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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鸠山镇闵庄村
位置：禹州城区以西36公里处
概况：闵庄村下辖 7 个自然村 12 个村民小组，共 604

户2186人，现有党员63人、贫困户7户20人。闵庄村村民
大都以务农为生。21世纪初，该村全面推行退耕还林，并
依据实际情况大力发展林果业。如今，千亩杏园已成规
模，闵庄村成功举办了多届杏果采摘旅游文化节。

党支部书记：杨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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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闵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建恩：
闵庄村地处山区，水资源尤为紧缺，村民们能蹚出一条致富的

路子殊为不易。如今，围绕着杏做文章，发展乡村旅游业是全村人
的共识。下一步，我准备带着乡亲们做好两件事：一是在3至5年
内让闵庄的沟沟坎坎都种上杏树；二是做好杏的深加工，形成水果
加工产业。闵庄村的乡亲们“以杏为产”，腰包自然就会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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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说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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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鸠山镇闵庄村以杏为媒发展果树种植业和观光旅游业

“煤窝窝”里生出“金蛋蛋”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李嘉吕正子

“李国定！‘杏王’！”
“老了老了，当了‘杏王’！”
“咱村不都沾了杏的光！”
5 月 24 日上午，在禹州市鸠山镇闵

庄村第五届杏果采摘旅游文化节开幕
式 现 场 ，十 几 位 种 杏 大 户 被 评 为“ 杏
王”。61 岁的“杏王”李国定接过奖杯，
笑容定格在他古铜色的脸上。

“我的杏园在杏山南坡的山腰上！”
典礼结束后，在李国定的带领下，记者
沿着一条从杏林穿过的小道，向他的杏
园走去。

杏山的小路两边，均是约 3 米高的
杏树。茂密的枝叶间，圆溜溜、黄澄澄
的杏压满了枝头，招人喜爱。慕名而来
的游客挎着篮子，穿梭于杏树之间，摘
取心仪的果实。

来到李国定的杏园，举目四望，让
人心旷神怡，近处是青翠的杏树、挂在
枝头的杏果，远处是层峦叠嶂的山峰。
山下闵庄村屋舍俨然，从四面八方赶来
的游客充斥于各个杏园。

“现在的闵庄很漂亮，但以前可不
是这个样子。”李国定说，闵庄村地处偏
僻山区，土地贫瘠，但煤炭、铝矾土资源
丰富。20 世纪 80 年代，闵庄村开始出产
煤矿。最鼎盛的时期，该村的煤矿多达
13 个 。 1985 年 ，李 国 定 退 伍 后 回 到 家
乡，在煤矿上打工赚钱。

李国定记得，那时的天是灰色的，
山涧的泉水断流，南山的村舍还发生了
墙 体 开 裂 现 象 ，不 少 人 因 此 搬 离 了 祖
宅。后来，山上的煤矿关停，村民们一
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只好背井离乡、
外出务工。

闵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建恩回忆，改
变出现在 2000 年，闵庄村“两委”决心转
型。闵庄村以前种植过杏树，有祖辈传
下来的经验，因此杏树种植被作为“村
策”确定了下来。

那年，李国定承包了 30 多亩荒坡，
树苗由当时的老支书免费提供。尽管
如此，他还是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山坡
的荒地长满了杂草，到处是乱石块，地
面 不 平 整 ，树 苗 只 能 在 石 头 缝 儿 里 生
长。李国定不等不靠，用自己的双手清
除杂草石块、垒砌土堰、平整地坪。就
这样，他亲手种下的一棵棵杏树逐渐长
大，终于在 2005 年挂果。

“那年雨水特别充足，山坡的光照
时间也长，成熟的杏果又大又甜。”李国
定说，周边村子不少人跑来买他的杏。
那年，他靠卖杏赚了几千元，和他一起
种杏的闵庄人也尝到了甜头。从那以
后，闵庄村村民在废弃的矿井、贫瘠地、

山坡上种植果树，逐步改变了过去村庄
黑水横流的面貌，使小山村重新焕发生
机。2013 年，闵庄村已有 1/3 的人家种
植杏树。

产业有了，但缺乏销路。不少成熟
的杏烂在了地里，让人颇为心疼。为了
擦亮闵庄杏的品牌，彻底解决杏果的销
路问题，闵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建恩和班
子成员决定举办采摘节，以旅游业带动
种植业发展。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2015 年，“禹州市鸠山镇（闵庄）首届
杏果采摘节”成功举办。采摘节期间，
满山坡的杏果被游客抢购一空。

截至目前，闵庄村杏树种植面积已
有 1800 余亩。“我的果园现在扩大到了
40 亩，一年的收益大概有 4 万元！”李国
定说，现在，村里种植果树的人家已经
超过一半，而且成立了合作社，定期请
专家来村里传授种植技术。

“国定哥，咱们可不能因为眼前的
成就沾沾自喜！虽然咱村初步完成了
转型，有了果蔬种植业和观光旅游业，
但是咱们还得发展水果加工业，继续拉
长杏的产业链！”杨建恩说，闵庄人要借
杏树鼓起腰包，重塑闵庄的绿水青山。

曾几何时，小煤窑、小矿山遍布禹
州西部山区，在为地方创造经济效益的
同时，也毁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这是
那个年代乡村经济发展的缩影，也是

“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的现实
注解。

看清乱挖乱采对环境带来的危害
后，闵庄人走上产业转型之路。关闭小
煤矿，退耕还林，以林果业和观光旅游
业为发展支柱，还大家青山绿水，闵庄
人的腰包因此重新鼓了起来。这是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许昌乡村发展

的写照，也是“生态建设成为自觉”的真
实写照。

事实上，在许昌的大地上，“生态建
设成为自觉”的实例比比皆是：在许昌
市区，82公里的河湖水系让许昌成为从
水声中“醒来”的城市；在鄢陵县，全域
花海擦亮了北方花木之都的品牌；长葛
市的再生能源基地；禹州市和襄城县的
农村生态游……这些是许昌人保护生
态、利用生态、发展生态的力证。如今，
打造绿水青山已经成了许昌人的自觉。

打造绿水青山已成许昌人的自觉

闵庄村第五届杏果采摘旅游文化节，一名女游客在采摘杏果。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