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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践行嘱托争出彩

禹州市磨街乡刘门村，曾是
一个因煤而富的“煤窝窝”。2009
年，刘门村的矿井全部关停后，
该村一下子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并很快走向贫困，成为全市53个
省定贫困村之一。为了带领村
民摆脱贫困，刘门村“两委”做好

“柿文章”，深耕柿子产业，打造
品牌和产业链。靠着漫山遍野
红彤彤的柿子，2016 年，刘门村
实现整村脱贫摘帽；2019 年，全
村柿子产业销售额达到 360 万
元，重新走上了产兴民旺的振兴
之路。

□ 记者王志鹏孙学涛
□ 通讯员李红勋

一“柿”成，事事成

昔日“煤窝窝”，几年之间由富转贫

9 月 12 日，站在刘门村村部门口，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海亮自豪地说：“你
们看，眼前这几个山坡上种的都是柿子
树。一到秋天，漫山遍野都是红彤彤的
柿子，那景色好看着哩！”

记者顺着李海亮手指的方向望去，
山坡上郁郁葱葱的柿子树在阳光的照
射下闪闪发光，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
收年。

“山上的柿子树，就是俺村的‘金疙
瘩’。”李海亮说，“跟其他村不一样，俺
村富过也穷过，现在算是刚走上振兴的
道路。”

刘门村以前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煤窝
窝”，4.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十几口矿
井。当时，村民大部分在矿上上班，拿着

稳定的工资，收入比普通农民高很多。刘
门村是十里八乡都羡慕的富裕村。

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小型煤矿逐
渐停业。2009 年，刘门村所有的矿井
全部关停。

习惯了靠资源吃饭的刘门村，像一
台在高速运转中突然失速的机器，一下
子失去了动力。当时，很多村民对未来
茫然无措。

转型的阵痛随之而来。常年开采
煤炭，使刘门村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
坏，山林植被被破坏，地下水水位下降，
耕地资源进一步枯竭。另外，习惯上班
挣钱的村民不愿种地，也不想外出打
工。因此，刘门村很快由富转贫，成了
全市 53个省定贫困村之一。

紧盯柿子树，勇摘贫困帽

村民茫然无措，村“两委”不能束手
无策。不转型就是等死，转型才有振兴
的希望。

早在 2003 年退耕还林时，刘门村
“两委”就发动全村在退耕还林的 1307
亩荒山上种植了柿子树。2006年，柿子
树挂果，但是由于他们当时选择的黄金
柿含水量较大，做出的柿饼和柿子醋品
质不佳。

2010 年之后，刘门村的经济每况
愈下。为了找到出路，村“两委”召开全
体党员大会。全体党员干部经过认真
研究、讨论，认为村子有种植柿子树的
历史，应该在柿子树上做文章。说干就
干，刘门村“两委”成员四处打听、求教，
最终选中了陕西富平尖柿。李海亮介
绍，陕西富平的柿饼因为甜度高、营养
丰富，在全国非常出名。

第二次试种，刘门村“两委”吸取了
第一次的教训，由大规模种植转为小规
模试种，设立了 30 亩试验田。第二次
试种因为缺乏技术也以失败告终。

连续失败两次，给刘门村“两委”带
来了不小的打击。但是，陕西富平柿饼
良好的经济效益，让刘门村“两委”坚
信，刘门村只要引种成功，就一定能走
出困境。凭借不认输、不服输的劲头，
以及认定目标坚持到底的勇气，刘门村

“两委”决定继续试种陕西富平尖柿。
为了补齐缺乏柿子种植技术的短

板，2013 年，刘门村从许昌市邀请林业
专家毕巧玲进行指导。毕巧玲深入研
究了刘门村和陕西富平的土壤、气候、
海拔，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种植技
术，并且手把手教给刘门村的村民。

2015年，刘门村试种的陕西富平尖
柿成功挂果。经过检测，其收获的柿子
在甜度和营养成分方面达到了要求。
当年，5000多公斤柿子做成的柿饼销售
一空。2016年，刘门村的尖柿产量为几
万公斤，带动了 120 名贫困人员就业。
贫困户依托柿子产业收入 36 万元。当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88 户 350 人脱贫，
刘门村成功脱贫摘帽。

刘门村村民正在制作柿饼。 晨报摄友耿亚伟 摄

做好“柿文章”，5年荒山变“金山”

种尖柿、做柿饼带来的收益，让刘
门村的村民尝到了甜头，看到了乡村振
兴的希望。

刘门村“两委”看准时机、趁热打
铁，2016 年以来先后成立了“绿航”“三
阳”“众颖”等 5 个农业合作社和禹州市
柿柿如意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村民以
土地流转的形式加入合作社或公司。
刘门村开始探索建立“公司+基地+贫
困户”的带贫模式。目前，刘门村已种
植尖柿、黑柿、山柿等 10 个品种，开发
出烘柿、柿饼、柿子醋等产品，建设了柿
饼晾晒场、柿饼加工厂、柿子醋窖藏车
间等，并在郑州、许昌、禹州等城市建立
了 15 个销售点，打造出一条集育苗、种
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柿子产业链。

2019 年，刘门村共种植尖柿 3360
余亩，产量达 28 万公斤，产出柿饼 6.5

万公斤，加工柿子醋 1.15 万公斤，实现
销售收入 360 万元、利润 68 万元，安置
了 137名本村贫困人员稳定就业。

“没有柿子，就没有俺现在幸福稳
定的生活。”刘门村村民袁国长感慨地
说。袁国长曾在该村的煤矿工作，矿井
关停后，全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4
年，他在被认定为贫困户后，试种了五
六亩柿树。2015 年，他家仅凭柿子，收
入就超过万元。2016 年，袁国长家实
现脱贫摘帽。

“近几年，我们的柿饼通过网络已
经走向全国。”李海亮兴致勃勃地说，

“到了秋天，柿饼一做出来，一两个月就
销售一空。”

5 年 时 间 ，刘 门 村 平 整 了 千 亩 荒
山，种了 16 万余棵柿子树，把荒山秃岭
变成了“金山银山”。

产兴业旺，阔步走在乡村振兴路上

一“柿”成，事事成。村子有了钱，
就有为村民办实事的底气。富裕起来
的刘门村，开始在民生建设、人居环境
上下功夫，着力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努
力打造“魅力刘门”。

“这两年，我们村建设了上区、下区
两个现代化新村，村民的庭院环境得到
大幅度改善。”李海亮说。为了让群众
生活得更加舒心、便利，刘门村还建起
了学校、卫生室等公共服务场所；安装
了太阳能路灯 102 盏，对村主次干道进
行了绿化提升；建设了村部、戏曲大舞
台和游园，提升了村子的品位。

“为了让村里的独居、失能老人得
到更好的照顾，我们还建立了幸福院，
确保他们老有所养。”李海亮介绍。此
外，为了提高群众的文明素质，大力倡

导乡风文明，刘门村开展“好媳妇”“好
公婆”“好妯娌”“优秀教师”“优秀保洁
员”“优秀共产党员”“柿子种植大户”

“五好示范庭院”等先进典型评选活动，
致力打造产兴民旺的美丽乡村。

产业是脱贫的基石，是振兴的希
望。“下一步，我们要下大力气，把柿子
产业做大做强。”李海亮说，2020 年，该
村柿子树种植面积为 4000 余亩，挂果
1800 余亩，产优质柿子 40 万公斤，加工
柿饼 10万公斤、柿子醋 2万公斤。

接下来，刘门村将围绕柿子，在提
高产品质量、提升品牌影响力、开发柿
饼附加产业上做文章，践行“一村一品”
的发展思路，带领村民在脱贫致富的振
兴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