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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据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标题新闻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耿延兵计明勋

襄城县紫云镇雷洞村，坐落在紫云山脚下。一则

顺口溜道尽了雷洞村昔日之穷：“山高石头多，出门就

爬坡。男男女女都外‘嫁’，村里光棍扎成堆。”为了能

成家立业，村里有30多个男劳力都是通过“倒插门”的

方式走出大山，远“嫁”外地。男人无奈外“嫁”，媳妇娶

不进来，当别的村庄繁衍生息日益壮大时，雷洞村却在

人口锐减，村庄急剧缩小。2014年雷洞村建档立卡时，

6个自然村共有622人，比上世纪90年代少了200多

人，其中贫困户有83户285人，贫困发生率达45.8%。

脱贫攻坚开展以来，雷洞村通过发展民宿、餐饮、

旅游等产业，全村基本实现“家家无闲人，人人有钱

赚”，2018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0万元，人均收入从

2014年2000元增长为12000元，2016年摘掉了贫困

村帽子，从省级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雷洞

村的荒山变成了青山，青山变成了金山。

在襄城县，像雷洞村这样的“明星村”还有很多。

襄城县位于中原腹地，总面积920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87.68万人，辖10镇6乡448个行政村。脱贫攻坚

工作开展以来，该县聚集“三个零差错”“六个精准”工

作目标，按照分类管理，因户制宜、因人施策的帮扶原

则，通过产业、就业、扶贫小额信贷、公益岗位、政策落

实、兜底保障等措施，扎实推进贫困人口脱贫高质量。

2016年，脱贫2002户6108人；2017年，脱贫1401户

3670人；2018年，脱贫1514户3550人；2019年，脱贫

1515户3705人；2020年，脱贫688户1494人，5年累

计脱贫7120户18527人，贫困发生率从2015年年底的

2.03%，下降至2020年年底的0，高质量完成了脱贫攻

坚减贫任务。

全力而为破解工作“难题”

如何破解责任压不紧压不实的难题？如何调动扶

贫干部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襄城县创新建立县级

领导干部脱贫攻坚询问制度。结合每周二扶贫日，全

体县级领导干部采取集中询问的形式，以乡镇为单位，

对村级脱贫攻坚责任组组长、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责任

人、村“两委”委员进行现场抽查询问，询问的内容涵盖

脱贫攻坚应知应会知识和帮扶工作开展情况、分包户

脱贫计划制定情况、享受的各项政策、帮扶措施落实情

况，以及开展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等。通过定期询问，

不仅增强了帮扶干部的责任心，还提升了帮扶工作的

执行力。截至2020年12月，全县累计组织召开询问会

1186场次，参会人数近10万人次，直接接受询问人数

12860人，有效推动了脱贫攻坚的责任、政策、工作落

实。

针对群众认可度低和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的问

题，襄城县探索创新开展群众“议贫会”，要求428个包

村责任组组长和村“两委”，每月的最后一个扶贫日要

在分包村开展一次群众“议贫会”，在前期由村级脱贫

攻坚责任组成员、驻村第一书记、村“两委”干部、建档

立卡贫困户参会的基础上，范围扩大至全体村民。会

上主要讲解贫困户识别、退出标准及程序，介绍本村贫

困户现状、稳定脱贫不享受政策标识及清退户的情况，

宣传各项扶贫政策，通报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在农村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乡风文明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带来

的变化，听取群众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建议，现场解

答群众疑惑，引导鼓励广大群众坚决抵制嫌贫爱富、

“红眼病”等不良风气，有效提升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

晓率和认可度。截至2020年12月，全县共组织召开

“议贫会”12869场次，参会群众120余万人次，解决疑

难问题36869件次。

开展“接老人回家”活动，破解子女不孝不敬的难

题。2019年7月份以来，襄城县探索开展“接老人回

家”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子女将单独在外生活居住的老

人接回家中共同生活，及时了解掌握老人的身体、生活

等状况，给予更多亲情关爱，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活动开展以来，全县共排查独居老人户需要接

回家的有4286户，目前已接回家3789户，改善居住环

境妥善安置3167户。

多措并举织牢基本民生“保障网”

襄城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占比44.75%，

因残致贫占比40.19%。这部分人，大多“无业可就、无

产可扶、无力脱贫”，对于这部分贫困人口，单纯依靠他

们自身的能力，已经无法顺利脱贫，必须发挥社会保障

制度的兜底功能，来解决他们的基本生计问题。

襄城县实施居家兜底、集中兜底、特殊助养三种

兜底保障方式。对居家兜底，按照“一协议二说明三

监督”的要求，加强监管，确保质量。对集中供养式兜

底，因人施策，实施乡镇敬老院、居村联养点、县人民

医院康养中心集中供养三种模式，满足兜底群众的各

种需求。对特殊助养式兜底，精准定位兜底人员范

围，确保应兜尽兜。目前通过居家兜底、集中兜底、特

殊助养三种模式已经全部实现兜底，其中居家兜底

389人，集中兜底315人，特殊助养158人（含残疾人

托养14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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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冯厂长，马上过年了，交完这批货可以停工了

吧？”2月1日，汝南县板店乡冯屯村华美编藤厂负责人

冯赟豪到该村张庄村民组马敏家拉藤椅，马敏说。“敏

姐，可不能停工，越是临近年关订单越多。”冯赟豪说。

“现在每天都在紧张地赶订单，我们的产品最近

又打开了海外市场，产品出口到欧美一些国家。”冯赟

豪说，他原来是广东一家编藤工艺厂的技术员，2017

年，他在乡村干部邀请下回到家乡冯屯村开办了一家

编藤厂。他最初办厂时，一天生产20多个藤椅还没有

销路。后来在乡村干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对外宣传

和多方联系，销路才逐渐打开，编藤厂也由原来一间

小作坊发展到3个固定加工点，从业固定工人50多

人，另外还有80多个分散的家庭加工点，藤编产品发

展到沙发坐垫、藤床等10多个品种。

“藤编产品可以在车间做，也可以在家加工，目前

板店乡像马敏一样在家里加工编藤家具的有80多

人。”冯赟豪说，藤编特别适合农村留守妇女操作，简

单易学，又能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田秀忠

1月26日，记者来到位于平顶山市新华区焦店镇野王村委

会南侧的焦店镇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在这处有五六百平方米

的画室内，分四排整齐地摆放着几十张画案，有十余人正在埋

头创作。

“快过年了，老师回去了，要不然来画画的人会更多。”见记

者到来，农民画师杨捧抬起头打招呼道。杨捧转身拿起画作，

展示她已完成的《醉八仙》《八仙过海》等作品。作品中人物栩

栩如生，形态逼真，根本看不出竟出自入门刚两年的农民画师

之手。今年50岁的杨捧以前农忙时种地，闲时在家打牌。“现在

每天一放下饭碗就往画室跑，感觉这里真是修身养性的地方。”

杨捧说。

野王村委会委员张万林告诉记者，野王村于2018年4月与

中国艺术书画院合作，开辟了600平方米的画室，聘请老师免费

培训农民画师，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目前，在焦店镇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作画的画师们已小有成

就。2020年9月，韩梅等3位画师参加了河南省第25届美术新

人新作展，收获颇丰，韩梅的作品《素秋》《荷舞神州》，宋魁丽的

作品《舞鹤游天》《心清闻妙香》等均获得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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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青）2月1日，伴随着

郑州商品交易所的钟声，备受业内关注的

花生期货挂牌交易。上午9时整，中原农

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国泰君安风险

管理有限公司向河南省唐河县河南馨祥

宇粮油有限公司出具了全国首张花生加

工企业原料成本“保险+期货”保单，产品

以PK2110上市首日开盘价为保险价格，

采用亚式看涨期权结构设计，承保花生

15吨。

与此同时，中原农险与国泰君安还

通过“保险+期货”项目承保了正阳县鸿

发粮油商贸有限公司花生15吨。为投保

企业正阳县鸿发粮油商贸有限公司和河

南馨祥宇粮油有限公司提供平均每吨

9866元的成本锁定价格。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动以“优质小

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为

主线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省花

生种植面积达 2300 万亩，总产量达

576.72万吨，全省花生产量位居全国首

位。到2025年，优质花生发展到2500

万亩，油脂制品营业收入达到 600 亿

元。自2014年以来，国内花生价格呈

现波动趋势，农户与产业经营主体面临

较大的价格风险，急需价格风险管理工

具。

中原农险首次将“保险+期货”引入

花生产业，由加工企业向中原农险购买花

生期货价格保险，中原农险对因期货价格

上涨，超过花生目标价格的部分进行补

偿，同时通过向期货公司买入场外看涨期

权进行再保险，形成风险分散、各方受益

的闭环。从而为花生加工企业降低采购

成本和锁定销售利润，弥补加工企业因花

生原料价格上涨造成的利润损失，实现花

生收购市场价格平稳，稳定花生种植户信

心，为花生产业链健康发展提供全产业链

风险保障。此次花生“保险+期货”落地

的南阳市唐河县花生种植面积达71.73

万亩，总产量21万吨，是国内花生生产大

县，并于2020年11月创建唐河县现代花

生产业园，同期成立唐河县现代花生协

会，形成了集收购、加工、储藏、销售于一

体的产业链。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2020年，全省

实现烟叶税5.01亿元，烟农户均增收8.7万

元。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对口帮扶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在全省脱贫攻坚成

效考核中等次评价为‘好’，位列中央驻豫

单位第二名。开封市烟草公司驻祥符区仇

楼镇韩一村工作队队长闫振荣获‘河南省

脱贫攻坚奖奉献奖’。”1月28日，在2021

年河南烟草商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河

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书记、局长、总

经理卓俭华掷地有声地亮成绩、述征程。

刚刚过去的2020年，河南烟草商业

系统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以赛促

干、以干促进，各项工作均取得明显突破，

特别是在2020年的烟叶收购中，严格落

实合同管理，全面使用身份证交售烟叶，

严打坑农害农、收购涉黑行为，上等烟比

例达 70.02%，工商交接等级合格率达

71.7%，均创历史新高；全年查处假私烟案

件1.65万起、同比增加184.18%，查获假

私烟数量9421万支、同比增加73.01%，捣

毁制假窝点191个，收缴制假烟机76台，

刑拘928人、逮捕487人、判刑766人，公

安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多次发来贺电。

卓俭华指出，2021年是“十四五”的

开局之年，河南烟草商业系统要抓住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

起战略的发展机遇，以提升烟叶生产现代

化水平为目标，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

支持，把基本烟田纳入“十四五”高标准农

田规划，建立永久烟田保护制度，着力解

决好“谁来种烟”“在哪种烟”“怎么种烟”

的问题。提高服务烟区能力，培育新型种

植主体，培育有经营头脑、有管理能力的

种烟带头人，稳定职业烟农队伍。扛牢浓

香型烟叶大旗，强化科技支撑，推进技术

进步，构建“河南浓香”品牌标准体系，走

出一条“供需协调平衡、供给优质高效、产

业融合发展”的新路。

□本报记者杨青

2020年，河南自然资源系统以落实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为中心，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打了很多硬仗、胜仗，顺利完成

各项任务，自然资源工作高质量发展迈上

新台阶。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省自然资源

管理工作将坚持‘一个目标’‘两个生态’

‘三个转变’总体思路。”1月29日，省自然

资源厅党组书记刘金山介绍，全省自然资

源系统将聚焦“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

理，加快建设生态强省”目标，充分发挥生

态文明建设主责部门的作用，扎实开展国

土绿化提速提质行动，加快建设森林河

南，在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上彰显新担当，在促进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上取得新突破，在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性上展现新作为。

2021年，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将把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贯穿到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全方位，贯穿到

河南省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加快

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化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加强生态保护空间管控，守

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建设涵养河南山清

水秀的良好自然生态。全省自然资源系

统干部职工要把讲政治摆到最重要位置、

贯穿自然资源工作始终，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聚焦自然

资源管理重点领域、重要环节，切实防范

廉政风险。

新时期，新业态，为助推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自然资源系统还将突出

抓好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百园增效”行动等重点工作，加

快实现全省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由重审

批向重监管转变、由资源粗放利用向高

效利用转变、由开发优先向保护优先转

变，持续提升自然资源现代化治理能

力，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在谱

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

奋勇争先。

全国首批花生“保险+期货”落地河南

保“价”护航花生产业

河南烟草商业

奋力迈好由大变强第一步

省自然资源厅

建设良好自然生态 涵养河南山清水秀

汝南县冯屯村开办编藤厂

留守妇女“编织”新生活
平顶山市野王村建起画室

农民画师“画出”新天地
“俺刚刚领取了春

联，这样的活动真暖！”

2月1日，在洛宁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楼前领

到春联的群众说。当

天，该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举办的寒假公益

课堂和送春联活动开

启，受到群众的一致好

评。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李峰摄

2月1日，宝丰县赵庄镇赵

庄村农民在灌溉冬小麦。随着

气温逐渐回升，该县46万亩冬

小麦相继进入春灌期，农民们

抢抓农时为冬小麦灌溉、施

肥。 王双正摄

小麦喝饱
“及时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