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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逐步下降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廖涛王
修文）中国民族涂料第一品牌三棵树公

司落户南召，连续四年实现利税高速增

长；亚太地区最大的涂料制造商立邦集

团，在南召投资10亿元，启动建设智能

化工厂……4年来，一大批国内500强企

业相继落地，强壮了工业经济的筋骨，南

召工业振兴全面提速。

从粉体原料生产，延伸到绿色建

材系列产品，到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回

收——围绕碳酸钙产业，27个项目强势

入驻，5家省级研发中心应运而生，总投

资近43亿元，年实现销售收入10亿元，

利税3.5亿元。据统计，2017年以来南

召县累计集中开工项目206个、总投资

303.68亿元。

4年来，南召县紧盯项目建设不放

松，设立“擂台赛”，举行“大比武”，坚持每

月7日上午集中开工项目，下午谋划推进

项目，通过建立集中观摩、会议点评、督导

检查、结果运用制定，营造比作为、比担

当、比干劲的浓厚氛围，一大批投资规模

大、建设进度快、社会效益好的重大项目

落地建设，为工业振兴发展提供支撑。

南召县树立上下“一盘棋”意识，一切

围绕项目干、一切围绕项目转，立足职能

职责，创新服务举措，提高办事效率，密切

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在项目推进保

障上，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

班、一套机制的“四个一”推进机制，实行

“首席服务员”制度，提供综合服务保障，

加强金融机构协调力度，去年以来累计帮

助38家企业协调各类贷款6.1亿元。

2020年，南召县谋划争取中央投资

项目279个，总投资283.41亿元，到位资

金8.68亿元，位居南阳市第4名；谋划申

报地方政府债券项目110个，争取资金

11.08亿元，争取资金额度位居南阳市第

4名；谋划乡村振兴战略重大项目128个，

总投资306亿元。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宋会
杰程绍琦）近日，宜阳县高村镇初级中

学大松树下，八年级5班全体学生围坐

在一起听了一节别开生面的主题班课，

班主任用鲜活的“村言村语”，搭配生动

的案例，给孩子们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该

镇的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历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高村镇区域

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纪彰党支

部。”班主任手里拿的教材是该镇充分

挖掘本土红色资源、收集发生在高村

镇的革命英烈故事，整理编纂而成的

党史学习教育读本《烽火硝烟》。“我之

前总觉着党史学习教育离我们很遥

远、没什么真实感，这次听到了过去发

生在我们镇上的革命故事，踩在脚下

的这片土地，更加鲜活生动了起来，我

们也更热爱这片红色热土。”学生周冰

毅捧着《烽火硝烟》，读得认真细致。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阳县

着力盘活本土红色资源，打破单一的灌

输式学习教育模式，除了开会、看纪录

片、阅读相关书籍等常规动作，该县不

断创新党史宣讲和学习形式。如编纂

完善本土党史学习教育读本，到老党

员、退伍军人、脱贫群众等家中“送学上

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进医院

等活动，在主题班会、宣讲会上播撒红

色火种。持续推动红色资源动起来亮

起来活起来，以红色文化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

全民读典籍、全民学党史在宜阳县

各行业各领域掀起热潮、蔚然成风。该

县组织百姓宣讲团，走进工厂、企业、学

校、社区“打卡”，将党史学习教育搬到田

间地头、走进百姓中间，红色党旗飘起

来、红色书籍讲起来、红色歌曲唱起来、

红色故事“活”起来……确保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在全

县营造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浓厚氛围。

5月17日，沁阳市王占中心小学学生

在大课间演练太极扇。该校把太极文化

进校园作为学校的特色课间操进行推广，

丰富了校园体育运动的形式。杨帆摄

□本报记者宋朝马丙宇焦莫寒李梦露

5月16日凌晨，辉县市下了一场雨。

雨后的早晨，初升的太阳映照着太行

山的白云，天上就有了好多条彩带，清新

的空气中夹杂着丝丝凉意。

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孟庆辉的十周岁

生日，吃过早饭后，这个周日不上学的常

村镇中心学校三年级学生卧在沙发上看

电视，也许有点凉，他在身上披了一条条

状花纹的毯子，猛一看，还以为沙发上卧

了只小老虎。

找到了！

他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11年淅

川16.6万移民中年龄最小的、出生不足

24小时就北上1000里到辉县市常村镇

的移民孟庆辉。

早上5点，孟庆辉的爸爸李金培和妈

妈彭兴梅就去大棚里采收黄瓜了，陪伴孟

庆辉的是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李莹。

姐弟俩抢话，还互不服气，争着辩着，

李莹一把把孟庆辉推倒在沙发上。

“我学习还行吧！全班50多个人，我

在前15名！”

李莹笑他：啥前15名，你还考过20

名呢！

客厅的墙上贴了不少奖状，好几张都

是孟庆辉的，有两张是“好孩子”奖。

淅川县仓房镇沿江村整体搬迁到辉

县市常村镇后，仍然叫沿江村，也叫常春

社区，只是沿江的“江”没有了，村后多了

太行山的余脉，变成了事实上的“沿山

村”；江没了，水来了，距离村子不足10里

地，就是南水北调干渠，渠里流淌的是老

家淅川的丹江水。

和孟庆辉一样，沿江村的适龄儿童都

在常村镇中心学校上学。

常村镇人大主席王志勇说：为了让移

民儿童迅速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学校专门

从移民的老师中选了一位责任心强的老

师进入学校领导班子，专门负责这些学生

的特别管理和心理疏导。

个头1.4米的孟庆辉有远大、丰满的

理想。

问他将来上清华还是上北大，他很淡

然地说：那就上清华吧！

他上清华的理由更奇葩：清华里面有

个清水的“清”字！

问他喜欢老家淅川还是喜欢新家辉

县？孟庆辉思索了一会，给出了一个出人

意料的答案：“我喜欢昆明！”喜欢昆明的

理由更奇葩：姥姥家的烤肉好吃！

孟庆辉喜欢昆明，想吃烤肉的时候，

他的妈妈彭兴梅还在大棚里采摘黄瓜，这

个生在昆明、嫁到淅川、住在辉县移民安

置点沿江村的女子，当天要和丈夫李金培

在她家4亩大棚里摘下客户采购的500

斤小黄瓜。

孟庆辉80岁的奶奶李秀文来了孟庆

辉家，她用手理了一下头上的银丝说，她

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四家都搬迁来了，她

现在自由得很，想去谁家吃就去谁家吃，

想在哪家住就在哪家住。

又过了会儿，孟庆辉的姑姑孟华也来

了，这个50多岁的女子“笑起来真好看”，

像极了电视剧《山海情》的女主角水花：

“俺二弟两口子忙得很，俺当家的在新乡

上班，三个孩子大学毕业都在外地工作，

我今年没出门打工，天天跑二弟这院儿给

他们刷碗做饭！”

沿江村党支部书记叫万志斌，1964

年生。他说自己在老家淅川县打了30多

年鱼，移民到辉县后，开了个“万家鲜鱼

庄”，水鸭子变成了旱鸭子、卖鱼的变成了

买鱼的、捕鱼的变成了杀鱼的。

万志斌说，沿江村搬迁后，生活便利

了，挣钱的路宽了，就医上学方便了，一个

字：好！

孟庆辉站到了万志斌的眼皮底下抬

头听大人说话，万志斌摸着孟庆辉的头

说：沿江村的这个小家伙现在成名人了！

沿江村乃至辉县的7个移民安置点

整体情况如何呢？敬请关注下文。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5月17日，省

政府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调

度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时的重要指示和胡春华副总理重要讲话

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在

听取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13个脱贫攻

坚责任单位汇报后，他指出，今年以来，

各责任单位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做到了思想不松、政策不变、力度不减，

实现了成果持续巩固、政策逐步衔接、大

局保持稳定。

武国定强调，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按照

“四个不摘”要求，落实过渡期政策，确保

不出现规模性返贫。要全面加强对“两

类户”的动态监测帮扶，持续巩固“两不

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着力促进脱

贫人口稳定增收，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

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管好用好财政资

金、金融资金等各类帮扶资金，严格落实

行业部门责任，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

效更可持续，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的底线，努力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上走在全国前列。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李继明）5月

17日，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召开扩大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和视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及省委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省政府党

组扩大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厅学习贯

彻落实工作。厅党组书记宋虎振主持会

议并讲话，会议还研究了省委党史学习

教育第七巡回指导组来省农业农村厅有

关巡回指导工作。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是对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

发展的科学擘画，对我省加强水源区保

护、做好移民后续帮扶、抓好粮食生产、发

展中医药、培育特色产业等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的关心厚望，充分体现了对“国之

大者”的深远考量，充分体现了对一亿河

南人民的深情牵挂，为河南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让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备受激励和鼓舞，信心决心更加坚

定。全厅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付凌晖17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

示，随着“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出

生人口性别比在逐步下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各

个年龄男性人口合计比女性人口多3000多

万。付凌晖表示，这多出来的3000多万人口

其实是分布在不同的年龄，其中20岁至40岁

的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了1752万人，性别

比是108.9。

“青年当中，男多女少问题是面临的一

个现实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婚恋

关系的确立受年龄、生活地域、个人品德、教

育水平、价值观念、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年龄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应该从

多角度研究当前面临的婚姻问题。”付凌晖

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永
安）5月13日，在鲁山县瓦屋镇土桥村

附近的食用菌种植生产基地，一帮工

人正在堆积如山的锯末前加工着香菇

菌种袋。

“要不是鲁山县和邻县森林抚育产

生这么多枝条，咱生产香菇就会缺原材

料。绿水青山给咱带来的效益还真是

不小！”瓦屋镇致富带头人、大潺寺村党

支部书记雷根宪在菌种袋生产线旁高

兴地说。

雷根宪和另一位农民匡长军返乡

创业，利用当地丰富的森林抚育剩余

物，建设一个“香菇小镇”项目，年种植

香菇1000多万袋，直接带动300余人

务工。

鲁山县林业局局长张文艺介绍，

三年来，该县森林抚育工作取得一举

多赢的效果，通过45.24万余亩中幼林

抚育，获取栎木剩余物20万吨，助力发

展食用菌8000万袋，提供就业岗位

5000余个，创造经济效益4.8亿多元。

鲁山县林地面积218.5万亩，森林

覆盖率56%，现有栎类林木面积190

万亩，中幼林面积达120万亩以上，森

林抚育任务繁重。三年来，该县拿出

45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森林抚育工

作，高标准完成森林抚育任务45.24万

亩，验收合格率达98.3%以上；同时完

成新造林10.69万亩，年均造林3万多

亩。今年4月3日，《人民日报》对该县

的林业生态建设成效进行了报道。

武国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调度会上强调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省农业农村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努力在乡村振兴上实现更大突破

鲁山森林抚育一举多赢
食用菌8000万袋
经济效益4.8亿元

宜阳 党史学习教育进万家
南召 重大项目建设硕果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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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辉说：那就上清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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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袁伟东赵君明

“我被大家伙儿喊回来收拾‘烂摊子’

哩！”5月6日，面对记者采访，临颍县固厢

乡小师村党支部书记师干杰爽朗地笑了。

“那时候村里都是泥路，晴天一身

土，雨天两腿泥，衣裳都没干净过，出个

门可不方便！”“干杰那时候在市里做生

意哩，手头有点儿小钱，人也不赖，村里

老少爷们都想着让干杰领着大家伙儿

干……”说起过去的事儿，小师村的老党

员们都是滔滔不绝。

那个时候，师干杰也很纠结，当时是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小师村村民主

要靠种地为生，村里办了一个小企业，对

外负债累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师干

杰也怕辜负了全村老少爷们的期望，犹

豫再三，还是接下了这个“烂摊子”。

“倒蛋”大队谱写“孵化曲”

师干杰上任伊始，就开始整顿村班

子，全员上阵，打好履新致富仗。“火车跑

得快，全靠车头带！”这是师干杰常说的

话。

当时，有村民加工咸鸭蛋到临颍县

城和邻近地市许昌去卖，收入明显比种

地高。看到这种情况，师干杰就带领村

干部跑武汉、上郑州，摸底考察市场，决

定带着村民在“倒腾鸭蛋”上做文章。

“老师这些年倒腾鸭蛋还真弄成事

儿了！”村民们都这样评价师干杰。他以

村集体的名义成立“小师农工贸总公

司”，推行“公司+农户”经营模式，把群众

组织起来成立“倒蛋”大队，从农户手中

将加工好的鸭蛋收集起来，然后由村“总

公司”把鸭蛋卖到郑州、武汉等大城市，

就这样一步一步积累，到1997年年底，

村里不仅还清了外债，村集体收入也积

累了50多万元，小师村迈出了发展的第

一步，也有了第一批“孵化”资金。

特色产业发展唱响“进行曲”

有了资金，小师村就开始转变思路，

摆脱以前小打小闹的商户小贩模式，实

行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建成鸭、种

鸡、商品鸡三个养殖场，并配套相应的饲

料厂，形成了规模化。

就这样，小师村慢慢地发展壮大，村

里也逐渐有能人做大做强，自己成立合

作社单独搞“倒蛋”产业。

直到2012年，由于全国养殖政策变

化，小师村总公司的养殖模式逐渐不能

适应时代的发展。师干杰便和村班子商

量，决定整合村内资源，把养殖模式改为

禽蛋加工，并成立了禽蛋加工合作社和

农业专业合作社，小师村的公司也变更

为“小师康庄实业有限公司”。村集体拿

出85%的股份交给村民，由集体制转变

为股份制，继续以“公司+农户”的模式经

营，以订单的形式来大批量订购周边县

市禽蛋。参与股份的大户村民“以大带

小”，平均每个大户能带出20名村民从

事禽蛋加工，以此来带动大家共同创收。

目前，小师村80%的农户都在合作

社里入了股，从事禽蛋食品加工，年人均

效益达18000多元，全村仅此一项就年

创收2600万元。小师村的咸鸭蛋品质

也得到了周边群众的一致好评，物美价

廉成了小师鸭蛋的最大卖点，小师村成

为远近闻名的“倒蛋”村。

（下转第二版）

临颍县小师村

“倒蛋”三部曲成就“明星村”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郑卫光）

5月15日，由纳米科技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全国）、河南省科技厅、粤港澳大湾区先

进电子材料技术创新联盟、深圳先进电子

材料国际创新研究院、河南大学、济源产

城融合示范区管委会、济源市人民政府联

合举办的纳米电子材料产业技术高峰论

坛在济源拉开帷幕。

来自全国纳米电子材料相关领域的

院士、国家科技领军人才、高校院所专家

与河南省相关部门领导、企业家、投资人

等共计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纳米

新材料、技术产业化前沿、产业功能区如

何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热点话题，

推进纳米技术产业高端交流、合作对接与

创新发展。

近年来，济源将纳米产业作为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

载体，先后出台了支持纳米材料产业发展

的多项政策，连续5年，每年对纳米省重大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支持500万元，将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解决好从“科学”到

“技术”的转化，在每个环节实现产学研深

度融合，产学研各方共同介入创新。

济源抢跑纳米科技赛道
纳米电子材料产业技术高峰论坛济源举行

孟庆辉在蔬菜大棚里 李梦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