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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的愿望是走出大
山，到城市里生活。”昨日，楚建峰
告诉记者，他没想到在实现儿时
的愿望后，自己会带着妻儿重回
大山。

楚建峰是栾川县狮子庙镇王
府沟村人。王府沟村位于栾川县
城西北约 30 公里处，民居被大山
包围，山泉溪水从门前流过，风景
宜人。

“村子地处伏牛山深处，不仅有
独特的高山瀑布群，还有面积广阔
的竹林。”楚建峰介绍，如今，王府沟
村的优美环境吸引当地和周边游客
来这里游玩，可是村民以前的日子
过得并不富裕。

“我们祖辈靠山吃山，仅能解
决温饱问题，王府沟村曾是省级贫
困村和深度贫困村。”楚建峰说，和
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中专毕业后，
就去外地打工了。2014年，他在江
苏省苏州市一家光电元件公司工
作，年收入十几万元，妻子、孩子跟
他一起生活。

2017年，远在苏州的楚建峰听

到一个好消息：王府沟村的荒山沟
要被开发成景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身
为党员的楚建峰意识到，家乡得天
独厚的山、水、竹、林资源，就要变
成香饽饽了，村民脱贫致富的机会
来了。

楚建峰的母亲是一名老党员。
受母亲影响，他在2004年7月光荣
入党。“我是一名党员，一人富不算
富，要抓住机会，带领贫困群众谋出
路。”楚建峰说服了妻子，辞职返乡。

2018年年初，楚建峰带着家人
回到王府沟村。“当时，王府竹海景
区刚对外开放，游客逐渐增多，可是
村民们不知道该咋吃‘旅游饭’，干
着急。”王府沟村党支部书记高永禄
说，当时急需一个能让大家学习的
榜样。

景区开门迎客，游客肯定要吃
要住。经过慎重考虑，楚建峰把苏
州的旅游理念引入村里，改建农家
宾馆，为游客提供食宿服务。

楚建峰率先把自家的土坯房改
建为农家宾馆，成了王府沟村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他按照酒店标间的
标准改造了土坯房的房间，增加了
卫生间、电热水器、空调等设施，还
在院子临近溪流的位置，用木头搭
建了凉亭，摆上桌椅，供游客用餐和
赏景。很快，楚建峰家的“土屋 8
号”农家宾馆开门迎宾，良好的接待
条件，受到游客欢迎。

楚建峰回乡后不久，赶上王府
沟村村“两委”换届，镇、村干部动员
他参加选举。最终，楚建峰高票当
选王府沟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主
任。“我不能辜负群众和领导的信

任，要做好致富带头人。”楚建峰说。
王府沟村下辖10个村民组，有

370 户 1273 人，村内原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 95 户 363 人。“土屋 8 号”成
了当地农家宾馆的标杆，大家纷纷
效仿，村里还帮助17户贫困户建起
农家宾馆。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走上了致富路。2018年，王府沟村
退出贫困村序列。至2019年年底，
该村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今年72岁的李石学，也瞅准商
机，重新拾起竹编手艺。“我在景区
门口卖竹制工艺品，一年收入近两
万元。到旅游旺季，产品甚至供不
应求。”李石学高兴地说。

如今，王府沟村已有56家农家
宾馆，年收入总计近 400 万元。“十
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提出，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脱贫
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推进。“守着绿水青山一定能
收获金山银山，我有信心带领村民
为乡村振兴战略贡献绵薄之力。”
楚建峰说。

本报记者 余子愚

从走出大山到回到大山，楚建峰带领乡亲吃上“旅游饭”——

守着绿水青山 收获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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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坊天时”斩获酒业“青酌奖”

赊店元青花
洞藏年份酒再获殊荣

杜康文化推介研讨会走进兰考
近日，由洛阳杜康控股承办的兰考行·杜康文

化推介研讨会在兰考举行，兰考县相关领导、优秀
企业家代表及洛阳杜康控股副总经理谢彬，杜康控
股销售公司总经理肖志雄，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
理助理、酒祖杜康小封坛事业部负责人武小岭参加
了研讨会。

会上，肖志雄表示，汝阳县和兰考县同为文化
大县，汝阳是中国白酒发源地，兰考是焦裕禄精神
的发源地。焦裕禄同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

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是我们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和力量，也是我们凝聚
多方力量、复兴杜康品牌的强大精神源泉！

杜康产品经理杜旭晨现场重点推介了杜康的
高端系列产品——高端豫酒典范“酒祖杜康小封
坛”。酒祖杜康小封坛是杜康沉淀五年发力高端市
场的拓局之作，遴选景德镇顶级瓷坛装酒，选用优
质的玄武古泉，桑泥古窖，遵循古法酿制，历经 5 年
地窖坛藏，每一坛都经国宝级白酒大师悉心调制而

成，堪称代表河南白酒最高水平的高端豫酒典范。
同时，与会嘉宾分别从讲好酒祖故事、营销策

略等方面建言献策，提出宝贵意见。
一杯杜康酒，天下皆朋友。杜康是河南的一张

文化名片，杜康控股将认真学习焦裕禄精神，凝聚
复兴力量，以酒为媒，架起汝阳与兰考友谊的桥
梁，为两地的友好交流、经济互动贡献力量，为豫
酒振兴，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贡献力量！ （孟振峰）

近日，仰韶酒业的彩陶坊天时酒，斩
获了中国酒业最高荣誉“青酌奖”。

彩陶坊天时酒作为仰韶酒业的匠心之
作，之所以能斩获“青酌奖”，除了卓越的产
品品质、经典的文化创新，到底还有何魅力，
能打动广大消费者，赢得市场的青睐呢？

其一，采用高颜值的彩陶坊天时酒，
对客人来说是一种尊重、礼遇。其二，从
彩陶坊天时酒的器形上看，小口、双耳、尖
底的设计，独特的文化特征，已让彩陶坊
天时酒具备了“王者基因”。其三，决定产
品好坏的核心因素就是品质，而彩陶坊的
高品质，成为有效打动消费者的无声力
量。仰韶酒业制定了“科技兴企，质量生
存”的发展战略，确立了“九粮四陶、多香
融合”的陶融型酿酒工艺，研发出好看、好

闻、好喝、好受的彩陶坊酒。其四，仰韶酒
业研发的陶融香，成为中国白酒第十三种
香型，而在彩陶坊天时酒中，四种传统香
型完美融为一体，得一而兼有四者之长。
其五，除尊重、品质、特色香型外，彩陶坊
天时酒的产地渑池是世界美酒特色产区，
还是河南唯一的白酒产区，在一定程度上
更凸显了它的品牌价值。

业内人士分析，在此次评选活动中，彩
陶坊天时酒在数百款产品中实力突围，一
方面是彩陶坊天时酒的文化品位与臻美品
质，另一方面则是仰韶酒业紧抓消费方向、
引领行业风向的创新力量。未来几年里，
仰韶酒业将借“青酌奖”这一荣誉，让“成大
事，应天时”的品牌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引
领豫酒群体实现快速振兴。（文书平）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暨 2019 年
度“青酌奖”酒类新品颁奖盛典在泸州巨洋国际宴会
厅举行。赊店老酒“元青花·洞藏年份 10”二代新品
斩获白酒行业酒类新品最高奖项“青酌奖”，为豫酒
再添荣光！

据悉，元青花·洞藏年份酒自 2018 年上市以来，
凭借优良的品质广受行业与市场的认可，已成为河
南白酒市场的老牌单品，而本次选送参评的二代“元
青花·洞藏年份 10”以“酒类新品”荣获“青酌奖”，是
对其品质升级的嘉奖，也是对赊店老酒传承匠心的
肯定，可谓实至名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青酌奖”并不是元青花·洞
藏年份酒因品质获得的唯一荣誉。2018 年及 2019
年，其先后获得有着中国白酒奥斯卡之称的“感官质量
奖”和“2019年度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等荣誉。

“无色透明，窖香浓郁，较陈，绵厚，酒体协调，尾
净，具本品风格”是评选专家给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的
专业评语。

古窖精酿，成就厚重酒体。赊店老酒500年不间断
使用的明清古窖池便是元青花·洞藏年份酒醇厚口感的
由来。

山体洞藏，去烈存柔。好酒靠藏，洞藏一年相
当于窖藏三年，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在 14 米深的山
体洞内历经岁月陈藏，保留了来自老窖的浓郁窖
香，成就了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的醇柔口感。

未来，我们相信赊店老酒将以品质为基，依托其文
化优势，坚守工艺、创新风格、匠心酿酒，把赊店老酒打
造成在全国有市场竞争力的豫酒领军品牌。（邢文）

提升产品形象 名酒宝丰逆市增长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多个

行业萎靡不振，白酒行业亦遭受冲
击，消费场景发生极大变化。随着
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消费市
场持续稳步回升，白酒行业迎来新
的竞争。

宝丰酒业则通过产品突围，实
现了企业营收与品牌价值的双项逆
市增长。

岁 月 沉 淀 经 典 ，匠 心 孕 育 清
香。据了解，今年宝丰·国色清香陈
坛系列全新升级，以千年传承古法
工艺，甄选优质高粱为原料，精制混
合三色曲为发酵剂，采用清蒸二次
清工艺，地缸发酵，陶坛贮陈，酿造
酒体清净澄明，酒味清香纯正，口感

甘润爽口。瓶身以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旗袍为基础，曲线优美，尊贵
典雅。为追求更高质感，瓶身由玻
璃瓶身全新升级为特制瓷瓶，让酒
体更加醇香浓郁。宝丰·国色清
香，集传统非遗工艺与现代科研成
果于一身，成就中国清香白酒新典
范，以全新品质高度开启名酒复兴
与清香崛起新未来。

宝丰酒起源于 4100 年前仪狄
造酒，传承于940年前程氏酿酒法，
在传承古法酿造工艺的同时，不断
创新发展，提升产品力，为品牌赋
能。宝丰酒业于疫情之下的逆市增
长，是消费者对宝丰酒的认可，也印
证了清香崛起正当时。 （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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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昨日从市图书馆获悉，为更好地满足读者阅读需求，
推进“书香洛阳”建设，自11月20日起，我市各级图书馆和城市书
房将增加读者证的图书借阅册数，由每张读者证每次可借阅2册
增至5册，其他借阅规则不变。 （何奕儒 张炜）

■ 近日，老城区邙山街道水口社区的一家农业合作社让1.5
万余盆催花牡丹“住”进了集装箱式冷库。该农业合作社负责人介
绍，为了让这些催花牡丹能在春节期间如期绽放，他们于10月初
将催花牡丹装盆入棚，但因温度过高、生长过快，这些催花牡丹将

“住”进冷库休眠20余天后再入棚生长。市林业局牡丹开发管理
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初步统计，今年我市的催花牡丹数量在36万
余盆，预计与去年持平。 （冯莹雅 李志明）

近日，嵩县白河镇五马
寺村村民正在采摘山茱萸，
红彤彤的山茱萸挂满枝头。

白河镇属深山区乡镇，过去
农林产业不发达，自大青、上庄
坪等村村民率先种植一批山茱
萸后，收益不错，其他村开始陆
续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山
茱萸树已成为该镇主要经济林
树种，种植7000 余亩30余万株，
人均增收 1000 元，共有 585 户贫
困户 2500 余人通过种植山茱萸
脱贫致富。

记者 高山岳 特约通讯员
罗孝民 摄

红红山茱萸
助民奔富路

89 岁高龄、66 年党龄、累计出资 15 万余元帮助学生……这就
是热衷公益的田木中老人。（如图）昨日，在伊川县城田木中老人的家
中，我们听到了他的故事。

田木中是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分行的离休干部。他离休前是会计
师，对数字很敏感，不用看账本，便脱口而出“累计捐助15万余元”。

“虽然在岗位上离休了，但我始终是一名党员。”田木中老人有点儿
耳背，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讲起他的助学故事，便停不下来。

“刚开始瞒着家人，资助学生也不留名，后来出了一本书，瞒不住
了，家人知道了也表示理解。”提及家人，田木中说最感谢已故的妻子，
自己所有的荣誉都应该归功于勤俭持家的好妻子。

平时吃素食，自己种菜，过生日不去酒店，洗澡不去澡堂，就连一个
窟窿挨着一个窟窿的马甲也穿了好些年……田木中省吃俭用的习惯一
直保持至今。

是什么促使他意志坚定、慷慨解囊地资助学生？田木中的大儿子、
67岁的田红运说，父亲资助的学生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家境贫寒，
二是有志气且品学兼优。这是因为父亲年幼时家贫读书少，很希望后
代有所成就，“所以他想用有限的工资为国家培养人才尽绵薄之力”。

“我资助学生，不光给钱，还要做思想工作。”田木中骄傲地说，有一
个他资助的学生，一直读到研究生，而且在他的影响和建议下，在大三
时便入了党。

“作为党员，就要冲锋在前。”田木中说。他不仅每个月亲自去党支
部交党费，年初时也很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情况，银行恢复营业的
第一天，他便向党组织递交了1万元“特殊党费”。

“人生的意义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看到自己资助的学生成才我很
高兴，也希望在公益的道路上能继续走下去。”田木中说。

建行伊川支行副行长李国森说，田木中一直发挥余热，热衷公
益，是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优秀党员。田木中曾被建行内部授予

“建行好党员”“离退休先进个人”“2016 年度十佳公益志愿者”等荣
誉称号。 本报记者 冯莹雅 通讯员 王凯 文/图

田木中：省吃俭用 捐资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