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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方城县博望镇前荒村的3

万亩黄金梨园里，彩蝶飞舞，花香扑鼻，

来自千里之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

杨富春、艾合买提·麻木提等一行十多人

兴致勃勃地听讲解、访农户、看风景，他

们要把前荒村的“真经”带回家乡，传给

千万父老乡亲。

博望镇是南阳市农业产业化十强

镇。通过近年来的精心培育，该镇已发

展有机黄金梨2.3万亩，其中，前荒村户

户种金梨，梨园面积达3200亩，平均每亩

年收入2万元以上。该村达到了人均一

亩黄金梨、年均收入2万元的目标。去

年，博望黄金梨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特色

农产品，前荒村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

瞄准市场找特色，多方入手拓规模，

提升质量育品牌，科技注入促发展是该

镇走出的成功之路。黄金梨是中国农科

院果树研究所2000年从韩国引种的新

品种，有着敏锐眼光、敢闯敢干的博望镇

人大代表、共产党员高山峰2001年引种

并获得成功后，该镇领导认准目标，迅速

行动，组织群众扩大种植。博望镇在黄

金梨产业规模形成、产量成倍增加的情

况下，着重提升品质，通过推广新技术、

突出科学管理，迅速获得了有机产品认

证。之后，又把着眼点放在拉长链条、拓

展销售空间和促进产品就地转化增值

上。该镇先后创办了梨膏厂、饮料厂、果

酒厂，兴建冷库200多座。面对激烈的市

场竞争，博望镇政府结合脱贫攻坚，定期

举办培训班，在农民中培养电商高手。

书记玩“抖音”，领导当电商，主动跑市场，

揽客户，在博望镇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

矩。通过多方努力，博望黄金梨先后走

进奥运会、世博会、农运会，有了“金字招

牌”的黄金梨，不但畅销国内20多个大中

城市，而且还漂洋过海挣外汇，黄金梨真

正鼓起了农民的腰包，也招引四面八方

客人拜师学艺。

依托绿色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是博

望镇走出的又一步棋。园内修通观光

道，兴建休息亭，沿路建起小饭馆、小茶

馆，安装太阳能路灯，还在园区内兴建垂

钓园、花鸟乐园，为游客赏花、采摘、休闲

娱乐创造了良好环境，春赏花、夏游园、

秋采摘的农游经济带已初步形成。

实现乡村振兴首先靠产业振兴，提

升农民的幸福指数需要经济支撑。“博望

镇在产业振兴中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

路，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开春以来，大

批外地客人前来观摩学习，我们都热情

接待，诚心把不太成熟的经验传导到四

面八方，让博望古镇的生金之路延伸到

四面八方。”博望镇党委书记张金付谦逊

中透出自信。

此次来博望考察的新疆哈密市伊

川区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艾合买提·麻木

提对博望镇的热情接待表示诚挚感谢，

他说：“从今以后，要与前荒村建立长期

的合作关系，经常沟通交流，分享技术

成果，在祖国的北疆发展黄金梨生产，

尽快让黄金梨成为伊川区的致富产

业。”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李善喜潘新贺）

方城县博望镇

梨园生“黄金”“真经”传八方

□本报记者李海旭
通讯员武月文/图

4月30日，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大

地，一扫连日阴雨的沉闷和阴霾。从

柘城县城向西北沿着笔直平整的省道

驱车行驶15公里，就来到了慈圣镇孔

庄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村子里家

家户户盖起的一栋栋漂亮的楼房。作

为柘城县三樱椒的第一批专业种植

村，孔庄村将小辣椒打造成农民增收

致富的“红色产业”，成为当地有名的

“百万村”。

人勤地生金，农忙正当时。在孔

庄村的田野里，一片片绿油油的麦苗

长势良好，绿色的麦穗在微风吹拂下

轻舞。在一行行的小麦中间，三三两

两的村民正在种辣椒：运送辣椒苗、打

坑、浇水、覆土，一片繁忙。

“我家种了 15 亩地，采用的是

‘小麦套种辣椒’和‘大蒜套种辣椒’

的种植模式。就拿这片地来说吧，一

亩地6行小麦套种了5行辣椒，咋说

一年也能收入五六千元，要是大蒜套

种辣椒，一亩地能收入七八千元。我

是俺庄采取辣椒套种的第一人！”村

民许立东自豪地说，“虽然是套种，但

是两者互不影响，反而可以相互促

进。小麦间隔大，通风透光好，不倒

伏，穗大颗粒重，亩产可达 600 多

斤。另外，套种的辣椒种植早，坐果

率高，麦秆的遮阴作用，能有效减少

辣椒病毒的感染。粉碎的小麦秸秆

还能覆盖裸露的地面，为辣椒根系的

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收麦的

时候，我这套种的地用收割机来收都

没问题！”

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外出做辣

椒生意了，郑州、温州、成都，把柘城辣

椒卖到了多个省份。家里剩下的多是

老人和小孩，遇到辣椒移栽、除草、收

获等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都是旁

边乡镇的村民过来帮忙。“我经常来孔

庄干活，1小时10块钱，我一天挣个百

十块没问题。”来自远襄镇苏庄村的马

桂芳满意地说。

说起村里的辣椒产业发展，该村

一位村干部自豪地介绍说：“自上世

纪70年代柘城引进辣椒，俺村就开

始种植了。全村364户，家家户户都

种植三樱椒，收入上百万元的就占了

一大半，家家盖起了楼房。村里建了

10多个冷库，还有6个运输车队，我

们种的辣椒不出家门就有人过来收

购。”

村民许立振和朋友合伙在温州做

辣椒生意，一年能销500吨辣椒，他个

人每年利润能分20多万元，家里还有

5亩地，采取辣椒和大蒜套种，赶上好

收成，又能收入4万多元。

该村40岁的农民付顺领，把辣椒

生意做到了重庆，依托辣椒产业走上

了致富路。去年，他把重庆的一位老

板朋友带到柘城，依托柘城辣椒产业，

在柘城县产业园区投资2亿元建成了

一个先进的火锅底料加工厂，今年6月

即将开工投产。

“在柘城最早做辣椒生意的‘辣椒

王’袁国效，家中资产数千万元，也是

俺们孔庄人！”慈圣镇副镇长刘树超竖

起大拇指夸赞道。

在孔庄村，从事辣椒贸易的经纪

人就有122人。椒商行四海，柘城是家

乡。每年春节，在全国各地辛勤经营

辣椒生意的村民们都欢欢喜喜地回到

柘城家乡过年，孔庄村也开始变得热

闹起来了。每到这个时候，也是村干

部最为自豪的时候，大家都轮着请他

们吃饭，表达谢意。村民们常年在外

打拼，村“两委”班子在家做好后盾、守

着“摊子”。

孔庄村的发展历程是柘城县辣椒

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柘城县把

辣椒作为兴县富民的支柱产业，坚持

全县域布局、全链条提升、全方位发

展，走出了一条质量兴椒、科技兴椒、

品牌兴椒的特色农业之路。目前，该

县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40万亩，

年交易量70万吨，交易额突破100亿

元，全县有20万人工作在辣椒产业链

上，带动3.6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15

万人走上致富路。

“办法总比问题多！”这是驻马店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华荣常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作风干练、雷厉风行，经常带头深入

一线进行调研，真抓实干。李华荣身上有

一股干工作不输儿男的“木兰”之风。从

2012年至今，她已在驻马店市食安办主

任的岗位上工作了近10年。在驻马店市

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李华荣带领市监管

部门，在不断解决“难点”和“痛点”中，持

续实现了全市食品安全工作“螺旋式”提

升，取得了突出成效。

“守好底线，争创一流。”谈及近年来

驻马店市食品安全工作取得的成效，李华

荣说，“首先得益于我们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驻马店市委书记陈星、市长朱是

西及市里的四大班子领导带头落实食品

安全党政同责，大力支持食品安全工作开

展，对各项经费都给予了充分保障。遇到

食品安全宣传周、开放日、春节假日食品

安全等重要活动或节点，市领导都带队调

研督查！”近年来，驻马店市主动作为，提

出了要把“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市的创建”

纳入“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文明城市”等

“十城联创”目标，并大力进行落实和推

进。以此为契机，驻马店全市的食品安全

工作得到了大幅提升。

驻马店作为农业大市、人口大市，食

品安全工作事关千家万户，点多面广，工

作难度大。“办法总比问题多！我们经常

深入集贸市场、学生食堂、餐饮单位进行

调研，找准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下大功夫，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一年接一年地干，一

个接一个地解决。近年来，我们驻马店市

的食品安全工作持续实现‘螺旋式’提

升。”李华荣介绍说。

在食品生产领域，驻马店市全面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推行先进管理模式，90%

以上的小型企业和小作坊实现“6S”管

理，70%以上的中型企业推行了HACCP

认证，100%的大型企业完成ISO22000

认证。在食品小作坊领域，重点围绕小油

坊、小酒坊、豆腐坊、血豆腐坊4种业态开

展专项治理，规范食品小作坊生产经营行

为，确保出厂的食品合格。省市场监管局

将该市血豆腐小作坊作为全省样板。

驻马店市还在全省率先建立起覆盖

全市各县区的食用农产品快检数据监管

平台，实现了由人工监管向智慧监管的转

变。充分运用快检手段，严把蔬菜水果入

市关，全市24个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和

159家超市食用农产品快检结果实时上

传至监管平台，并对消费者进行公示。近

3年来，该市已累计上传食用农产品快检

结果 109 万余批次，平均每天快检近

1030批次，先后发现不合格食用农产品

2461批次。监管人员足不出户，通过电

脑、手机即可实现有效监管。

牛羊肉的治理，是驻马店市场监管

系统拿下的“硬骨头”之一。驻马店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市场从业者必须

严把牛羊肉入市关，不得允许没有检疫

证明的牛羊肉入市销售。全市各级食

药监部门积极帮助广大牛羊肉经营户

解决难题：对于自宰户，正阳县协调畜

牧部门设立了临时检疫点，驻马店市中

心城区、西平等县（区）的牛羊肉批发商

自己投资建设屠宰场，畜牧部门按规定

出具检疫证明。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多次到店为批发商户指导“1羊 1

证”的具体办理方法。同时，该局在所

有农贸市场的肉品经营区均设置了醒

目的警示牌——“销售未经检疫的肉品

处10万元以上罚款”！提醒广大肉品

经营者依法经营。

学生食堂的治理和监管、“布鞋厨房”

的打造，是驻马店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的又

一创新举措，在全市引起了不小轰动。为

把学生食堂打造成全市饮食最安全的地

方，该局全力办好“四件事”：打造“布鞋

厨房”；配备温度达120℃以上的消毒柜；

推行“4D”或“6S”管理；建设“互联网+明

厨亮灶”。目前，该市已有1706所学校食

堂完成了“四件事”，占全市学校食堂总数

97%。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市

市场监管部门严把“开学第一餐”，全力消

除食品安全隐患，让学校师生满意、让学

生家长放心。

“对于餐饮环节的专项治理，我们敢

碰硬，先从大饭店、大宾馆抓起。对餐饮

具消毒、食品等抽检不合格的，在媒体上

点名曝光100多家，对全市餐饮从业者产

生了很大触动。”李华荣说。驻马店市扎

实开展宾馆、饭店等餐饮单位集中整治活

动，持续推进“厨房革命”，全面推行了

“4D”“6S”管理，以规范保安全。目前，该

市已有7000多家餐饮单位实现了“4D”

“6S”管理。为破解农村集体聚餐管理难

题，该市每个乡镇（街道）高标准建设了1

个农村集体聚餐示范点，下一步再增加一

到两个聚餐示范点，引导群众主动到食品

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农村集体聚餐示范点

办理红白事。

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严厉查处

食品安全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面对

难点问题不回避，面对棘手问题敢“碰

硬”，从根源上把难点解决好、把难点变亮

点。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真抓实干，

不仅使全市的食品安全工作守住了底线，

而且在稳步发展中持续实现“螺旋式”提

升。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总

工会和人社部门，连续四年举办全市食品

药品稽查执法技能竞赛，评选出市级五一

劳动奖章12名、技术能手43名，系统执

法水平显著提升。驻马店市2020年办理

食品案件2569件，罚没款1968万元。因

工作成效突出，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食品安全工作领域连续9年位列全省

第一方阵。去年，因疫情防控工作表现突

出，该局分别被河南省委组织部和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通报表扬。今年4月16日，

该局被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授予“全国

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5月8日，在刚

刚召开的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执法稽查会

议上，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台作了

典型发言。

根治难点和痛点

食安工作“螺旋式”提升
——访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华荣

5月11日，濮阳县市场监管局

组织瑞璞汽车小镇30余家4S店集

中开展创建市级服务标准化试点

培训，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吕

林木以“标准引领服务，服务成就

品牌”为主题做动员讲话。

本次培训邀请了多年从事质

量、环境、职业健康、商品售后服务

体系的国家评审员作为培训讲师，

围绕GB/T27922-2011商品售后

服务评价体系进行了解读分析，就

标准化试点创建、标准体系的构

建、标准的实施与改进等开展了现

场培训，取得了热烈反响。

今年以来，濮阳县市场监管局

坚持把标准化战略作为巩固质量

强县示范县创建成果，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瑞璞

汽车小镇为载体，积极推进服务业

标准化试点建设，通过树立标杆、

以点带面，助推全县汽车售后服务

质量不断升级。

创建过程中，该局充分发挥

职能优势强化服务指导，以促进

示范试点单位提高标准、改善服

务、树立品牌、促进发展为出发

点，深入示范试点单位了解情况，

在标准体系建设、标准制修订、采

标对标达标等方面强化跟踪指导

服务。

（谢晓辉李哲）

“真没想到，只用了一天，我们就

拿到了《食品经营许可证》，他们的服

务真是太高效了。”5月8日上午，民权

县易食汇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将一面

写有“学习党史悟思想服务群众办实

事”的锦旗送至民权县市场监管局，感

谢该局工作人员的热情高效服务。

民权县易食汇食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食品原材料批发企业，自企业成立

以来，民权县市场监管局以企业发展

为先，积极落实各项服务企业措施，主

动与企业对接，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

员，向企业负责人全面系统地讲解办

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步骤，并指导其整

理申请材料。同时，对企业的装修和

布局进行现场指导，避免申请人因盲

目规划、施工，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

失。待其材料准备齐全核查合格后，

民权县市场监管局特事特办，为该公

司特批了证书办理绿色通道，仅仅一

天，该公司就取得了《食品经营许可

证》，这让企业工作人员既感到惊讶又

满怀感激。

“我们将实施窗口服务提升行

动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内

容来抓，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不

断提升服务基层群众能力，把党史

学习教育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紧密结合，在着力解决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上下功

夫。”民权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邵

忠杰说。 （周杰田启佳）

为进一步加强农资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农资

和坑害农民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连

日来，叶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联合

第三方抽检机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农膜、化肥等农资产品的质量安全抽

检行动。

抽检过程中，执法人员和第三方

抽检机构严格抽检程序，认真做好现

场抽样记录、样品封存等关键环节的

工作。同时，还对经营者的营业执

照、进货凭证、进销货台账记录及库

存农资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截至目前，该局已完成化肥抽样

130余批次，涉及90多个品牌，农膜4

批次。抽检样品已送往第三方检测机

构进行专业质量检验。

（许丹丹许文鹏）

濮阳县市场监管局
标准试点建设
助力服务质量提升

叶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农资商品质量抽检

民权县市场监管局

热情服务获赠锦旗

行 政 监 管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王晋才文/图

李华荣（中）带队检查餐饮企业后厨

4月30日，孔庄村村民在麦地里套种辣椒

柘城县辣椒交易大市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