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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仰韶仙门山体验山水之乐、到赵沟古村接受红色革命教
育、到中关村禅林寺感悟千年古刹的悠悠岁月……近年来，只
要游客走进有着渑池“后花园”美誉的段村乡，眼花缭乱的美景
就会让人大饱眼福，流连忘返。

“过去的几年，我们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环境条件，
围绕‘旅游兴乡’和‘特产富农’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农文旅及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确保经济增
长与社会进步同步进行，尤其关注民生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
果更多惠及全乡人民。”段村乡党委书记张欣表示。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2023 年，段村乡稳步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设资金达 5.93
亿元。其中，仰韶仙门山水镇商业街建设项目总投资 2 亿元，
在东庄沟村内新建 30 栋两层店铺、民宿 50 间，目前已投入运
营，使乡财政税收年增收 1000 余万元，并辐射带动周边经济
发展。

柏隆村烟叶烘烤房新建项目总投资 1500 万元，在柏隆村
新建烟叶移动烘烤房 20 座，可满足全村新增 500 亩烟叶烘烤需
求，实现人均增收 1 万余元。中关村牛心柿晾晒棚净化车间扩
建项目总投资 1900 万元，在原有基础设施上进行加工晾晒场
的改造，新增净化车间、柿子醋加工车间及其他辅助设备，目前
已建成投产，实现集体收入 100 万元。四龙庙村石门沟水产品
养殖基地项目总投资 3000 万元，占地面积 80 余亩，建设水产养
殖大棚 23 个，项目已投入运营，可带动 30 人就业，增加群众人
均收入 2.5 万元。赵沟村污水管网项目总投资 2900 万元，涉及

赵沟村 6 个村民小组，全村 20 公里，建立污水管网及 200 立方
米钢筋混凝土 3 格式污水收集池，目前该项目已建成投入使
用，有效解决了该村群众生活污水处理问题，生活居住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

全域旅游迅速发展

“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每天来赵沟村参观的游客络绎不
绝，从早到晚忙碌不停。”在赵沟古村的古槐树下，一名村民这
样说。

赵沟古村是一座保留较好的明清代古村落建筑群，是该乡
的一处重要旅游资源。该村人文历史可以追溯至宋代。相传，
宋代名相赵普后人为躲避灾祸迁移至此，遂改名赵沟村。村内
石砖、石墙、石碾、石磨随处可见，石径通幽，被称为“中原石头
城，深山小迷宫”，成功入选中国传统古村落保护名录，每年吸
引大量游客到这里参观。

在赵沟村的一处写生基地，基地负责人赵明富表示，早些
年该村就与洛阳、郑州等地的高校合作设立写生点，每年接待
写生学生 800 余人次。此外，每年还有不少摄影家、文学创作
者等来这里采风。而该村的小孤山战斗指挥部也是一处重要
的红色革命纪念遗址，每年接待不少来此地进行党性教育的
团体。

在古村的一旁，是由该村返乡青年投资的创业项目丛林越
野车基地。“每逢节假日，就有不少年轻人来我们基地体验丛林
越野的乐趣，我这也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了。”“95 后”创业者小
赵笑着说。

与此同时，不少在外的游子开始陆续返乡，有的修缮原有
住房，计划发展民宿和农家乐，有的投资开办乡村旅游项目，
有的拿起手机开始直播带货，帮助销售家乡农副产品……如
今的段村，生机盎然，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呈现出百花竞放、
争奇斗艳的壮观场景，昔日的穷山村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当地旅游资源丰富，随着国家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等一批惠民工程的持续推进，段村乡先后解决了道
路 、交 通 、电 力 、水 利 等 一 系 列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问 题 ，特 别 是
2021 年，历时 5 年的垣渑高速项目通车，为该乡乡村旅游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高速项目建成后，从县城到段村的时间
由原来的 60 分钟缩短到了现在的 20 多分钟，大大改善了交通
状况。”该乡乡干部表示。

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吸引了不少企业到此投资。当地知
名企业投资的仰韶仙门山景区以完备的旅游设施、优质的服务
吸引了周边地区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成功创建 4A 级景区；仰韶
大峡谷如今正式更名为仰韶大裂谷，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升级
改造，计划以全新的面貌欢迎八方游客。

和美乡村擦亮底色

让生态美起来、环境亮起来，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
和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该乡深入
人心。

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努力下，该乡首先打造了和美乡
村建设示范村四龙庙村。深秋时节，走进四龙庙村，整洁干净
的山村小径、农耕文化丰富的小戏台、古朴别致的公园……无
一不彰显着和美乡村的独特魅力。

“我们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同时，立足实际，
将农耕文化与之相结合，既增‘颜值’有‘面子’，又添‘气质’有

‘里子’，为建设康养小村铺平了道路。”四龙庙村党支部书记陈
保松说。2018 年起，该村牢牢抓住美丽乡村建设这一契机，在
村内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对村内主干道、河道两侧进行大力整
治，并修建了农耕文化小广场。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全
面开展以来，该村对残垣断壁、荒废民居进行改造升级，在保留

山村风貌的同时进行提升改造，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春赏山花，夏玩水，秋品柿子，冬看雪，欢迎大家到我的家

乡四龙庙村游玩。”在手机屏幕前，该村返乡青年、“00 后”自媒
体人“飞鹏先生”正在进行旅游推介。在他的镜头下，展示了一
个朴实充满乡村风情的小山村，引得无数网友点赞留言。

特色产业促进振兴

仰韶牛心柿是渑池县的特产，始种于汉代，栽培历史悠
久。段村乡境内的牛心柿更是广受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在该乡的积极引导下，牛心柿产业呈现蓬勃发展
态势，借助这一特色产业，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生活越来
越好。

牛心柿是四龙庙村的一项支柱产业。该村的牛心柿饼，口
感绝佳、营养丰富。该村积极申报产业项目，大力发展牛心柿
产业。四龙庙村漫山遍野的牛心柿树金黄一片，沉甸甸的柿子
压弯了枝头，映出了丰收的好年景。“每年秋天，来四龙庙体验
摘柿子、做柿饼、拍照打卡的人特别多。”农家饭店负责人张建
贞笑呵呵地说，得益于村里的旅游发展，他的农家乐生意火爆，
每天的游客接待收入非常可观。

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深入发展，牛心柿饼的制作也成了当
地特色的农旅项目，来这里购买牛心柿的游客不仅可以走进柿
树林中体验采摘的过程，还可以动手尝试削皮、晾挂等过程，体
验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以农文旅融合为切入点，发展旅游经济为
乡村振兴赋能，使乡村旅游发展成为促进山区
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不仅是现阶段的
发展目标，也是破解山区经济发展困境的“破
冰之刃”。段村乡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之以
恒抓好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探索乡村旅游发
展新路子、新途径，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本篇图片由段村乡提供）

南村乡是黄河流经三门峡境内的最后一个乡镇，位于渑池
县城北 50 公里的黄河南岸，北隔黄河与山西省垣曲县相望，东
与新安县接壤，是河南省首批美丽小镇，被中国地质学院评为
河南省首个获准挂牌筹建地质文化乡镇。

该乡下辖 10 个行政村 59 个村民组，总人口 5577 人。总面
积 107 平方公里，有耕地 2.9 万亩、林地 5 万余亩，主要种植花
椒、连翘、冬凌草等，其中种植花椒 2.7 万亩、连翘 2 万亩。南村
花椒曾获农业农村部无公害产品认证，入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识，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等多项荣誉。

近年来，南村乡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团结带领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政治理论学习、工作实效和廉
洁自律等，以创建“五星”支部为引领，坚持“打造集旅游休闲、
产业发展、生态宜居于一体的特色旅游小镇”的发展目标，抓党
建、强产业，美环境、促振兴，凝心聚力、担当作为，绘就了水墨
南村的美丽画卷。

党建引领促发展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坚持党建引领，全面激活党
建工作效能是南村乡孜孜以求的目标。

该乡建立“党建+”工作机制，对党建工作实行清单式推

进、跟踪式督办、量化式考核，整体推动村党支部书记“想抓党建、
会抓党建、真抓党建”，激活“头雁”领航动能。运用“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等制度，通过书记讲党课、周一例会、远程教育、“学习强国”
学习等方式，抓好村“两委”干部和党员队伍的理论学习，全面提升
乡、村干部的综合素质。同时，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五星”支部创建为载体，党支部承诺践诺，办
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该乡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参与
“五星”支部创建，以过硬支部建设引领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
治、平安建设等重点工作落细落实，有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文明幸福、平安法治等融会贯通、互促共进，并抓好农村党
员队伍管理，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动党建责任制落
地落实。

该乡把壮大特色产业、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一线“阵地”
作为后备干部“练兵场”，着力从致富带头人、退役军人、青年人
才中发掘和培养后备干部，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招商引资蓄动能

县 域 经 济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离 不 开 招 商 引 资 这 一“ 源 头 活
水”。南村乡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多措并举
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按下引资项目落地“快进键”。

2022 年，该乡引进投资 2.7 亿元的河南昌泰水处理有限责
任公司年烘干 6 万吨净水剂项目；2023 年，引进投资 46 亿元的
三门峡中芯富晟光电半导体产业园项目；2024 年，引进投资 8.5
亿元的废旧金属回收利用交易产业园项目，实现年年有上亿元
项目开工建设，另外还引进实施 1000 万元以上项目 15 个，为渑
池县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一手抓重大项目谋划，抓在建项目推进，力争项目早竣工、
早见效；一手抓营商环境优化，护航招商企业发展。结合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生态康养等，充分发挥
生态优势，拓宽招商引资新路径，积极谋划黄河流域涧河山洪
沟防治治理、上河曙猿地质文化保护、220MW 光伏发电、北大
荒中药材种植等 12 个项目，真正让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为经济发展蓄势赋能，助推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

提质增效兴产业

南村乡处于渑池县北部山区，野生资源丰富。近年来，该
乡以花椒、冬凌草种植及野生连翘采摘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多

元富农产业，积极带动该乡人民增收致富，全力助推沿黄经济
示范带发展。

该乡先后 建 成 花 椒 种 植 专 业 村 9 个 ，种 植 花 椒 2.7 万 余
亩，实现花椒有机认证 5000 亩。同时，按照“合作社+企业+
农户”模式，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6 个，建成花椒交易市场 1 个、
花椒色选加工厂房 2 个，为椒农提供管理、烘干、销售服务；积
极申报绿色产品认证，与山东青岛外贸企业联系合作，建设 3
万亩初级产品精加工一体化绿色产品基地；北仁村党支部成
立椒源合作社，盘活集体资产，与花椒购销公司建立长期合作
机制，确保椒农收入稳定。连续两年，该乡花椒产值上亿元，人
均收入 1.5万元，该乡集体经济收入 20 万元以上的村有 3个。

为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该乡利用 2 万亩野生连翘资源，
引进加工购销企业，实施种植生态化及初加工规模化，盘活集
体野生连翘资源；运用“双绑”机制和集体荒地资源，建立“广宇
制药+农户”模式，新建 1000 亩冬凌草种植基地，增加集体收
入，实现强乡富民。

生态宜居育乡风

建设生态宜居家园，自然山水是南村乡的优势。建设文明

幸福家园，该乡的淳朴民风也成为其有益助力。
该乡协调上级资金 120 万元，对乡政府所在地主街道的护

坡进行整修提升和美化绿化，并组建乡村环卫队，对境内 112.5
公里道路开展常态化保洁，实现乡政府驻地街道和路域村庄卫
生保洁全覆盖；投资 10 万元，修复污水管网 300 余米，杜绝污水
横流现象，污水处理能力达 100%；建成卫生公厕 5 座，无害化水
冲卫生户厕完成率、普及率均达到 100%。

该乡投资 15 万元修建广场游园 15 处，修剪树木 500 余棵，
整理花池 800余平方米，利用空闲地打造小花园 16处，整理小菜
园 25 处。积极推进黄河南村段 23.1 公里的生态保护，完成 20.1
公里的黄河生态廊道绿化，栽植大叶女贞、白日红等树木 7万株。

南村乡着力把村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成为村民服务的综合
体，整合服务资源，谋划服务项目，做好服务精准对接。通过

“五美示范庭院”挂牌等形式，厚植文明乡风，引导广大群众崇
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建立“一约五会”制度，制定红白
事指导标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倡导群众用特色美
食咸米饭、十碗席等待客，婚事新办、丧事俭办，文明节俭新风
尚相沿成习，引导广大群众破除陋习，唱好文明幸福村建设的

“主角戏”。
将创建“文明幸福星”与民生实事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解决

群众关心关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急难愁盼问题，该乡卫生院
建立医养结合科室，依托乡敬老院建立日间照料中心，实现医
养“共建享”，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得到全面增强。

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伴随着新征程的春
风。南村乡负责人表示，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着力提
高党员干部八项本能、七种能力，严格落实乡村
振兴总体要求，锚定发展目标，努力把党建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组织资源转化为发展要素，
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坚持“快”字当头、

“细”字着力、“实”字托底，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让南村成为黄河
沿岸经济带上一颗璀璨的“星”。

（本篇图片由南村乡提供）

渑池县南村乡渑池县南村乡：：

锚定目标聚合力锚定目标聚合力 水墨南村展新颜水墨南村展新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超王超 通讯员通讯员 刘军锋刘军锋

渑池县段村乡渑池县段村乡：：

农旅融合增活力农旅融合增活力 乡村振兴谱新篇乡村振兴谱新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超王超 通讯员通讯员 王一博王一博

晾挂牛心柿 小孤山战斗指挥部旧址

生态宜居美好家园
万亩花椒示范带

魅力南村魅力南村

石门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