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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通讯员罗玉兰）1月6

日，由商城县委宣传部、县委文明办、县教体局联办的“募集万册

书情暖千名娃”漂流书屋项目在该县第四小学举行启动仪式。

“漂流书屋通过向师生征集的途径募集书籍，以图书漂流的

形式，为全县师生提供一个循环利用、绿色阅读的平台，促进全县

学生之间的交流，实现传递知识的价值。”商城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花少锋介绍说，漂流书屋项目采取“县级漂流源学校+乡镇级

漂流驿站+村级漂流站”书籍漂流模式，由商城县教体局每年从城

区小学中选择1~2所负责募集书籍，将书籍漂流到下一站的漂流

源学校，再从乡镇中心校中选择1~2所学校作为漂流驿站，接收

漂流源学校书籍，最后将书籍转漂到本地偏远村级小学。

为了让该项目规范化、可持续化，每一个漂流源学校、漂流

驿站、漂流站都会明确1名管理人员负责图书募集、捐赠、登记

等工作，确保书籍的干净整洁。商城县相关单位将不定期对各

驿站图书分配管理情况进行调查汇总。

“漂流书屋项目意义重大，本次漂流的近万册书，每一本都

承载着捐赠图书师生的关怀和爱心，这些书籍将成为乡村孩子

知识的‘加油站’，成为城乡学生沟通的‘新桥梁’，帮助孩子们

养成‘要读书’‘读好书’‘会读书’‘善用书’的良好习惯。”商城

县委副书记裴军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1月
3日，在鲁山县张良镇前营村南的一大片空地

上，10多个正在建设的连片暖棚土方已经完

工，蔚为壮观。而在该镇余庄村西，6个钢结

构、自动卷帘暖棚里面的西红柿已有鹅蛋般

大小，一些务工人员正在里面掐杈疏果。

张良镇蔬菜种植历史悠久，是中国名

特优皇室贡品张良姜的原产地。分田到户

后，塑料大棚开始大面积推广，有“平顶山

市白色工程”之美誉，但大棚都是一般的塑

料薄膜拱棚，冬天时里面温度不高，只能种

些蒜苗、莴苣、芹菜等大路菜。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深入开展，

张良镇不少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和涉农公

司纷纷参与到脱贫攻坚行动中，成为带贫

主体。张良镇党委、镇政府也顺势而为，帮

助他们争取扶贫资金，上马暖棚项目，提高

收益，带动更多贫困户务工增收。

2020年疫情缓解后，张良镇先试点建

造了2个700平方米左右的暖棚，其中振江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暖棚初夏时种下第

一茬甜瓜，收入了2万余元。甜瓜罢园后，

秋末又种上了西红柿，如今个别西红柿已

经泛红，不久即可上市，刚好赶上春节前的

消费旺季，预计收入4万多元不成问题，亩

均效益比普通塑料大棚大大提高。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贾黎明赵
春营）1月7日，记者跟随孟州市教体局驻

村工作人员和村“两委”干部来到槐树乡东

孟庄村，走进窑洞了解平菇的种植和生长

情况。窑洞里面是一排排摆放整齐的食用

菌袋，上面长着一簇簇鲜嫩肥厚的平菇，看

上去甚是喜人。种植户王天玉正在认真细

致地管理着平菇，不时地拿起菌袋观察平

菇的生长情况。

王天玉原来是村里的贫困户，多年前

种植过木耳，有平菇种植方面的经验。为

帮他脱贫，孟州市教体局驻村工作队员和

村“两委”干部，为他争取到了5万元的小额

贴息贷款，还为他聘请了技术人员，让他利

用村里的土窑洞种植平菇。王天玉在村里

租了3个土窑洞，种植了两万袋平菇。目前

平菇长势良好，已进入收获期，每天能采收

平菇100多公斤，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据了解，去年以来，槐树乡利用西部岭

区土窑洞冬暖夏凉、适合平菇种植的优势，

引导群众发展平菇种植产业，走出了一条

增收致富的新路子。目前，该乡已有4家平

菇种植专业合作社，东孟庄、刘庄等6个村

8户、19个窑洞发展平菇种植。

“我们乡现在年产平菇150万公斤，实

现经济收入600余万元，走出了一条增收

致富的新路子。”槐树乡副乡长冯小三表

示。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武月赵旭

“老孙，这两天产品销售怎么样？”近日，柘城县委巡察办副

主任史金锋来到大仵乡刘楼村的鑫宇康食品有限公司，了解

“火柴鸭”的销售情况。

“好多了，还是你有办法啊，现在网上订单嗖嗖地上涨！”该

公司负责人孙耀芳说着拿起手机，让大家看订单情况，脸上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

鑫宇康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柘城县大仵乡刘楼村蛋鸭养殖

基地，该村有养殖户400余户，养殖规模有200多万只鸭子。

为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孙耀芳积极拓展下游产业链，深加

工鸭子，推出特色产品“火柴鸭”。

孙耀芳说：“当初信心满满地给产品起名叫‘火柴鸭’，本想

着一炮走红。”但受疫情和销售渠道的限制，“火柴鸭”没有像预

期那样火起来，这让孙耀芳又急又气。

2020年12月初，史金锋在大仵乡刘楼村走访中了解到孙

耀芳的事后，和孙耀芳一起深入分析，发现“火柴鸭”销售不好，

主要是因为产品刚上市销售、消费者对新产品不了解造成的。

找准症结后，史金锋开始“对症下药。”他帮助孙耀芳和县

电子商务办公室联系，在互联网上开设产品销售网店，提高产

品知晓度。同时，史金锋帮助孙耀芳拓展线下销售，采取直销

模式，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产品直供零售商，确保价格优势。

现在，鑫宇康食品有限公司的“火柴鸭”终于火了，每天能卖

出去几千只。孙耀芳正筹划着再扩大规模，让“火柴鸭”更火。

□本报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申鸿皓

1月9日，沈丘县周营镇西李口村一处食用菌大棚种植基地，种植户忙着采收订单平菇。

近年来，该县发展食用菌产业，农民持续增收。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
通讯员章华阳 符浩）室外寒风阵阵，车间

内，数十位群众正认真地赶制衣物，现场一

派繁忙的景象。这是1月6日记者在淮滨

县固城乡老庄村的苏美达第二扶贫车间内

看到的情景。

据了解，作为国内纺织龙头企业国机

集团的重要成员企业，苏美达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开展帮扶工作，结合淮滨实际打造

“服装工业园+扶贫车间”的立体化精准扶

贫模式，构建“援建一个扶贫车间，打造一

个增收产业，实现一人稳定就业，带动一户

脱贫致富”的“四个一”机制。

该县苏美达第二扶贫车间负责人吕辉

说：“我们苏美达是世界五百强，工资和福

利待遇都是不错的，每个月都有保底，工人

们都很愿意来这工作。”

“在以前，我们家是因为缺少技术致贫

的贫困户。长期以来，我们家中仅靠几亩

薄田和我丈夫外出务工维持生活。我农闲

时节没事干，因为照顾小孩没法外出打工，

守着穷日子干着急。现在在本村的苏美达

扶贫车间，我月月都能有稳定的收入，日子

过得比以前好多了。”家住老庄村的周倩告

诉记者，“我七月份来这学技术，九月份上

手，一个月2000元左右，中午还管一顿饭，

眼看过年也能过上一个开心年。”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淮滨县多部

门积极发挥职能优势，多方联动、多点发

力、多措并举，全力推进就业扶贫工作。随

着一家家企业的落户，扶贫车间遍地开花，

帮助农村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近就地就

业，缓解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难和贫困

劳动力就业难问题，就业扶贫发挥了实际

效用。

固城乡老庄村第一书记王中伟表示：

“在村里建立扶贫车间，既方便了贫困群众

就近就业，又方便照顾家庭事务，达到就业

和照顾家庭两不误，扶贫效果非常显著。

目前，现有员工40人，其中脱贫户12户，可

以说苏美达扶贫车间入驻我们老庄村，等

于是填补了我们村里面的产业空白，壮大

了我们的产业发展，让群众实现就业增

收。”

企业把工厂建在村里，既有效解决了企业的用工问题，也

有效解决了农民务工与务农、挣钱与顾家的矛盾，企业和农民

实现了“双赢”。

孟州市槐树乡农民把废弃的土窑洞利用起来，在窑洞

里种平菇，还成立了合作社，抱团发展反季节平菇，走出一

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鲁山县张良镇村企结合，企业在农村建钢构暖棚，返租或

雇佣农民发展蔬菜种植业，土地的亩均收益大大提高。

商城县漂流书屋带动绿色阅读

“火柴鸭”火了

孟州市槐树乡

土窑洞里长出“致富菇”

淮滨县 扶贫车间遍地开花

鲁山县张良镇

建钢构暖棚 农民四季增收

小河“流淌”振兴曲

“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

冬日午后，阳光和煦，走进绿菜环绕中

的小河流村幸福大院，浑厚的曲剧唱腔

不绝于耳，十几位老人或坐或站围在一

起，这个唱一出，那个哼一段，有板有

眼，好不快乐。

白墙红柱灰瓦顶，窗明几净人欢

笑。这座占地4亩、于去年5月规划建

设的幸福大院，院民宿舍、活动室、餐

厅、洗浴间、卫生间、电视、空调、新铺盖

等设施一应俱全。从去年10月建成投

用开始，这里成了22位鳏寡孤独老年

人的新家。

“住的像宾馆，吃的似饭店，护理有

‘保姆’，医生在身边，住进幸福大院就

像掉进了‘福窝里’！”虽然入住幸福大

院才短短三个多月，却让68岁的关庄

自然村五保老人段运海感受到了满满

的幸福，每天都乐呵呵的，“在这儿吃得

好、穿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身体好、心

情好，幸福大院真幸福，这里就是我的

家！”

“地都租给全农公司了，也没啥事儿，俺就

天天来艾草车间上班，活儿不累，有钱挣，怪

好！”站在小河流村文化广场上，浓郁的艾香扑

面而来，广场南侧的南阳万盈堂艾制品有限公

司扶贫车间里，年近70岁的颜岗自然村村民刘

金凤正在麻利地包装艾草足浴包，幸福和满足

写满双颊，“真没想到，老了老了，俺也进车间当

上工人了。”

2019年，该村建成了占地500余平方米的

扶贫车间，吸纳周边近百名群众就近就业，人均

月工资2000元左右，其中18户贫困户实现稳

定增收脱贫。

“年轻力壮的到蔬菜基地打工挣钱，年纪大

的在咱扶贫车间也都能找到合适的活儿干。”村

干部颜庆军说，蔬菜产业和扶贫车间的建成投

用，为村民在家门口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以

前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农民，足不

出户成了“上班族”。

小河流村素有种菜传统，上世纪90年代，

就曾是社旗远近闻名的大棚蔬菜典型村，百余

座蔬菜大棚蔚为壮观，数百村民尽尝种菜甜头，

念“菜经”、发“菜财”、创富路、奔小康。

梧桐枝高引凤栖，平畴沃野菜飘香。2020

年，凭借着雄厚的种菜基础，广东全农农业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伸来了橄榄枝，投资建设以小河

流村为核心，涉及和庄、史庄、新街、王坊四个行

政村，规划面积5000余亩。不到半年时间，一

期投资1亿元，占地2600亩，涵盖农业现代化管

理示范区、标准化蔬菜生产示范区、标准化蔬菜

育苗示范区、大宗农产品电商交易示范区、供港

澳及出口加工示范区、食品安全标识溯源管理

示范区等六个精品示范区的供港蔬菜基地雏形

初现。

“把土地流转给全农，每亩租金1000元；在基

地务工，工资一天100多元；加入村经济合作社，

入股还能得分红。”村党支部书记张建青高兴地

说，“如今，群众家门口就业有钱挣，用工最多时一

天就达600多人，小河流村村民依托蔬菜基地，已

就地变身成为流转土地收‘租金’、基地务工挣‘薪

金’、参加合作社分‘股金’的‘三金’型职业农民。”

淮滨县全力推进就业扶贫工作，引进多家企业在农村建立

扶贫车间。随着一家家企业落户，扶贫车间遍地开花，群众实

现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小寒大寒，冷成冰团。1月5日，正值

小寒节气，虽然寒风瑟瑟，但汝南县板店

乡冯屯村汝杭金属制品厂生产车间机器

轰鸣、焊花闪耀，工人们有的切割，有的焊

接，有的打磨，有的喷漆，有的包装，一派

忙碌景象。“工人有活干，我们才能有钱

赚。今天生产的全部是监控专用组合杆，

明天晚上必须生产出10000件发往天津，

现在工人在加班加点赶订单。”车间负责

人冯国华喜不自禁地说。

冯屯村汝杭金属制品厂是该乡引进的

一家扶贫企业，主要生产监控杆、道卡屏、

停车位显示屏等产品，月生产能力4000多

套，产品销往北京、天津、重庆等地。这个

开在村民家门口的扶贫企业，让本村及周

边村的60多名脱贫户既挣了工资，又照顾

了家庭。

“我爱人有病需要照顾，我不能外出打

工，就在家门口的制品厂上班，一个月领

3000多元的工资。”车间工人张四文说，为

给爱人治病他家曾欠10多万元的外债，

2016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妻子病情

稳定后，经帮扶干部介绍他到制品厂务工，

挣钱顾家两不误。加上田地的收入，张四

文一家2019年不但脱了贫，银行里还有了

存款。

“就业一人，脱贫一家，致富一户，目前

像张四文一样通过在制品厂务工的脱贫户

就有20多人。”冯屯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喜

说。

企业建在家门口，让贫困群众、留守妇

女在家门口就业变成工人，有效解决了务

工与务农、挣钱与顾家的矛盾，激发了他们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有效带动了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

“天南箱包厂是我村利用扶贫车间引

进的一家扶贫产业，安置留守妇女80多

人就业，主要订单生产箱包、汽车坐垫、帐

篷等产品。在这就业，一个月能挣3000

多元。”苏庄村党支部书记彭妍说。

近年来，板店乡始终坚持把稳就业、保

就业作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

关键举措，通过内引外联，用优惠政策吸引

企业进驻乡村开设工厂，汝杭金属制品厂、

天南箱包厂、华美编藤厂、一航电子厂、富

民来料加工厂和开新木业等建在群众家门

口的扶贫企业产销两旺，吸纳500多名贫

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增收，走出了一条企业

进村办厂、贫困群众家门口就业脱贫的乡

村振兴之路。

乡村振兴带来新生活

社旗县桥头镇小河流村把土地流转给一家农业

专业公司，在村里建立蔬菜基地，村民成为“三金”型

职业农民，脱贫过上幸福生活。

1月4日，碧空如洗，艳阳

高照，通过无人机镜头从社旗

县桥头镇小河流村高空鸟瞰，

村边的小河静静流淌，郑万高

铁犹如玉带，无垠的田野一片

碧绿，成排的大棚熠熠生辉，

平坦的柏油路、水泥路在田间

纵横交错，占地2000多亩的

全农供港蔬菜基地里，劳作的

人们星罗棋布，绘成了一幅生

机盎然的田园油彩画卷，温馨

恬静、充满希望。

小河流村曾是社旗县85

个贫困村之一，全村共有807

户 318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334户912人，如今全村

已经脱贫摘帽。

蔬菜基地孕育“三金”农民

扶贫车间的“上班族”

幸福大院安度幸福晚年

“

”

记者：河南作为工业体系较为完备的省份之一，装备制造

业已成万亿级产业，当前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

规划举措？

王国生：总书记要求我们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

向。河南省制造业发展基础坚实，工业总量长期居全国第5

位，拥有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的40个，但制造业大而不强的

问题较为突出，结构层次偏低、创新水平不高仍是我们的短板，

传统产业占比达46.7%。

围绕挺起产业这个脊梁，我们将大力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发展工程，力争到“十四五”末，培

育十个万亿级产业、十个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通过发展先进

制造业，做大做强实体经济，让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

“绿”量更高、更足，努力在科技创新上走在中西部前列。

一是把优化产业链和提升创新链协同起来。近年来，河南

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盾构、新能源客车、耐火材料等

产业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全国领先。我们将大力实施科教

资源引聚突破行动，以创新驱动赢得发展主动。

二是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结合起来。实施数字产

业集聚发展工程，打造千亿级鲲鹏计算产业集群，拓展“数

字+”“智能+”应用领域，构建数字经济新高地。

三是把持续锻长板和加快补短板统筹起来。在装备制造、

食品制造两个万亿级产业的基础上，着力打造十个战略新兴产

业链、壮大六个战略支柱产业链，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同

时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力度。新华社郑州1月11日电

创业带动就业，强化就业服务

积极发挥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孵化、创业服务

“四位一体”创业体系作用，2020年开展创业培训39.81万人

次，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4亿元扶持9.99万人自主创业，带

动和吸纳就业26.51万人。

为促进人岗精准对接，积极发挥各级各类人力资源就业服

务机构作用。积极推动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2020年组织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98.08万人次，新培养高技能

人才超过15万人，“技能河南”迈出坚实步伐。在第一届全国

技能大赛上，取得总成绩全国第六，中部第一的好成绩。强化

就业服务，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积极发挥各级各类人力资源

就业服务机构作用，促进人岗精准对接。持续优化全省“互联

网+就业创业”信息系统，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上接第一版）

稳定“三农”后院
提亮发展成色

“让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更足”

去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22.59万人

（上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