实现了“看得住家，
守得住娃，照顾了妈，还能挣钱养家”的愿望。

返乡创业成热潮。家乡变美了，增收机会多了，吸引不少
外出务工的张庄人返乡创业，有的发展规模化养殖，有的继承
祖传工艺制醋，有的做电商销售土特产，有的改造自家院落办
起农家乐……全村在外务工2014年超过1100人，现在已经
减少到700多人，越来越多的张庄人选择了“往家回”。23岁
的大学毕业生雷慧杰，开的电商已有10多名员工，生意越做越
红火，她说“回家乡创业，比在外打拼踏实多了”。

“张庄产”成了香饽饽。过去，泡桐、花生、大枣被称为
兰考“三大宝”。如今，蜜瓜、红薯、花生成为了兰考的“新三
宝”。张庄种的蜜瓜，已经打入北京市场。张庄种的褐蘑
菇、白蘑菇，能够远销港澳地区甚至海外。张庄红薯、张庄
香油、张庄花生糕、张庄老布鞋、张庄醋……这些往日的“土
玩意”，正在成为城乡市场的“香饽饽”。66岁的村民李玉娥
说，她家世代做红薯醋，以前只在附近村庄卖，一年卖不了
1000斤，最近两年品牌越来越响，一年能卖2万斤。

七 十 年 间 有 大 别
——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徐海波 甘泉 陈诺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湖北省红安
县七里坪镇西门外的河滩上，一座高
16米的纪念碑巍巍而立。

纪念碑正面，是徐向前元帅亲笔
题写的碑铭——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
地。

92年前，潘忠汝、吴光浩等共产
党人领导大别山农民自卫军，首举义
旗，吹响黄麻起义的号角，向黄安县
城进发。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鸟铳、
鱼叉等纷纷加入起义队伍。

从此，以七里坪为中心，一个覆
盖三省 21县、主力红军达 4.5 万人的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成为当
年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
据地。

小小七里坪，家家有烈士，户户
有红军，处处埋忠骨，岭岭皆丰碑。
在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牺牲的 14
万红安英烈中，有近 8万名烈士来自
七里坪。

如今，古朴的街道两侧，革命战
争时代的遗迹，默默地坚守着岁月的
沧桑。600余米的街道并不宽，道路
两侧砖瓦结构的房屋鳞次栉比，各色
店铺林立。

昔日“革命发源地”，如今已是
“红色旅游街”。国庆节临近，慕名而
至的游客拍照留念，记录着老街的红
色故事。

与七里坪一样，深居大别山的河
南省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也是一
片红色热土。著名的“北上先锋”红

二十五军的长征之路就是从这里开
启，何家冲也成为全国四大长征出发
地之一。

1986年，何家冲被列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1990年成为“国家级文物
保护单位”，特别是2012年被列入“首
批中国传统村落”以来，在各级政府
的帮扶和开发下，何家冲的路通了，
景美了，名气大了，游客来了。

如今，何家冲已成为远近闻名的
美丽乡村。青山环野立，一水抱村
流。一幢幢明清风格的豫南古民居，
错落有致。村落四周是郁郁葱葱的
青山，村前是清凌凌的河水。

在大别山，几乎每个县都有一座
烈士陵园，铭刻着无数英烈的名字。
在湖北麻城，一位名叫“周家姆”的农
村妇女“舍子救红军”的故事更是催
人泪下。

1928年 5月的一个傍晚，后来成
为开国大将的王树声被敌人追杀到
麻城西张店村，躲进了周家姆的家。
敌人叫嚣抓不到王树声就“血洗西张
店”。周家姆站出来说：“王树声就藏
在我家。”

周家姆让大儿子王政道换上王
树声的衣服，被敌人捆走。王树声脱
离了险境，王政道却牺牲了。悲痛欲
绝的周家姆又将其他三个儿子相继
送进红军队伍。

每年 4月下旬，离周家姆家不远
的龟峰山上“一片红”。10万亩杜鹃
花次第开放，层层叠叠，团团簇簇，将
龟峰山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浠水县，十月村。
这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村名源于给中国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十月革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十月村党支部率领村民创办农

业合作社。从此，“十月”唱响全国。
20 世纪 80 年代，十月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大胆探

索，闯出一条“工业富村”的新路。
走过近 20年的辉煌，村办企业发展面临挑战。十

月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加快转型，建设一批商贸市场。
2018年，十月村跻身全省经济百强村。村集体资产8.9
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2.15万元。家家户户住进小洋
楼，开上小汽车。

“一个小村庄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奋斗之歌。”透视
十月村的发展历程，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冈市
委书记刘雪荣不禁感慨道。

与十月村隔着大别山遥遥相望的佛子岭水库，宛如
一条长龙横卧在崇山峻岭之中。坝身上写着八个大字：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67年前，这里是一派火热的建设现场。为了治理
淮河水患，国家计划在淮河上游兴建山谷水库群以拦
截山洪。

1954年 11月，佛子岭水库竣工，大别山深处的建
设者用 2年 10个月时间创造了新中国奇迹。随后，一
批批水利工程相继在大别山建成。从那时起，“一年大
水三年旱”的六安大别山区开始“吃上大米饭”。

1991年，大别山深处7岁女童苏明娟一双饱含“我
想读书”执着渴求的“大眼睛”，出现在“希望工程”宣传
画上。

这双大眼睛成为一扇窗户，让越来越多人看到了
大别山深处的贫困，一批批爱心人士从祖国大江南北
汇聚，再次“挺进大别山”。

1993年，江苏昆山退休教师周火生从报纸上获知
金寨县成立了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的消息，便寄过去
第一笔助学款。由此，源源不断的善款从全国各地涌
向大别山，一批批受助学生先后进入大学，走上工作岗
位，反哺社会和人民。

钱来了，技术也来了。1986 年，国家科委提出科
技开发大别山，十余年间超过2.7万名科技人员走进大
别山。患癌症刚动手术的任立中教授，一边化疗一边
进山，传播板栗丰产技术；宛志沪教授在山沟里翻了
车，怀里紧抱着她培育的西洋参种苗，从此来自东北的
西洋参在大别山扎下根。

路也通了。1993年，数万铁路勘测、设计、施工队
伍踏着刘邓大军的足迹，投入大别山的怀抱，当年年底
火车开进大别山腹地枢纽站——湖北麻城站。如今，
大别山地区高铁纵横，闭塞的大山连通着世界。

也有一群大别山人，怀揣梦想，走出大山。
20世纪 80年代初，一位名叫江师大的大别山农民

率先到武汉打工。不到十年，以他为首的大别山建筑队
在武汉、深圳等地打出了名气。他们从家乡红安县詹店
镇带走6000多名农民，每年邮回现金近1000万元。

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湖北黄冈脱贫人口超过88
万人；安徽六安脱贫人口 48万；河南信阳脱贫人口 75
万。红安、新县两个“将军县”都已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

奋斗的山：拼与搏的故事会

圆梦的山：红与绿的交响曲

英雄的山：血和泪的革命史

风沙窝变成“金银铺”
——河南兰考县张庄村脱贫调查

特约调研组

脱贫交出漂亮成绩单

“三根支柱”撑起一片天

脱贫前的兰考县张庄村一处民居。
摄于2014年5月。 新华社发

现在的兰考县张庄村村貌和种植大棚。
摄于2019年9月。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让焦裕禄精神永远闪光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大别山，横亘神州大地中央腹地，绵延千余公里，大别于南北。革命

战争年代，大别山是一座英雄的山，200多万人民投身革命，近100万人
为国捐躯；建设、改革时期，大别山是一座奋斗的山，昔日贫穷落后的大
山沟，如今已是绿色发展的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