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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2018年，焦村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理念，确立了“生态立镇、林果富民”方针，制订

了“南桑北蜂中间果”的产业发展格局，规划建

设汝州市焦村镇果桑蜂返乡创业示范园区，吸

引“能人”返乡创业，助力实现强民富民目标。

丁亚超就是在那个时候与合伙人武自伟

一拍即合发展蚕桑种养殖业的。为此，俩人先

后跟着镇里和村里组织的考察团去江苏、安

徽，还有濮阳、商丘学习。

汝州市财政局、驻村工作队也邀请河南农

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毕会涛等专家进村开展蚕

桑种养殖产业发展指导帮扶。丁亚超说：“技

术培训人员一天三次往家里跑，讲解蚕桑种养

知识和要点，我心里很放心。”

丁亚超家开的有家宴城，武自伟是搞装修

的，俩人之所以能放心大胆流转113亩土地种

桑树苗，建设5座大棚养蚕，一切都源于工作

队热心周到的服务。

2019年，丁亚超、武自伟建了2个大棚，

2020年又建了3个。1月24日下午，天空

飘起了牛毛细雨。丁亚超告诉前来走

访的卢占利、宋建召，他的大棚长

50米、宽10米，面积有500平

方米，新建的3个大棚增加

了自动化轨道投喂机

和蚕自动上树装置，安装了方格蔟，既能节省

桑叶投喂人力，也给每个蚕提供了一个“单

间”，为结出的蚕茧更干净、品质更好提供了保

证。去年，丁亚超、武自伟的蚕桑基地吸纳了

20多名本村和邻村的弱劳力前来务工。

大棚前面的桑树地里，种植的是一行行果

桑。另一侧是2018年底种下的蚕桑，目前，这

些两年的桑树苗已陆续分叉6枝，第三年会分

叉到9枝。丁亚超指着桑树苗告诉卢占利，到

那时还可以发展“乡村游”“桑葚采摘节”，以产

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延长蚕桑产业链。

据了解，按照上级安排部署，邢村移民创

业蚕桑种植产业园建立了统一制订规划、统一

土地流转、统一反租倒包、统一采购桑苗、统一

技术服务、统一政策奖补“六统一”机制，极大

地调动了返乡创业人员及脱贫户种桑养蚕的

积极性。

目前，1200亩的创业蚕桑种植产业园，分

别承包给30多名种植大户经营管理，其中自

主承包经营的5名脱贫户已成为脱贫致富能

手。2020年，以邢村移民创业蚕桑种植产业

园为核心的焦村镇4200亩蚕桑基地，养殖桑

蚕11000张，每张30000条左右，产茧40万公

斤，养蚕收入近2000万元，带动焦村及周边村

民增收520万元。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范宇文）春节

假期将至，加上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严峻，对

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汝州市司法局

临汝镇司法所提前谋划，采取多种手段强化社

区矫正对象假期管控，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该所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学习疫情防控文

件，要求社区矫正对象自觉做好疫情防控；强

调督促社区矫正对象及时按规定完成每日生

物验证；制定假期电话、微信汇报制度，此外，

还要求社区矫正对象每日电话汇报工作生活

情况，发送工作生活照片，并要求手写假期承

诺书。

当好“三员”逐梦小康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华艳玲）1月

20日，汝州市体育文化中心篮球馆响起一阵阵

热烈的掌声。当日，汝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司法局、普法办主办的《预防未成年犯罪法

治报告会》在此间举行。汝州市豫龙武校全体

师生参加报告会。此次活动旨在预防和减少学

生违法犯罪，让学生早学法、懂法、守法。

报告会上，讲课的汝州市普法办工作人员

结合武术学校的特点，从习武人应具有武德入

题，论述什么是武德？武德与法律的关系？让

学生们了解为什么学习武术？学习武术的同时

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同时，从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青少年禁止进

入的场所、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以及青少年

应懂得哪些法律知识，怎样树立法治思维，如何

正确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违法犯罪行为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深入

浅出的阐述。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特约通讯员许艳芳）

1月23日至25日，河南神鹰律师事务所到该所

服务的村（居）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

召开村“两委”座谈会讲解、走村串户宣

传，神鹰律师把《民法典》中关于土地经营权、

婚姻家庭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规定，

面对面讲给村（居）民，让他们了解更多的法律

知识，更好地利用法律，避免因对法律的不了

解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据悉，活动中，该所30名律师共在160个

村开展了宣传活动，解答法律咨询 2000人

次。下一步，该所还将继续落实做好一村（居）

一法律顾问工作，为村（居）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的法律服务。

“神鹰”律师进村说法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张亚楠）近日

前，汝州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郭保华带领

工作人员，走访核查2020年听障儿童助听器适

配工作，并为孩子们送去了棉被、羽绒服等。

走访中，工作人员讲解了助听器日常使

用、保养维护等要点，提醒家长和孩子佩戴助

听器时要注意防摔、防潮、防磁。

2020年汝州市残联通过精准康复救助系

统、乡镇（街道）残联、医疗机构等，在全市范围内

摸底筛查听障儿童，争取80台高品质儿童助听

器，并委托听障儿童助听器定点验配机构为47

名符合条件听障儿童进行了验配和调机服务。

汝州市核查听障儿童助听器适配

听见好声音听见好声音让孩子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王丹涛）记者

1月27日从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获悉，在该

局开展的“以领养代替购买”活动中，在街头流

浪的352只狗有了新主人。

“以领养代替购买”活动始于去年11月14

日。当日，汝州市城管执法局在市标工人文化

宫游园举办了以“领养代替购买、文明关爱随

行——给它们一个温暖的家”主题公益领养活

动。此后，该局综合执法五大队又先后在汝州

剧院广场以及米庙、小屯等乡镇组织开展了49

场公益爱心领养活动，有352只流浪无主犬只

被爱心家庭领养。为确保领养犬只得到妥善

照顾，领养人需提出领养申请，经资格审核后，

签署领养协议并办理养犬登记。

汝州市开展“以领养代替购买”活动

流浪狗有了家流浪狗有了家352只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一妃）“航

涛哥，喂羊呢，听说你前两天卖了几只羊，留照

片了吗？”“张主任快进屋，前两天在镇上卖了

四只羊，都拍照片了。”近日，汝州市临汝镇扶

贫办主任张晓冰登门走访北纸坊村脱贫户冯

航涛，了解其养羊和销售情况，提醒他不要忘

了办理畜牧奖补。

冯航涛40岁，父母亲残疾且患有多种长期

慢性病，妻子身体也不太好，家里有6个孩子。

2016年12月，冯航涛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2018年通过

享受“六改一增”项目，冯航涛家的居住环境得

到改善。2019年通过享受扶贫小额贷款，冯航

涛开始养羊、养鸡。2019年、2020年，临汝镇

发展红薯种植扶贫产业，冯航涛收到了政府免

费提供的15000棵红薯苗，又开始种植红薯。

当年底，冯航涛家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顺利

摘帽脱贫。脱贫后，冯航涛没有停止脚步，而

是更加努力，2020年家庭人均收入达 9098

元。冯航涛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现在的

政策这么好，再不努力干活，都对不起党和政

府对我的关怀和照顾。”

“羊倌儿”养出新生活养出新生活

临汝镇司法所强化社区矫正对象假期管控

发工作照 写承诺书

□本报记者张鸿飞实习生张祎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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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文奇家的牛棚是把一个大坑填平后建

起来的，棚里有两排石槽、25头牛。右边的12

头牛是辛文奇的，左边的13头牛是脱贫户辛

建周家的。

听说记者要见一见辛文奇，宋建召拨通了

他的手机。过了五六分钟，辛文奇带着5岁的

儿子出现在道路拐角处。辛文奇今年47岁，

有5个孩子。2018年,辛文奇的妻子因积劳成

疾，撒手而去。彼时，他们最小的儿子才3岁，

这个家庭的欢乐就此戛然而止。

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该怎样脱贫？卢

占利说，辛文奇曾养过猪，多的时候有8头，

有一定的养殖经验。卢占利、宋建召和工作

队商量之后，建议辛文奇改行养牛。养牛和

养猪相比较，虽然投入不差上下，但养牛的

风险比养猪小。辛文奇接受了这个建议。

2019年，工作队和村“两委”牵线搭桥，为

辛文奇在汝州市农商银行办理了小额免息贷

款5万元，辛文奇开始养牛，2020年贷款偿还

后，他又贷了5万元。目前，辛文奇存栏12头

牛，其中8头是母牛。

前几天，辛文奇以10500元的价格刚卖了

一头6个多月大的小牛犊。“你留照片了吗？”

卢占利问。“留了留了，您都交代好几次了。”辛

文奇笑了。

卢占利说，按政策规定，辛文奇卖牛可以

拿到畜牧产业奖补，奖补为卖牛价格的20%，

也就是说，辛文奇卖小牛犊能拿到2100元的

畜牧产业奖补。两项合计，卖出这头小牛犊，

辛文奇总共挣了12600元。

“我棚里的8头母牛，今年6月份前后都能

‘播’（意为生小牛犊）。”辛文奇喜滋滋地告诉

卢占利、宋建召。

“那不又是小10万元了。”宋建召一句话

落地，大家都笑了。2021年，辛文奇家一定是

牛气冲天，“牛”转乾坤。

宣讲 讲透政策安民心 指导 养殖户“牛”转乾坤

服务 种桑养蚕产业壮

韩苗在喂鸡韩苗在喂鸡

武校学生在学法武校学生在学法华艳玲华艳玲摄摄

认养现场认养现场王丹涛王丹涛摄摄

1月24日上午11点，一辆微型面包

车开到了韩苗家门口，韩苗见老主顾石先

生来了，和丈夫石光州一起按要求抓了20

多只土鸡装进了几个蛇皮袋，这些土鸡批

发价每斤9元。

卢占利说，养土鸡对韩苗来说算是副

业，她家的主业是蚕桑种养殖业，流转了

10亩地种桑树，租赁了国家投资建设的一

个大棚养蚕，前两年还不用缴纳租赁费，

相当于买房拎包入驻一样。冬季不养蚕

时，大棚用来种羊肚菌。

2015年，因积劳成疾，韩苗的腰出

问题了。石光州说，出院时，医生说“你

可能再也离不开床了”。当时，韩苗的大

女儿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读书，儿子在读

高中。2016年，韩苗家因病因学，被识

别为贫困户。

汝州市财政局派驻的第一书记和扶

贫工作队驻村后，韩苗一家和所有的贫

困户一样，享受到了应该享受的各项扶

贫政策，韩苗也被安排到村里的带贫企

业面粉厂工作，再加上夫妻辛勤耕作自

家的4亩地，第二年便脱贫摘帽了。

如今，韩苗的大女儿从西安外国语大

学读完硕士学位，已到平顶山学院任教；

儿子去年从西安航空大学毕业，投笔从

戎，光荣入伍。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可谓

是红红火火、圆圆满满。

“你发展蚕桑种养殖，当时有没有顾

虑？”记者抛出了问题。“没有，我能脱贫

也全靠国家和村里的帮扶，脱贫攻坚政

策好，工作队宣讲得也透彻，镇里还把销

售等其他事儿全给办了，剩下的就是自

己努力干了，缺劳力可以雇人干，有什么

可担心的？”韩苗反问道。2020年12月

30日，韩苗荣获平顶山市脱贫攻坚“鹰城

榜样”先进个人“奋进奖”。

汝州市送法到武校

增强功夫少年法治观念

丁亚超种植

两年的桑树苗大

部分已分叉6枝

1月24日，周日，但汝州市财
政局派驻焦村镇邢村第一书记卢
占利还是带着读大学一年级的女
儿来到了村里。

当日，卢占利和村党支部书记
宋建召走访了养牛户、蚕桑种养殖
户，还到石村87号了解了脱贫户
韩苗养鸡情况。

卢占利对记者说，驻村工作千
头万绪，但首要的是要掌握了解各
项扶贫政策，一户一策做好指导，
真心真情做好服务，如果用一句话
概括“那就是，当好政策宣讲员、技
术指导员、产业服务员”。

正是有了当好“三员”这个初
心，脱贫攻坚以来，邢村有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2020年，作为“脱贫
攻坚放心村”，第一批通过汝州市
验收，并获通报表彰。同年9月，
邢村被评为平顶山市脱贫攻坚问
题整改先进村，获平顶山市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通报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