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宋朝李梦露见习记者于涛

西滑封很多人常说的也都知道的一

句话是：咱西滑封不干那事。最早说这句

话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武陟县西陶镇西滑

封村原党支部书记王在富。

不干啥事?不欠别人的钱不还，不做

不诚信的人，不办不诚信的企业。

三十年前，西滑封村就有大小几十家

集体企业，这些企业都是独立法人，由于

产业政策调整、环保升级等诸多因素，有

几家企业濒临倒闭。

当时就有财务专家给王在富说，既然

这些企业是独立法人，申请破产算了，一

破产，欠银行的钱就不用还了。

王在富书记停了一阵子说：“欠钱不

还？咱西滑封不干那事！”

就这样，村集体担下了一亿多元债务。

“最艰难的时候，村里每月光利息都

要付七八十万元呢！”西滑封村党委委员

王在三说，“现在好多了，本钱还上一大半

了，别说催着还贷了，好多银行都上门想

给我们的集体企业贷款呢！”

西滑封村依托这种“农民式信用”发

展集体经济，如今村集体资产总值超过

10亿元，都是优质资产。

西滑封方便食品生产车间，村民多在集体企业上班，完全变成了产业工人。宋朝摄

综合新闻 2021年9月28日 星期二
责编 / 张豪 版式 / 李英 校对 / 陈群锋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朱军
华赵克勤)“除了味道，午餐还有哪些地

方需要改进的?我们邀请您来品尝，就

是要找到需要改进的地方。”9月23日

中午12时15分，在漯河市实验小学东

南角的小餐厅内，校长张洁春和学生家

长代表一起吃午餐时恳切地问道。

除了严格落实漯河市教育局联合

市政府食安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

的《学校集中供餐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外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通知》外，该校

不定期邀请家长和媒体记者到学校用

餐，以求改进意见。

如今在漯河，像张洁春一样每天陪

学生就餐，已成为全市各个学校校长日

常工作的一部分。今年以来，漯河市各

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均建立健全了食

品安全管理机构，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格局。

在此基础上，漯河市教育局制定了

局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县区和基层学校

工作制度，深入学校和学生一起就餐，

对基层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加强指导，明

确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校长食品

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实行校长陪餐制

度。目前，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733

家，已实现校园食堂“明厨亮灶”全覆

盖，食堂制作、操作以及管理情况随时

接受家长和监管部门的监督，让孩子们

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我们强化学校食品安全日常管

理，重视教育培训，着力培养明白人，实

行闭环管理，在全市有食堂的学校创新

设立733名首席食品安全官，列出首席

食品安全官31项正面责任清单、10项

负面责任清单，推动食品安全各项管理

规定落实落地。”漯河市教育局副局长

孙洪义介绍说。

在监管层面，全市各级教育主管部

门指导所有学校成立由家长代表、教师

代表等人员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督组织，

通过登录“舌尖安全网”“互联网+明厨

亮灶”平台、设立家长开放日、实行家长

陪餐制等形式，对学校食堂及校外集体

配餐单位进行实质有效的“立体式”监

督，积极推进社会共治。各级教育主管

部门协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经常性的

督导检查活动，对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问

题隐患，列出整改清单，第一时间下发

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对突出问题立即

挂牌督办，并通过“回头看”夯实巩固整

改成果。据统计，今年已对37所学校

169项问题进行了挂牌督办。

“全市建立健全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强化问责追责力

度，对不认真履行学校食品安全监督责

任、管理责任、主体责任，不按照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要求落实食品安全措施，发

生食品安全事件或食物中毒事故的，坚

决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漯河市教育局

局长甘德建说。

□本报记者宋朝李梦露见习记者于涛

前几天，60岁刚刚退休的王建平领

到了每月860块钱的退休金，而比他大

35岁的王会海当月领到的退休金和老龄

补贴共计2370元。

王建平和王会海是武陟县西陶镇西

滑封村村民，在西滑封村，所有退休村民

都可以领到退休金。

9月7日，65岁的李晚在西滑封居民

小区晒太阳。她说她现在每月领的退休

金是1300多元。

为什么西滑封村村民退休后都能领

到退休金?因为西滑封村给所有村民都上

了一道保险。

西滑封村一直走的是“集体主义道

路”，地少、企业多，村民尽管还是农民身

份，但基本都在企业上班。

2006年前后，国家鼓励企业职工参

保，西滑封一揽子解决了农民养老问题。

当时村里的年轻人都在企业缴了社

保，这一块不用考虑了；60岁到64岁这

批人，国家允许补缴社保，村集体一次性

拿出480万元，解决了他们的退休养老问

题；65岁以上的村民，不在补缴社保的范

围，村集体就参考当地职工的退休待遇，

每年给这些村民发放退休金。

最早像王会海这样由村里发放退休

金的共80人，现在还剩50人，2020年全

年村里总共给他们发了104万元。

“西滑封村老人，人人有退休金，钱领

得都不少，农村消费低，还能攒点钱。”西

滑封村会计王金明说。

□本报记者宋朝李梦露见习记者于涛

75岁的崔更穿了一双黑面白底飞织

运动鞋，白鞋底很白，没有一星泥点子：

“不走土路，不下地干活，沾不上泥巴！”

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村所有的“退休

农民”都和崔更一样生活得很“拽”。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是当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壮大集体

经济、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我们西滑封不存在‘三变’，我们一

直走的就是集体主义道路。”西滑封村党

委书记王有利说。

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的时候，时

任西滑封村党支部书记王在富把全村的

土地留在了村集体，作为重要资源的土地

变成了资产，为之后西滑封集体企业发展

创造了空间。

土地资源变成资产的回报是每亩地

粮食产量的折算，至今村民“不种地、能分

粮”。

集体经济的持续壮大，让西滑封村有

钱给村民办事。国家惠民政策落地和

2006年一次性480万元的社保补缴，使

西滑封每一位村民退休后都能领取每月

800元到2000多元的退休金。

1998年，西滑封出现了一个新词：劳

力股。

解释是：从1998年倒推至1988年，

这十年，村民在村集体企业务工发放的工

资总额，按1∶1的比例记在村集体的账

上，叫“劳力股”，如果这10年你拿到了

11万元工资，你账上的劳力股价值同样

是11万元。

“现在村里50多岁的人多少不等都有

这个股份，当时配发的劳力股是6000多万

元，水费、电费、燃气费、医保、村民公寓的个

人出资部分，都可以从劳力股中支付，有急

事还能支付一定数额的现金。”西滑封村党

委委员王在三说，现在村民的劳力股还剩

下2000多万元，好多人愿意留下这个劳力

股，因为它每年都有分红收益。

村民手中的现金的出路是：到集体企

业入股，股份收益比存在银行的利息高多

了。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

西滑封村1380口人，村集体资产超

过10亿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7万元，

他们在集体这条康庄大道上，实现了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目标。

□本报记者李梦露宋朝见习记者于涛

9月7日早上，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

村75岁的崔更在沁河大堤上跑完五公里

回到家，老伴翟正荣已经做好了两人的早

餐。

崔更的大孙子25岁，去年结婚，他们

给大孙子包了两万元的红包。

崔更发红包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家

庭惯例”。

“我们家每个孩子考上高中奖励

5000元，考上大学、研究生奖励1万元，

结婚给两万元。”崔更说，不光男孩有，女

孩也有；不光孙子有，外孙也有。

崔更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底下有

三个孙子、一个孙女、一个外孙和一个外

孙女，孙辈里除了小孙女还在读初中，其

他人都考上了大学，大外孙女正在读研。

“孩子们只管往上学，红包管够!”崔

更说。

出手“阔绰”的夫妇俩，其实没赚过什

么“大钱”，除了村里组织的旅游，老两口

基本不怎么出门。

红包里的“真金白银”是咋来的呢？

退休金。

崔更在村办集体企业当了一辈子会

计，老伴也是农民，跟崔更同岁，年轻时

也在村企业里干活，同样享受退休待

遇。2006年，村里为他们补缴了社保，

现在老两口每人每月能领2100元的退

休金。

住着集体分配的130平方米的公寓，

不用花钱买房子；粮食是集体分的，菜也

便宜，一个月老两口花不掉1000元；但退

休金每年就有5万多元！

崔更的另外四个孙辈都到了婚嫁的

年龄，每人发两万元红包一共就是8万

元，这8万元准备好了吗？

崔更一点都没犹豫：“有！现成的！”

大河有水小河满

□本报记者张莹通讯员王延超

“直播间的各位老乡大家好！咱和尚

桥镇蒋庄自种的葡萄熟啦！咱园里的葡萄

不催熟，全是自然生长，味道好极了！果园

采摘期一直到10月，欢迎大家来采摘游

玩！”

9月26日，坐在摄像头前、胸前戴着党

徽的长葛市和尚桥镇蒋庄社区第一书记岳

宇，开启了第二次直播带货，一边说一边揪

下一颗葡萄放进嘴里：“真甜！”

蒋庄位于城西天河路与森源西路中

间，交通便利，社区有大小果园10多个，占

地超200亩，种植樱桃、李子、桃子、葡萄、

梨等水果。

2020年3月，长葛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选派岳宇到蒋庄任第一书记，他帮助果

农引进了巨峰、雨水红、奶油王、阳光玫瑰

等10多个优质葡萄品种。

疫情期间，岳宇在抖音上偶然刷到第

一书记为当地农副产品直播带货的视频，

给了他灵感：“现在已经不是‘酒香不怕巷

子深’的时代了，要学会勤吆喝！”

“直播带货、短视频宣传，这些新方

式都要学习，要想为百姓办更多实事，就

得不断学习、开拓。”岳宇说。在长葛市

电商办的帮助下，岳宇注册了用于直播

带货的抖音号，亲自当起蒋庄水果的“代

言人”。

“因为疫情，大量果子卖不出去，没想

到直播带货能卖这么火，两万多斤葡萄

不到两周就卖完了，多亏了岳书记！”时

家葡萄园负责人时书旺说，当天有近百

个电话打进来，长葛市内几家大的果业

批发商也来购买，很多人结伴开车到果

园采摘。

“蒋庄社区直播卖货的经验值得总

结，我们将在全镇各村进行推广！”和尚桥

镇党委副书记杨晓飞说。

□本报记者李梦露

焦作汇力康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小而精的食品加工企业，总公司位于武

陟县乔庙镇工业园，占地不到50亩，却

有318名员工，基本上只生产牛轧糖相

关产品。

为什么对牛轧糖情有独钟？“像我们

这种起步晚的小型食品加工企业，最适

合的发展方式就是找一个空白的细分市

场，迅速研发产品去占领它。”9月24日

下午，焦作汇力康食品公司总经理职红

海向上海来的记者介绍公司情况。

为给10月中旬在上海举办的“第

二届河南优质农产品展会”预热，9月

24日，省农业农村厅邀请上海广播电视

台、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等主要媒体记

者来豫调研采访河南优质特色农产品

加工企业。

调研的首站是焦作市，除焦作汇力

康食品有限公司外，沪媒一行还调研了

河南天香面业、河南旭瑞食品和怀山堂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省级农业龙头企

业。

“我们过去主要是为上海的食品企

业代加工冷冻切片曲奇和马卡龙，2016

年开始独立研发并推出了软牛轧夹心

饼干。”职红海说，除了重视产品的独创

性和质量，他们还非常重视产品包装，

请了上海的设计公司来做。

“花的力气不小，但值得。”他说，目

前，牛轧饼干成了网红产品，市场占有率

达70%，年电商销售额破亿元，线下零售

网点约10万家，覆盖全国所有省份。

和汇力康比，天香面业、旭瑞食品

和怀山堂的转型更相似，他们原本的产

业都已经做到了龙头，还是大胆尝试开

拓新的道路。无论是天香面业从主产

面粉到生产挂面、荞麦面，还是旭瑞食

品从饲料生产到尝试鸭子养殖、屠宰、

深加工一条龙生产，怀山堂从生产销售

鲜食怀山药到生产营养便捷的怀山药

粉，走的都是延链升级发展的道路。

“以前对河南的印象就仅仅是农业

大省，没有更多的认知，这次深入走访

河南的这些农业企业，我有了很多新的

认识，没想到河南的农产品深加工已经

做得这么好了，生产链条非常完备。”调

研现场，新民晚报记者姜燕说，“希望今

后能通过豫沪农业合作的平台将这些

优质产品推向上海，推向全国。”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9月 23

日，以“庆丰收 颂党恩 谋振兴”为主

题的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罗山

县系列活动在罗山县何家冲学院举

行。

8时30分，何家冲学院初心堂广

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团服务

站”“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党性教育基

地”“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罗

山分院”相继揭牌成立。

广场两侧，各类展示区不仅实景

还原现代农业技术，还有农具实物、文

化墙等艺术展示形式，全面展示农耕

文化和民风民俗。

活动现场，罗山皮影戏、罗山大鼓

书、打糍粑、剪纸、食物雕刻等非遗民

俗展演，令游人眼前一亮。

记者在农事活动体验区看到，竹

编、绳编、爆米花、做豆腐、打糍粑、割

稻谷、打草绳等活动，剥玉米、剥板栗

等趣味比赛，吸引众多游人前来体验。

在农产品展销会上，豫南名特优

农产品琳琅满目，各乡镇将自己的特

色产品摆上架，供游客品尝选购，网红

主播现场搭建带货直播间，向网友推

介特色农产品。

当天下午，由罗山县县长余国芳

主持的第三届中国乡村振兴何家冲论

坛成功举办。

“罗山县始终认真贯彻落实各项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着眼服务好农业

企业和广大农民，全力推动乡村振兴，

努力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

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留得住乡

愁的美丽家园，奋力为建设信罗同城化

新兴增长极、高质量发展试验区、乡村

振兴先行区、生态文明实践区、全域旅

游示范区‘一极四区’新罗山作出贡

献。”罗山县委书记周哲表示。

“咱西滑封不干那事!”

崔更的红包储备

养老，不愁

第一书记“代言”蒋庄葡萄

“没想到河南农产品深加工做这么好”

漯河严守校园“舌尖上的安全”

丰收时节，罗山好热闹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邵
海华 孙俊旗）9月23日是“中国农民

丰收节”，尉氏县张市镇万亩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内，秋收基本结束，收获后的

喜悦洋溢在村民脸上。

“今年七、八月份遭遇了持续强降

雨，咱们高标准农田便利的排涝功能发

挥了大作用，庄稼整体收成影响不大。”

张市镇沈家村党支部书记石长锁说。

其实，今年麦收前，张市镇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还曾遭遇大风、暴雨的

侵袭，也同样经受住了考验。

“因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田成方、

林成网，树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风速，倒

伏范围小一些。而且沟渠修建规范，排

水及时，也可以有效减灾。”张市镇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承建单位负责人杨亚伟

说，看到自己团队打造的高标准农田成

功抵御了灾害，感觉很有成就感。

最有说服力的是当地种粮大

户。陆爱东是畅加种植合作社负责

人，在示范区内流转了近300亩地。

“今年尉氏县小麦粮王争霸赛中，俺以

858公斤的亩产刷新了县里小麦亩产

纪录，还上了央视！”陆爱东自豪地说。

“地虽然多，但种起来毫不费力！”

陆爱东说，现在种粮的所有环节都已经

实现了机械化，几乎不需要体力劳动。

“现在这个地成宝贝了，俺心里

有底了，也敢干了！”陆爱东说。

9月26日，

正阳县熊寨镇王

大塘村村民在喜

售花生。本报记

者 黄华 通讯员

高万宝摄

尉氏农田高标准 种粮有底气

乐
丰
收

进村入户看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