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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三个一线”工作法成产业发展“红色动能”

种养循环经济强村富民叶县杨林庄村

汤阴县韩庄镇

整治提升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张斌）成

功培育2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9家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家国家级“小巨人”

企业、9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家

全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业集聚区

成功“晋级”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今

年以来，修武县压紧压实党建第一责任，

聚力聚焦发展第一要务，创新“三个一

线”工作法，为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注入

“红色动能”。

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充分发挥“头雁”

效应。修武县明确指出对招商成效显著

的干部“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树牢“谁

英雄、谁好汉，招商引资比比看”的鲜明导

向，抽调12名党员干部组成招商小分队，

聚焦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等产业发达

地区，专职开展项目信息收集、分析研判、

项目对接，最大程度激发各级干部干事创

业的内生动力。

在招商引资这场“全民战役”中，一批

优秀干部脱颖而出。修武县产业集聚区

管委会招商引资局局长陈义林，以盘活

“僵尸”企业的方式成功引进总投资2.2亿

元的金刚石微粉生产项目，不仅效应倍

增，更为精准招商提供了新路径、探索了

新模式。

组织阵地建在一线，突出强化“雁阵”

效果。目前，河南华东电缆实现了党的组

织和工作全覆盖，15名安全生产党员先

锋队队员每天对车间内的生产线全面排

查，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红色屏障”。

“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以

‘钉钉子’精神，将安全生产落到实处。”

近日，河南华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董事长陈剑平说，“不仅是安全

生产，技术研发、仓储物流、外贸出口，每

个环节都有企业党员的身影。依靠党建

引领，企业发展有了新引擎，我们有望纳

税超过1000万元，为修武经济发展再尽

绵薄之力。”

组织生活开到项目一线，围绕“万人助

万企”活动开展“我送服务到企业”支部大

会，以此增强党员干部的使命感、责任感。

截至目前，修武县共引进省外项目25

个，总投资达94.1亿元，同比增长13.9%，

实际到位资金 45.6 亿元，同比增长

3.88%。全县9家停产半停产企业、984亩

低效利用土地、8.6万㎡闲置厂房被有效处

置，引进新上“腾笼换鸟”项目10个。

经济发展逆市上扬、高歌猛进，一幅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正在修

武大地上渐次展开。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陈
健）正阳县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

把党史学习教育中涌现出来的激情

转化为为企业解难题、为群众办实

事的热情。党员干部重点走访企业

和群众，并建立问题清单，逐个消化

解决，得到了县内企业的好评，受到

了人民群众的称赞。

成立高规格指挥部，推进“万人

助万企”活动。该县成立36个由县

处级领导挂帅的“万人助万企”活动

工作专班，深入79家企业了解存在

的问题，听取企业意见。根据发现

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及时协调，

逐项解决，真正帮助企业解难纾困，

切实提升服务企业水平，提高企业

满意度。截至目前，已召开座谈会

86次，收集问题173件，已解决企业

反映问题70件，转办103件。

着眼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认真加以解决。该县残联邀请专家

为全县100余名精神及智力障碍患

者进行鉴定、办证，解决了残疾人办

证难问题；县人社部门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种植养殖、食用菌种植等实

用技术培训，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

业岗位1200多个；县自然资源局集

中排查农田水利设施机井4251眼，

发现问题机井607眼，目前已清理

整修258眼。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王自力）

“通过近几日的突击检查，各村都能按

照要求开展‘六清’治理‘六乱’工作，

但个别村存在工作不踏实，有应付现

象，现予以通报……”12月3日上午8

时，民权县花园乡机关干部工作例会

上，该县副县长、花园乡党委书记张方

杰对全乡环境卫生整治活动督查情况

进行通报。

为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助力乡村振兴，11月以来，花园乡

深入开展冬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通过采取“点穴式”督查，切实提升

乡村环境“颜值”，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营造整洁卫生的居住环境。

张方杰介绍，为确保环境卫生整治

质量，该乡成立了一支由乡纪委牵头、

乡农办等部门组成的一线督查组，采取

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突击查岗、重点抓

拍的方式，对各村大街小巷、房前屋后、

坑塘、河道以及公共场所开展环境卫生

情况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拍

照、现场交办，责成各责任人按照要求，

立行立改。通过抽查和巡查等方式，对

前期发现的问题进行“回头看”，根据问

题清单，逐项检查整改落实情况。同

时，对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不担

当、不作为、不落实等突出问题，加大监

督执纪问责力度，为打好打赢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攻坚战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张百
瑞）为开展好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

动，进入12月以来，汤阴县韩庄镇组织

全镇33个行政村的村“两委”干部和公

益岗人员对人居环境进行全方位、无死

角彻底整治，改善乡村面貌，擦亮乡村振

兴底色。

此次整治行动通过清垃圾、清污水、

清沟塘、清违建、清杂物和清残垣断壁等

“六清”举措，彻底治理乱堆乱放、乱倒乱

扔、乱搭乱建等“六乱”突出问题，着力打

造干净整洁、宜居亮丽的乡村人居环境。

在整治行动中，该镇的镇、村干部带

领村民积极参与，开展捡拾垃圾、清扫地

面、清理杂物等活动，既清理道路、广场

等“面子”，又打扫小巷、房前屋后等“里

子”。大家自觉主动地参与到村里的美

居行动中来，彻底治理农村乱堆乱放、乱

倒乱扔、乱搭乱建等突出问题。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旭歌）

“真是非常感谢！有了这笔资金，俺对合作

社日后的发展就更有信心了！”12月6日，

宝丰县商酒务镇韩庄村虎狼爬岭的欣荣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金亮对该县农业农

村局工作人员说。

欣荣种植专业合作社是该县农业农村

局当“红娘”牵线搭桥，帮助企业融资众多

成功案例中的其中一个。欣荣种植专业合

作社成立于2015年，主要经营果树等的种

植与销售，该社引进的“秋月梨”以汁多脆

甜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供不应求，急需扩

大种植面积，但因合作社资金短缺，后期发

展受到严重限制，该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

员了解到该情况后，积极与邮储银行沟通，

帮助合作社获得审批贷款50万元。

为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推进农

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提升规范化水平，强化

服务带动，该县农业农村局积极拓宽工作思

路，拓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加强

与邮储银行、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

的沟通协调，围绕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深化合作，创新发展，帮助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以较低的融资成本快速获得金融

支持，破解“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难题，助

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健康发展。

截至目前，该县农业农村局已持续向邮

储银行推荐信誉高、口碑好、潜力足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600余家，其中460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已获得审批贷款，共计1.4亿元。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付留
兵）“多亏了新乡贤的支持，让我靠特色

养殖盖起了新房子，儿子还娶上了新媳

妇。”12月5日，周口市淮阳区王店乡的

脱贫户皮继恩谈起“80后”新乡贤赫爱

霞，笑得合不拢嘴。

赫爱霞是冯塘乡路营村村民，把

养鸭做成了大产业，带动了一方群众致

富。“回乡办个养鸭合作社，创建陈都鸭

蛋品牌，惠及家乡更多农户。”赫爱霞是

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赫爱霞的

带动下，村民年人均增收上千元。

赫爱霞的姐姐以前在家里养了

两千多只鸭子，收益不错。当时只有

30多岁的赫爱霞，看到国家出台了许

多鼓励创业的优惠政策，受到乡贤回

村的感召，毅然返乡开始了自己的养

鸭事业。

赫爱霞外出考察，借鉴沿海地区

成功的养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蛋鸭

养殖合作社，实行“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合作社一开始只有五人入

社，发展至今已有200多户社员，覆

盖淮阳、商水、西华等地。目前合作

社拥有鸭子30多万只，每天产鸭蛋达

10余吨，销售市场遍及北京、上海、江

苏等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蛋鸭产业

链，吸纳了很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赫爱霞说，她会进一步利用国家

扶持政策，开展无抗养殖模式，吸纳

更多脱贫户就业，惠及家乡更多群

众，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邢博）

“像这个枝条必须剪掉，它会吸收果树的

养分，影响明年黄桃的品质。”12月5日，

在灵宝市故县镇城东村的黄桃基地，该

村农业技术指导员王玉龙正在给村民现

场讲解黄桃果树的修剪技术。

近年来，城东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的模式发展黄桃种植业，大力实施

无公害生产、精品带动和科技兴果战略，

精心打造特色黄桃品牌，引进了口感好、

耐贮存、品相优的83黄桃、黄金冠等优质

黄桃进行种植，产品远销北京、山东等地。

说起今年的黄桃收益，该村57岁的

贾化丽乐得合不拢嘴。“我栽植的100亩

黄桃，每亩可收入8000元以上，每年黄

桃还在树上，很多客商就上门签订收购

合同，还有相当一部分通过电商销售，根

本不愁销。”贾化丽说。

目前，城东村黄桃专业合作社种植面积

达2000余亩，年产量700万斤，收入1000

余万元，带动周边各村300余户村民种植黄

桃，黄桃成为群众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我们将围绕黄桃产业，加强技术管

理，提高果品质量，通过打造农副产品电子

商务交易市场，形成一村一品产业链，增加

群众收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城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稳禄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焦
萌范旭东）“俺村有个‘托牛所’，村民养

牛有着落，循环经济好处多，日子越过越

红火。”12月6日，叶县常村镇杨林庄村

村民张小东用几句顺口溜表达出内心的

喜悦，“俺和邻居的100多头牛全托管在

‘托牛所’里，心里踏实得很。”

杨林庄村有荒山面积3000多亩，草

茂林丰，非常适合畜牧养殖。2017年，该

村投资150万元成立了叶县澧源牧昌养

殖合作社，建成了500个畜位的“托牛

所”，让养殖户的牛全部住进“托牛所”，

实行统一引种、统一饲养、统一防疫、统

一保险、统一销售“五统一”模式进行养

殖。

“你看，这些牛个个膘肥体健，我们

的饲料可是‘独家秘方’。”在“托牛所”

里，该村党支部书记李建平说，原来这些

牛在山上吃的大部分是花生秧以及榨油

后的油饼，这些饲料富含粗蛋白质和氨

基酸，非常有利于肉牛的生长。为了形

成闭合的产业链，该村从外地引进高油

酸花生种植技术，成立了高阳种植合作

社，组建了花生种植服务队，为农户提供

技术服务，积极引导农户种植花生。目

前，该村花生种植面积近700亩，为肉牛

养殖提供了充足的花生秧饲料。

为了增加收益，该村以“村民入股+

村资金互助贷款”方式投资20万元又成

立了澧源鲜油坊。“仅油坊这一项，每年

就可为村集体增收4.5万元。”李建平说，

“土地种植花生，花生榨油，花生秧和榨

油产生的油饼充当牛饲料，牛粪上地，为

花生种植提供了有机肥料，既改良了土

壤，又降低了污染，这就是我们探索出来

的循环生态经济。”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12月5日，在鲁山县城西三里河转

盘东侧的奇石文化苑附近，人流熙熙攘

攘，热闹非凡，道路两侧摆放着各种各

样的物件。在这些物件当中，看上去像

五花肉一样的奇石，吸引了很多人的目

光，同时也带火了鲁山的奇石集贸交流

市场。

鲁山县奇石资源丰富，市场上常见

的有肉形石、红牡丹石、砚台石、观赏石

等。肉形石产自四棵树乡，名气最大，该

乡专门申请出台了肉形石鉴赏省级地方

标准。红牡丹石产自瓦屋镇，经打磨后

的牡丹图案惟妙惟肖。砚台石散见于鲁

山与方城交界等处的山上，石质平整光

滑，可用来制作高端砚台、茶几等。

2016年，鲁山县在三里河附近建成

了奇石文化苑，并把传统的猫狗鸟鱼市场

迁移到这里，每逢周末，奇石市场人来人

往，前来兜售奇石的农民也络绎不绝。

在奇石文化苑，一个一米长的砚台

售价1000元以上，一个形状、色泽上乘

的肉形石能卖到数万元。奇石文化苑

经营业主李小姣通过直播带货，前段时

间卖到广东一批总价3万多元的肉形

石。奇石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根雕、底座

加工、古玩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带动

了不少从业人员致富。

聚力解决“问题清单”正阳县 服务农企当“红娘”宝丰县

民权县花园乡

人居环境督查再发力

12月4日，在夏邑县郭店镇，夏邑县顺通火机制造有限公司的女

工在生产打火机。郭店镇是一次性打火机的主要产地之一，现有火机

制造企业9家，年产打火机4亿只，年产值2亿元，吸纳1000余人就

业，年实现利税3000万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 夏天 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杨绪伟陈先强）“现在办事再也不难

了。我们水厂原来用电电压低、停电频

繁，严重影响了供水质量，县供电公司了

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将水厂供

电线路进行了调整，既满足了水厂生产

需要，又避免了增加成本。”日前，谈到优

化营商环境带来的变化，商城县新桥水

厂负责人感触颇深。

企业困难得到及时解决的背后，离不

开商城县在优化营商环境上的持续发

力。10月下旬，《2020年商城县营商环境

评价报告》发布，对标全省最优指标，商城

县营商环境综合评价和一些一级评价指

标在全省排名中不同程度处于落后状

态。为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该县县委书

记胡培刚对相关单位“一把手”进行了集

中约谈。

为服务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大局，

该县纪委监委发布《关于严肃纪律规矩助

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告知书》，重点围

绕营商环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纠

治，公开了来访、来信地址，接收举报电话

和网站，成立了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损

害营商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小组，

紧盯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重点治理不担当、不作为、慢作

为、假作为、乱作为以及执行政策“中梗

阻”等损害营商环境的5个方面25个问

题。针对群众反映集中、企业反映强烈的

破坏营商环境突出问题，督促职能部门立

行立改，全程跟踪监督整改情况。

商城县治理营商环境突出问题

返乡创业添动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
向平）近日，在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

银王村益花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里，

20余名村民正在忙着剪枝、浇水。该

合作社负责人王金圈说，如今，他的苗

圃每年销售收入达600余万元，还带

动6家农户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湛河

区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连续实施村

党支部书记“头雁”计划和乡村人才

“回引”计划，不断优化软环境，吸引

了一大批能人返乡创业，以人才振兴

为引领，全面带动乡村振兴。

现任曹镇乡曹西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的王军伟，返乡后带

领村民养殖金鱼，推动了村集体经

济可持续发展，去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达13万元，春节还给村里216名

70岁以上的老人发了福利；姚孟街

道姚孟村80后谢月阳，中央财经大

学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赚钱后返

乡创业，投资近300万元创办了湛河

区榆青幼儿园，3年来资助100多名

特殊家庭的孩子，让村民安心务工；

北渡街道油坊头村的李伟鑫，今年

年初辞工回乡，和表弟合伙投资30

万元经营农家乐，带动多户村民经

营农家乐和小杂果种植。

近年来，湛河区先后有200多名

在外“挣了票子、换了脑子、摸了路

子”的乡土人才，带着先进观念、技术

和资金回到家乡创业或任职。

去年以来，该区为辖区农民创业

者提供各类补贴资金150余万元、小

额创业贷款900余万元，助力能人返

乡，带老乡奔小康。

平顶山市湛河区

能人返乡 带富一方

周口市淮阳区赫爱霞

做出养鸭大产业

鲁山县小石头带火一个大市场

本报讯（记者王旭）12月6日，记者

从省妇联获悉，2021年河南省巾帼科技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将于12月

8日在郑州举行。

进入决赛的20家参赛企业将通过

PPT或VCR等现场展示、项目陈述、回

答评委提问等方式，对参赛项目进行全

方位展示，评审团对参赛项目进行提问

和现场打分，现场评选出2021年河南省

巾帼科技创新创业“10强企业”和“10

优企业”，省妇联将对决赛中符合条件

的企业负责人授予“河南省巾帼建功标

兵”称号。

该比赛旨在激发女性创新创业活

力，为科技创新女性赋能，展现我省巾

帼科技创新创业者风采。

我省巾帼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2月8日开赛

科技创新路 巾帼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