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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余名许昌游客游丹江
我市文旅部门连续两年举办游丹江活动，提高淅川旅游知名度

6 月 21 日是 2020 年的夏至日，淅
川县丹江大观苑景区一片烟雨迷蒙的
景色。太白峡内，两岸青山耸立，白云
在山峰间环绕；丹江水碧波荡漾，在凉
风吹拂下泛起阵阵涟漪。大型游轮“丹
江 6 号”穿梭于绿水之上。望着两岸如
画的美景，一些游客情不自禁地唱起了
歌曲《我爱我的祖国》。

当天，这艘船上的游客来自许昌。
他们是“饮水思源、共克时艰”许昌市民
游淅川旅游活动的参与者。

2018 年我市结对帮扶淅川县后，
市 文 广 旅 局 便 结 合 推 出 了“ 饮 水 思
源·玩 转 淅 川 ”系 列 精 品 旅 游 线 路 ；
2019 年 9 月，举行“许昌至淅川万人游
活动”，丹江大观苑、八仙洞等知名景点
最大限度优惠许昌游客。截至当年 10

月 31 日，我市各旅行社发往淅川县 160
多个团次游客 11000 余人次，带动自驾
游散客 3000 余人次。

此次“饮水思源、共克时艰”许昌市
民游淅川活动，共有 300 余名许昌游客
参与，对刺激许昌旅游消费，助力淅川
县旅游经济有序恢复，提高和扩大淅川
旅游景区在许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
动淅川脱贫攻坚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除文旅部门外，我市在对口帮扶工
作中，各个部门结合职能特点，广泛进
行业务交流。如，我市接收淅川县挂职
干部，开展帮扶衔接工作；通过开展淅
川县优质特色农副产品进许昌活动，协
调组织商超、卖场和有关单位食堂采购
当地农副产品；企业领军人才培训等工
作也在有序推进。

移民故乡变了模样
2019年，我市投入2300万元援助60个村94个基础及公共服务项目

袁玉章是长葛市的一名扶贫干部，
趁着周末参加了此次许昌市民游淅川
活动。他站在游船上眺望浩如烟海的
丹江口水库时，心中五味杂陈。

“我从事基层工作多年，做过移民
工作。”他说，从 2010 年到 2011 年，长葛
市共接收了三批来自淅川县的移民，分
别被安置在石固镇、官亭乡（今佛耳湖
镇）与和尚桥镇。一些老人刚到长葛的
时候，拉着他的手说：“虽然这边的生活
好，可俺还是舍不得老家啊！”当时，老
人们化不开的思乡情让袁玉章几欲落
泪。通过近 10 年的磨合相处，现在，居
住在长葛的淅川移民与当地群众相处
得十分融洽，生活也越过越红火。

“这些年，不少移民曾返回淅川老
家探亲访友！”袁玉章说，许昌市结对帮
扶淅川县工作开始后，很多移民惊异于
故乡的变化。他们说，以前，淅川县很
多村庄的道路坑坑洼洼，垃圾遍地，村

容村貌很差。结对帮扶工作开始后，许
昌市帮助淅川县的很多村庄建起了新
的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和村卫生
室、小学等基础设施。无论是移民还是
他们居住在老家的亲人，都实实在在地
感受到了许昌市结对帮扶淅川县所带
来的变化。

2018 年 5 月，许昌市结对帮扶淅川
县。工作组入驻后，立即投入帮扶工作，
走村入户掌握县情后，实施了基建投入、
劳务协作、产业帮扶等一系列帮扶措
施。围绕淅川县基层党群服务中心、贫
困村卫生室、体育健身设施、文化活动广
场、义务教育学校等项目，2019年，我市
投入专项帮扶资金 2300万元，援助 60个
村94个基础及公共服务项目。

“这些帮助是应当的！”袁玉章认
为，许昌人能吃上丹江水，离不开淅川
人的牺牲与付出。接纳移民、帮扶淅川
发展，是许昌必须做的事。

我市结对帮扶淅川，推动产业发展、支持基础建设、开展业务交流，分类施策助其脱贫

共饮一江水，两地一家亲

丹江边有城，名曰淅川。秦
岭高峰与汉水碧波在此“握手”，
楚文化从这里发祥，“华北大水
缸”让丹江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北
方，许昌也因此受益。

为了这一渠清水，淅川作出
了巨大牺牲：关停 380 多家污染
企业，1.9 万名工人下岗失业；取
缔库区水上餐饮船及5万余个养
鱼网箱，全面取缔禁养区内 400
家养殖场，综合损失8亿多元。

许昌人民与淅川人民共饮一
江水。2018年以来，按照省委统
一部署，许昌市结对帮扶淅川县，
重点从推动产业发展、加强人才
支援、支持基础建设、开展业务交
流等方面分类施策，帮助淅川县
于今年2月成功摘帽脱贫。

两地人民的友谊，化为一渠
甘甜的丹江水浩荡澎湃。

□ 记者吕正子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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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让结对帮扶更精准
关停 380 多家污染企业，1.9 万名

工人下岗失业；取缔库区水上餐饮船及
5 万余个养鱼网箱，取缔禁养区内 400
家养殖场，综合损失8亿多元……这是
淅川县为保障“一渠清水送北京”而做
出的努力，也注定了淅川县的发展只能
依靠绿色产业。我市结对帮扶淅川县，
就是秉持因地制宜的原则，针对淅川县
的实际情况“私人定制”了一套扶贫方
案。

文旅部门连续两年开展许昌市民
游淅川活动，助力淅川县的旅游业发

展；农业部门牵头引线，帮助淅川县开
展特色中药材种植，发展现代农业。此
外，我市商务部门协调淅川水果“登陆”
许昌商超，医疗、教育等方面加大人才
支援力度……一系列措施无疑补齐了
淅川县现阶段发展中的短板，可谓“对
症下药”。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是我们干事业
秉持的重要原则。在结对帮扶淅川县
的工作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推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对
口扶贫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味药”带动790户贫困户
我市投入4100万元支持相关地区兜底保障、产业发展、消费扶贫等工作

马蹬镇苏庄村是淅川县中部的一
座普通村庄。禹州市森茂迷迭香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实地考察后，认为当地部
分缺水干旱山地适宜种植中药材迷迭
香。

迷迭香原产欧洲和非洲北部，三国
时期引种中原，具有广泛的食用、药用、
工业价值和观赏绿化功效。它耐干旱、
少害虫、易管理、产量高，一次种植可以
连续收割 30 年左右。在其生长期间，
不用施肥喷药，土地不用每年深耕，投
入成本较低，十分适合在丹江口水源保
护地种植。迷迭香的经济价值较高，一
亩可产鲜叶 1500 至 4000 公斤，收获干
叶 400 至 600 公斤，收益为 3000 至 5000
元。

据了解，贫困户还能从事除草、收
割等体力劳动，当日结算工资，每人每
天收入 100 多元。另外，贫困户年底还
有 2000 多元分红，加上土地流转资金

800 元/亩，实现了“一地生三金”，成功
脱贫。

“事实上，苏庄村只是我们在淅川
县众多合作村庄中的一个！”禹州市森
茂迷迭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
石头说，截至目前，淅川县推广种植迷
迭香超过 7000 亩，带动农户超过 1900
余户，其中贫困户 790 户，在淅川县九
重镇太平村、马蹬镇苏庄村、滔河乡朱
家山村、上集镇槐树洼村打造 500 亩以
上生产示范基地 4 个。2019 年种植的
初次达到收获条件的 194 亩迷迭香，已
经产生收购额 21.9 万元。该公司还利
用当地扶贫车间设立初加工厂，对收割
后的迷迭香进行初加工，拉长产业链
条。

据统计，2019 年，我市持续深入推
进市域内结对帮扶工作，投入专项帮扶
资金 4100 万元，重点支持被帮扶地区
兜底保障、产业发展、消费扶贫等工作。

核心提示

丹江大观苑楚风楼内，许昌游客在观看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