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动，以“乡村林果化、庭院花园化”为目标，大力实施“果树进村”计

划，各地涌现出一批成效显著的示范村、明星村，村中房前有景、屋后有林、院中有果、路渠有荫，三季有花、四季

有果、留住乡情、记住乡愁，瓜果飘香、花木葱郁、产业兴旺、农民增收，全市乡村绿化、美化水平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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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在长葛市古桥镇师庄村，虽然第十三届金杏节
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房前屋后、村庄道路两旁树上结的
杏果已经采摘卖完了，但村民们仍然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是我市实施“果树进村”计划、农村环境得到绿化美
化、群众幸福生活的一个镜头。2019 年以来，我市以森林许
昌生态建设为契机，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围绕“乡村林果
化、庭院花园化”这一目标，大力实施“果树进村”计划，打造
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效。

领导高度重视，工作推进有力。许昌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果树进村”工作，召开工作推进会议，把其作为森林许
昌生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部署，出台《许昌市“果树进
村”实施意见》，谋划从 2020 年开始，利用 3 年时间，在适宜种
植果树的 2475 个村（社区）中种植果树，大力探索“各具特
色、花果飘香、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许昌路
径”。市政府与各县（市、区）签订了“果树进村”目标责任书，
将其纳入各县（市、区）年度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体系。市领
导多次就该项工作实地调研，提出具体要求。各地党委、政
府均把“果树进村”纳入年度林业生态建设重要内容，重点部
署，有力推进，迅速掀起“果树进村”工作高潮。我市还专门
成立 5 个县级领导干部带队的现场指导组，建立“一周一汇
总，两周一通报”工作机制，实行挂图作战，开展实地指导，组
织观摩评比，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形成了上下联动、共同推
进的工作格局。

运作模式新颖，经济效益可观。各地结合实际，将“果树
进村”工作与脱贫攻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结合起来，
创新工作机制，激发群众积极性，确保工作实效。禹州市磨
街乡刘门村积极发展特色经济林柿树种植，采取村委统一购
买苗木、农户栽植管理、柿子统一收购的模式，建成了以柿
饼、柿子、柿子加工产品为主的柿子产业基地。目前，该村年
产柿子 15 万公斤，带动柿饼、柿子醋深加工，销售收入近 300
万元，实现了脱贫摘帽。襄城县湛北乡樱桃沟村种植樱桃树
1200 亩 19000 余棵，并依托樱桃积极发展观光农业，打造乡
村文化休闲旅游品牌。该村每年定期举办采摘游活动，实现
樱桃销售年收入 200多万元。

示范带动有效，特色产业纷呈。截至目前，许昌市已有
200 个村庄（社区）实施“果树进村”计划，栽植各类果树 35.9
万株，栽植面积达 13877 亩，建成“果树进村”示范村 85 个，示
范引领作用凸显，特色产业精彩纷呈。禹州市先后建成了磨
街乡刘门村千亩柿树基地、鸠山镇闵庄村千亩杏园、浅井镇
麻地川村千亩山楂园、张村庙村千亩石榴园和苌庄镇杜沟村
千亩仁用杏基地，形成了一批特色产业，并成功举办“杏花
节”“槐花节”“海棠节”“桑果节”等旅游观光和果品采摘活
动。长葛市古桥镇师庄村先后建成了桃园、葡萄园、草莓园、
杏园等 6 个采摘园，成为许昌市乃至河南省“果树进村”学习
的典范。

“通过大力实施‘果树进村’计划，乡村环境净起来、生态
绿起来、村庄美起来，家园‘颜值’越来越高，农民的‘钱袋子’
越来越鼓。下一步，我们要加快‘果树进村’步伐，把广大乡
村（社区）都打造成‘村在果园中，果园在村中，远看像林园，
近看像花园，细看像乐园’的新农村。”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局长刘林波说。

30余万株果树进村
绿化美化环境
带富一方群众

硕果累累，游客赞不绝口。张汉杰 摄

长葛市古桥镇师庄村合作社，村民排队卖杏。张汉杰 摄

果树进村，成为乡村美丽的风景。张汉杰 摄 禹州市磨街乡刘门村村民栽种的柿树喜获丰收。 东城区祖师街道办事处牛村社区栽种的石榴长势喜人。

7 月 7 日，小暑节气，天气越来越热。在襄城县范湖
乡凹郭村，一条宽阔整洁的水泥路通往村内，两旁成排
的核桃树郁郁葱葱，缀满枝头的果实依偎在片片绿叶
间，仿若一枚枚翠绿的宝石晶莹剔透，让人赏心悦目。

“秀梅婶，恁家这四棵核桃树挂果可不少啊！”当日，
该村党支部书记常前峰看着村民毛秀梅家门口核桃树
上的累累硕果高兴地说。

“那可不！不仅挂果多，而且皮薄仁饱，吃起来清香
浓郁。”毛秀梅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些核桃是村
里统一种植的，等 8月份成熟了，让大家都尝尝。”

这是凹郭村大力实施果树进村，造福当地百姓的一
个缩影。凹郭村位于襄城县范湖乡南部 344 国道边，交
通便利，但在 8 年前，经济落后，以种植大豆、辣椒、烟叶
为主，村民收入低，村里基础设施差，到处是荒坑、荒沟，
生活垃圾随处可见，被列为省级贫困村。

2016 年，凹郭村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目的，大力
开展村镇绿化美化。为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凹郭村制订
村庄绿化美化工作实施方案，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带头作用，专门成立了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村委会
主任为副组长，村“两委”干部和村民小组长为成员的工
作推进小组，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结合本村实际，
突出“一村一品”，凹郭村以优质薄壳核桃为主，在村主
干道旁和房前屋后栽种果树 4000 多棵，成为村内一景。

针对这些果树，凹郭村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明确
了责任和收益。该村本着“占谁地谁管理，谁管理谁收
益”的原则，将这些栽种好的果树登记造册后分包给村
民，由村民负责日常管护，这有效地调动了村民的积极
性。此外，凹郭村还邀请果树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制定
奖惩制度，对于管护不当造成树木死亡的，在批评教育

后责成其补植完整。创新管理办法，结合“一编三定”工
作法，采取“党员三包”（包道路、包果树、包农户）的办
法，明确管护责任人，提高管护水平，使得凹郭村的每棵
果树都有管护人、受益人。村庄环境好了，群众的干劲
足了，加上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对凹郭村的
定点帮扶，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16 年年底，凹郭村
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在推进村庄绿化美化工作中，凹郭村的村容村貌虽
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该村缺乏规划，村庄建设不紧
凑，宅基地分布零散，部分村庄建设用地未得到很好利
用。为改变这一现状，助力乡村振兴，2019 年，许昌市规
划设计院组织设计人员对凹郭村的空间布局进行规划，
以果树为载体，营造“围绕村庄”“村在园中”的村落意境，
以三生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融合发展，
实现生产绿色发展、生活环境提升、生态优先保护为目
标，建设一个生产发展、诗意田园，生活富裕、舒适宜居，
生态和谐、世外桃源的“三生‘三 SHI’，十里花香”的新凹
郭村。

2019年，随着果树进村工作在全市铺开，凹郭村以规
划为引领，大力推进果树进村工作，生态环境进一步提
升，慕名前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当年，凹郭村申请承办
了襄城县第二届农民丰收节，来自各行业嘉宾与近 2000
名农民朋友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丰收、共享丰收喜悦。

2020 年，在开展“空心村”治理和农村空闲宅基地专
项治理行动中，凹郭村整治荒地、荒坑 187 亩，拆除危房、
整治空闲宅基地 36 处 17 亩。利用拆除的废旧砖料铺设
步行道和下水道，荒地、闲宅栽植上了果树，荒园“一园
变四园”，被提升改造为菜园、果园、花园和游园。

2020 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和花木园艺

发展中心结合凹郭村地理位置、自然气候、民俗传统等，
安排规划和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制订了凹郭村果树进村
提升方案，对村里的果树进行提档升级，补栽核桃树、柿
树、杏树、梨树等果树苗木共计 7200 棵。同时，他们多次
进村进行现场指导，帮助村民栽好果树，管理好果树。
如今，凹郭村果树进村工作成效已经初现，栽种的各种
果树达到 25000 棵，成为许昌市果树进村示范村。

“果树栽种到了家门口，俺们就像住在了画里，周围
几个村都羡慕俺哩！”说起如今凹郭村的变化，村民董卫
苹一脸骄傲地说。据她介绍，凹郭村中的凹字同“洼”，
这个村过去地势不平，洼处较多，每到下雨天，路上满是
泥泞和污水，村民只能一脚脏水一脚泥泞地进出。如今
的凹郭村环境变好了，村民精神面貌也改变了，村民的
幸福感、获得感也在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中得到了
提升。

经过这几年的精心管护，凹郭村里的果树不少已经
进入盛果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该村
党支部书记常前峰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按照“一村一
品”要求，进一步深入探索果树进村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路子，发挥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以民俗风情、自然景观
为依托，以乡土文化为核心，通过组织举办“农民丰收
节”“果品采摘节”“农事体验节”等活动，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带动产业兴旺，推进乡村振兴。

范湖乡党委书记李卫权告诉记者，凹郭村的果树
进村工作不仅使村庄得到了绿化美化，还为群众带来了
经济效益，进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为实现乡村振兴
找到了切入点。下一步，范湖乡将全面推广凹郭村经
验，今年计划再选定 10 个行政村实施果树进村，力争利
用 3年时间把范湖乡 34个行政村全部打造成林果村。

三季有花三季有花 四季有果四季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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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郭村：见缝插绿，打造瓜果飘香生态村

闵庄村：想尽一切办法把杏产业做大做强

“今年来得太晚了，我预定明年的杏果总可以吧？”
“我们正在和几家超市商谈明年闵杏进超市的合作

呢。”
7 月 8 日，热辣辣的阳光映照在闵庄小山村，绿油油

的杏林上还能看到些许发黄的杏果，虽然杏果采摘节已
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慕名前来商谈合作的客商依然围
着该村党支部书记杨建恩办公室的门。

面对记者的采访，杨建恩动情地说：“我们正在想尽
一切办法把杏产业做大做强。”

“闵杏”因生产于闵庄村而得名。2015 年以来，每到
麦子发黄季节，闵庄村就会成为许多游客的打卡地，吸
引人们目光的正是这里漫山遍野的杏树。然而，杏树落
户闵庄村，并非妙手偶得，而是天道酬勤。

“俺村以前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煤窝窝’，4.5 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有近 10 座矿井，大部分村民在矿上上班，拿
着稳定的工资。”杨建恩告诉记者，“随着煤炭政策调整，
2009 年村里的煤矿几乎全部关停，习惯靠‘煤经济’吃饭
的小山村失去了‘动力源’。同时，常年开采煤炭，使闵
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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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庄村很快由富转
贫。因煤矿合并等遗留问题，七八个上访户搅得村里不
得安宁。”

闵庄村荒山多、耕地少，人均耕地不足 1 亩，全村
2200 多口人等着吃饭，怎么办？2014 年，新一届村“两
委”班子成立，杨建恩任支部书记，他和“两委”班子成员
一起，开始为闵庄村的发展想办法谋出路。

“经过深入研究，广泛征求党员群众的意见，我们将
种植千亩杏林作为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强力推进生
态观光农业和体验休闲旅游相融合的集体经济发展之
路。”杨建恩说。

2012 年，闵庄村成立了禹州市闵兴种植专业合作
社，流转土地 500 余亩全部种植优质杏树，村委会统一购
买树苗，免费发放给农户栽种。同时，为有效利用土地，
闵庄村对荒片、荒沟进行整治后栽植花椒，在幼龄杏林
内套种金丝皇菊饮用茶品及柴胡等中药材，提高土地利
用率，增加村民收入，种植规模逐年增长。

目前，闵庄村已初步建成 3200 亩杏树产业基地、
450 亩花椒种植基地和 120 亩林下金丝皇菊种植基地。

村合作社还注册了“闵杏”商标，与杏农签订购销合同，
统一商标、统一包装、统一价格、统一销售。

有了产业，但缺乏销路，果子成熟时不少杏直接烂
在了地里，让人颇为心疼。为了打出闵庄杏的品牌，彻
底解决杏果的销路问题，2015 年，在上级部门支持下，闵
庄村开始举办杏花观赏节和杏果采摘旅游文化节。如
今，闵庄村已成功举办了 7 届杏花观赏节和杏果采摘
节。每年采摘节，50 多万公斤杏果都是抢手货，杏农增
收 300 多万元。“闵杏”已成为许昌地区乃至周边县市的
品牌果品，闵庄村种杏致富也形成了示范效应，周边几
个村庄也跟着种起了杏树。

为了提高杏果等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在许昌市委
组织部和市财政局的帮助下，闵庄村还建起了果脯加工
厂，待今年机器设备购置投产后，年可加工果脯 15 万公
斤，提供就业岗位 23个，增加村级集体收入 15万元。

“下一步，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准备成立村农业
开发公司，村集体与合作社分别占股 51%和 49%，大力发
展集体经济。依托千亩杏园，开发果脯、杏干、杏仁、杏罐
头等深加工，带着群众发家致富！”杨建恩满怀信心地说。

凹郭村通过悬挂提示牌，加强党员干部对果树的管理。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