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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郑州农商银行齐礼闫支行
金融赋能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今年以来，郑州农商银行齐礼闫

支行践行普惠金融，服务辖区中小微

企业。该行通过参加改善营商环境

对接会、金融企业调研会，与企业面

对面交流，全面了解企业需求，帮助

企业破瓶颈、解难题，深挖企业金融

需求，将金融服务做深、做细、做优，

助力企业发展。 （靳大娟）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开展廉政文化活动

为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

自觉性，切实加强干警纪律规矩和廉

洁从政意识，筑牢不敢腐、不想腐的

思想道德防线，连日来，漯河市郾城

区人民法院建设廉政文化墙，开展廉

政知识抢答赛活动，注重红色引廉等

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活动，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薛莉娜）

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举办市场监管系统广告监管培训班

近日，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

办全县市场监管系统广告监管培训

班。此次培训，讲解了广告监管执法

的热点及难点，针对执法办案过程中

的一些痛点与难点进行了解答，为提

升广告监管执法能力打下基础。该

局领导班子要求参训学员将所学知

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苏建海）

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措并举抓好重点领域广告监管

为贯彻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相关部署，泌阳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近日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虚假违法广告清理整治“护苗助

老”专项行动。行动通过强化日常

监管、硬化行政措施、注重宣传引

导、建立长效机制等四项措施，努力

做到保障群众身心健康，营造绿色

广告市场环境。 （王有地）

郑州澍青医专教学管理党总支
组织观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新闻发布会

11月12日，郑州澍青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教学管理党总支在图书馆

二楼党员活动室集中收看了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该

校教学管理党总支所有在校党员及

群众参与了本次学习并积极展开讨

论。图书馆党支部罗银伟同志回顾

过往的艰辛生活，他坚信，只要永远

跟党走，干好本职工作，生活会越来

越好。 （罗银伟）

民权县住建局
多措并举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连日来，民权县住建局多措并举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是持续

宣传发动。印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宣传资料发送至帮扶村群众手中，提

高群众参与度。二是建立宣传阵

地。组织各建筑工地建立“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固定宣传栏，张贴宣传

版面1000幅，悬挂横幅100条。三

是由分管领导带队深入施工现场走

访摸排，发放《民权县住建局扫黑除

恶排查台账表》等形式加大排查力

度。四是公开县扫黑除恶办县住建

局举报电话、举报邮箱，为群众举报

提供便利。 （江永涛）

12月4日，在夏邑县郭店镇养鸭小区，饲养员在投喂饲料。近年来，该镇积极推进养殖产业化发展，流转2000多亩土地建

成18个养殖小区，养殖种鸭80.7万羽，年产值10亿元，带动600余名脱贫户就业。仅种鸭养殖一项，全镇人均增收5000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夏天摄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

11月14日，鲁山县马楼乡山岔口

村村外山坡上的连栋大棚内，由水泥墙

隔成的一个个池子里，爬满了让人望而

生畏的蝎子。

“目前基地有3000多个养殖池，每

个养殖池里养了5000~1万只蝎子，年

产活蝎10吨左右，蝎子系列产品年产

值1000多万元。”蝎子养殖基地负责人

陈聚京自豪地说。

地处浅山丘陵区的山岔口村，村外

山坡上的蝎子特别多，这些蝎子白天待

在石头缝里，夜里出来活动觅食。陈聚

京介绍：“当地人都知道蝎子是名贵中

药材能卖钱，我们小时候经常从山坡上

的石头堆里扒蝎子。”

陈聚京今年51岁，他小时候一只

野生蝎子能卖三五分钱。“那时候，对

山区群众来说，扒一季蝎子能换来一

笔数额不算小的收入，因此我从小就

想着能不能通过养蝎子致富。”陈聚京

回忆道。

1995年，陈聚京在自家院子里垒

了几个池子，从村外山坡上扒回一些蝎

子，开始了他的养蝎生涯。最初几年，

由于不懂技术，陈聚京走过不少弯路，

后来才慢慢掌握蝎子的生活习性，“蝎

子怕见明水，因为它的呼吸器官在身体

下边。蝎子一生要蜕五六次皮，蜕皮的

蝎子稍不注意就会被别的蝎子吃掉。”

2000年，陈聚京投资1.6万元建起

了蝎子养殖场，“先是露天养，后来在大

棚里养”。“2006年，由于蝎毒价格比较

高，我研究了蝎毒提取技术，卖了几年

蝎毒，后来还为这项技术申请了国家发

明专利。”陈聚京说。他的另一项发明

——蝎子蜂巢式蜕皮器也取得了国家

发明专利。使用蝎子蜂巢式蜕皮器，可

以避免蝎子在蜕皮期被同类吃掉，极大

提高了蝎子集中养殖时的产量。

“我们当地人爱吃油炸蝎子，长期

食用有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功效。”陈

聚京介绍，“近年来，我们推出了‘原味

蝎’‘五香蝎’‘蝎子花生’等系列产品，

除了在国内销售外，还出口到泰国。”

目前，在蝎子养殖基地务工的乡亲

最多时达 30 余人，每天工钱 70~80

元。同时，该基地还采取“公司+农户”

的经营管理模式，带动周边10多个养

殖户通过养蝎走上致富路。陈聚京本

人也被当地群众誉为“养蝎大王”。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魏森元

近日，汝州市温泉镇朱寨村一座三

层小楼内机声阵阵，一楼大厅内的两排

缝纫机前坐满了忙碌的妇女。负责人

朱向阳来回穿梭，不时指导一下工人。

“我18岁就到广东中山的一家帽

子加工厂务工，一干就是十来年。”说起

早年外出务工的事，38岁的朱向阳打

开了话匣子，“当时，工厂工资相对较

低，一个月只挣千把块钱，好在厂里包

吃包住。”

务工期间，朱向阳熟练掌握了帽子

加工技术，他的心也慢慢大了起来。“在

车间干了几年后，与厂领导混熟了，就

帮着工厂招工。那时候，每年春节过

后，我都会带着不少同乡去工厂务工。”

朱向阳说。

2011年，朱向阳和同在厂里务工

的妻子回到朱寨村，准备在家乡创业大

干一场。“当时车间工人流动性大，像我

这样在一家工厂待十来年的很少，正因

为如此老板特别信任我。”朱向阳说，回

村搞帽子代加工，工厂老板很支持，答

应提供订单、原料等。

帽子加工厂老板的承诺，给朱向阳

吃下一颗定心丸。回村后，朱向阳在村

里的支持下，建起了厂房、置办了设备，

吸纳了村里多名妇女到车间务工。

“建厂房、购设备花了一百多万元，

在当时这笔钱数目不算小，不过我认定

了帽子代加工这个项目。”朱向阳说，他

拿出家里全部积蓄，又申请了银行贷

款，才凑足这笔钱。

朱寨村党支部书记朱学卫介绍：

“向阳是俺村年轻人的榜样，他的帽子

代加工厂在镇里算得上‘明星企业’，吸

纳了本村及附近村一百余人务工，在我

们这一带非常有名气。”

“最初几年，挣了钱添设备，后来，挣

了钱建厂房。流水不少，就是手里没余

钱。”朱向阳笑着说，“2018年工厂搬迁

后稳定了下来，这一年收入200多万元，

不过帽子代加工利润微薄，而我又想为

家乡做点事，因此工资开得比较高，一年

下来支付村民工资占收入的80%。”

在帽子代加工厂务工的于晓培，是

朱寨村村民，此前她一直在外务工，今

年为了照顾孩子她留在了村里。“我一

个月能挣3000多元，没想到在村里务

工收入也不错。”于晓培介绍，“像我们

需要照顾孩子的，老板很照顾，一般家

里有事就忙、闲了就来干活。”

闯出一片天地的朱向阳，对未来有

着自己的打算。他说：“下一步，我要创

立自己的帽子品牌，逐步扩大生产规

模，带领更多乡亲一起致富。”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白东亮

“一公斤鲜木瓜3毛钱，这些过去

没人要的东西，让明超和明明变成了

增收的宝贝。”11月25日，舞钢市尹

集镇尹集村村民张八妮和王爱玲在

镇区东侧的晒场上，一边翻动木瓜切

片一边交谈。

这些木瓜切片，是舞钢市隆润中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收购的中药

材。村民口中的明超和明明，是合

作社负责人何明超和冯明明。两人

之前在外经营电器和建筑机械，看

到家乡中药材资源丰富却卖不出很

是着急。考察市场后，两人决定联

手创办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拓

宽中药材销路，带领乡亲致富。

何明超和冯明明说干就干，于今

年春季成立了隆润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截至目前，合作社共投入资

金 200余万元，种植中药材 500余

亩，收购各地中药材近300吨。八月

份以来，仅鲜木瓜一项，合作社就以

每公斤0.3 元的价格收购了160余

吨，目前已全部加工成切片。

像何明超和冯明明一样，返乡创

业从事中药材种植收购生意的，还有

尹集镇大刘庄村村民刘敬宝。刘敬

宝早年在广东经营茶叶，返乡后创建

了华豫本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从

去年至今实现购销额超千万元。他

介绍，过去都嫌木瓜利薄没人要，自

从去年他率先收购了460多吨，今年

全镇有七八家药商和合作社看到其

中有利润空间开始收购，平均每家收

购量在百吨左右，这让木瓜在当地成

了村民增收的香饽饽。

据统计，今年尹集镇木瓜产量在

千吨左右，仅木瓜回收、加工、销售一

项，可使村民获得直接和间接收益近

百万元。原本无人问津的木瓜，在头

脑灵活的“新农人”手里，变成了带动

村民致富的“金瓜”。

新风采新农人

培养高素质农民
提技增收兴产业

人才支撑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培养高素质农民是关键中的关
键。近年来，我省各地高度重视高素质农民培养工作，大量传统
农人通过培训、考核，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能，成长为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人”。面向未来，这些“新农人”一定能
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近日，洛阳市高素质农民绿色

食品内检员市级示范培训班开班。

培训班由洛阳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主办，洛阳市园艺工作站承

办。培训采取“5天+8学时”的线上

线下融合模式，邀请专家教授重点

讲解绿色食品生产与监管、安全生

产与“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品牌

打造、果树灾害性天气预防措施。

课后，学员来到洛宁海升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洛阳众森农业有限公司、

洛宁县上戈镇白河村国家级苹果标

准园等地，考察学习现代化生产管

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

线上教学中，学员通过“云上智农”

学习了电商营销技能、涉农企业创

业管理等知识。（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王格格 贾佳）

农民致富奔小康，电子商务架桥

梁。12月2日，驻马店财经学校组织

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学员，到确山县瓦

岗镇产业扶贫基地和朗陵为农服务

中心，开展电子商务实训。在瓦岗镇

产业扶贫基地，学员参观了香来美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和包装车间，向公司

负责人、网红“红薯姐”白军敏学习了

直播带货实战经验。在朗陵为农服

务中心，学员参观了农产品直播基地

并分组进行视频拍摄和直播演练。

（朱剑锋党礼涛）

日前，温县2021年高素质农民

（乡村振兴带头人）培训班开班，一百

余名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参加培训。为确

保培训效果，温县农业农村局结合乡

村产业发展情况和学员实际需求，实

行“课堂培训+基地实训+创业指导+

政策扶持+跟踪服务”的集成培育模

式。据悉，温县今年承担全省高素质

农民培训423人，其中经营管理型高

素质农民203人，专业生产型和技能

服务型高素质农民220人。（訾帅朋）

一年卖出蝎子系列产品1000多万元

“扒蝎少年”成长为“养蝎大王”

“云端”直播卖菜 收获楼房汽车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华尤运兵

站在畦垄间，她随手摘下一个红彤

彤的西红柿，微笑着面对手机屏幕，用

带有乡音的“普通话”推介自家大棚种

植的无公害西红柿……12月4日上午，

网名为“八零后菜农，燕子”的正阳县永

兴镇徐杨村赞杨村民组农民杜小艳正

通过直播平台销售蔬菜。

2017年，刚满30岁的杜小艳和丈

夫杨雷锋结束了近10年的外出务工生

活，一起返乡创业。一家人商量后决

定，在公公婆婆的3亩菜园子基础上扩

大规模，注册成立正阳县润禾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说干就干，小两口拿出在外务工攒

下的钱，建起了17座蔬菜大棚，其中10

座是香菇大棚。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杜小

艳没想到这句话竟在自己身上应验

了。由于缺乏香菇种植技术，夫妻俩辛

辛苦苦忙活一年，不仅没赚到一分钱，

还赔进去6万多元。创业失败后，杨雷

锋处理掉剩余的香菇，选择外出务工。

“投了几十万建起的蔬菜大棚，不

能说不干就不干。”生性好强的杜小艳

很不甘心，她决定将孩子送到寄宿学

校，挑起正阳县润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这副沉甸甸的担子，通过种植无公害

蔬菜圆自己的致富梦。

“为了搞好大棚种植，俺这个儿媳

妇真是拼了，整天起早摸黑搞育苗、搞

管理，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婆婆说

起儿媳杜小艳，心疼地直掉眼泪，“俺老

两口年纪大了，只能给她打个下手。夏

天大棚里温度恁高，小艳钻进大棚一干

就是一天，身上的汗没干过，但她从未

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

“苦点累点都没啥，就怕人为造成

损失。”冬天天冷，需要每晚给大棚加盖

棚膜。2019年冬天，杜小艳有一天累

得实在不行了，就心存侥幸地想“一夜

不盖棚膜应该没问题”，可没想到当夜

秧苗全部被冻死，让她心疼得直哭，忙

了半个月的功夫白费了。从此，她无论

多累都会坚持做完最后一道工序。杜

小艳的生活，正如她在直播平台上说的

——“不敢逛街、不能化妆、没有朋友，

为了心中梦想，终日和大棚为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杜小艳和她

公婆的辛勤努力下，一棚棚西芹、番茄、

辣椒、豆角等无公害蔬菜长势喜人、产

销两旺。当年，杜小艳不仅把种香菇赔

进去的6万多元挣了回来，还赚了好几

万元。

“种菜加育苗这两项，一年我能赚

十二三万元，虽然累点苦点，但是比在

外务工收入高多了。”杜小艳高兴地说，

“我现在买了房子和汽车，全是这几个

大棚的功劳。”

随着直播平台的兴起，赶时髦的杜

小艳注册了“八零后菜农，燕子”的账号。

忙碌之余，她把种菜的酸甜苦辣拍成视频

分享到抖音上，赢得了网友们的点赞。亲

眼看到无公害蔬菜种植过程，网友们纷纷

通过直播平台订购时令蔬菜。“没想到直

播间竟然被我开成了‘菜市场’。”刚刚结

束直播的杜小艳开心地说。

办起制帽厂 戴上“致富帽”

鲁山县
陈聚京

正阳县
杜小艳

经营有道产业兴
木瓜变身成“金瓜”

汝州市
朱向阳

洛阳市

驻马店

温县

舞钢市
新农人

12月1日，在汝阳县十八盘乡蒿坪村汝香源种植专业合作社车间，菇农在精选优质

香菇。地处豫西伏牛山区的汝阳县是全国香菇生产大县，该县十八盘乡蒿坪村是个仅有

225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85户农民种植香菇。近年来，蒿坪村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发展订单农业，开展网络销售，使当地优质香菇畅销市场。据了解，今

年1月至11月，蒿坪村销售优质香菇2000多吨，带动周边村镇近千户农民增收1800多

万元。 康红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