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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多措并举加快推进城市集中
供热项目

近来，民权县住建局完善工作机制，

实施主管领导分包项目建设服务模式，

确保集中供热项目按照时间节点有序

推进。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以服务项目

建设为己任，全力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

难和问题。紧盯项目抢进度，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供热项目建设

进程。民权县新源热力公司以保障供

热质量为宗旨，以供好热、服好务为目

标，在完善中创新，不断取得新进展。

（慕宇翔任红旗）

压实防疫责任强化监督检查
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药店、冷

冻冷链行业、快递行业开展防控检查，扎

实推进市场疫情防控工作。一是扎实开

展药店防控监管；二是加强冷冻冷藏食

品行业防控；三是落实快递行业防控监

管。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统一管控标准，全力做好重点领域的防

控工作，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王有地）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严管零售药店
“四类”药品销售行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泌阳县

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零售药店防控监管

工作，落实“三化”措施严管零售药店销

售。一是通过信息化手段创新监管方

式，实现线上线下销售“四类”药品实名

信息登记全覆盖；二是精细化指导督促

落实主体责任；三是立体化巡查严管“四

类”药品销售。 （高阳）

楼院卫生整治行动受好评
近日，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道

城北路社区联合辖区公共单位，到东

明路 43号院开展卫生整治行动。在

活动现场，各单位人员干得热火朝天，

居民深受感染，主动加入卫生整治行

动中，使院内面貌焕然一新，得到居民

一致好评。 （高晓勤）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谭亚廷

12月8日，走进镇平县君和生态农牧

有限公司全自动智能化养殖车间，只见消

毒、喂饲料、饮水、出粪、捡蛋实现了全自

动，没有任何异味。该公司存栏蛋鸡15

万只，日产无公害鲜鸡蛋8吨，年产值达

3000万元。

该公司现代化养殖设备一改人们对

低矮简陋、臭气熏天传统养鸡场的“偏

见”。据介绍，该公司总体设计可养殖规

模蛋鸡30万只，配套建设有年处理6000

吨的有机肥厂和30亩的有机蔬菜、果树

种植示范基地。该公司采用集约化养殖

模式，按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要求，采用中

草药预防和无抗生产，严格工艺流程，高

标准无害化处理，实现了从蛋鸡生产、有

机肥加工，到蔬菜、瓜果种植的全链条高

效生态循环。

打破老规矩，用上新技术，养殖、种植

越来越智能化，镇平县农村农业现代化发

展，正阔步向前。

行走在镇平的广袤田野中，一部分村

民在田间地头进行作物管理，一部分村民

拿起直播杆，变身“直播达人”，正通过屏

幕让带着泥土气息的农产品走上城里人

的餐桌。

“新农活”“新农具”的出现让乡村的

农产品坐上“电商快车”走进城市，广大农

民得到实打实的好处。更吸引了一大波在

外地务工的青年返回家乡，扎根乡村。

来到镇平县枣园镇电商产业孵化园，

只见工人们正在往物流车上搬送一箱箱

的小辣椒。“这些都是借助‘拼多多’电商

平台进行销售的，年销售额 1000余万

元。”装完车后的马晓普和记者聊起了自

己的创业路。

原本在郑州做农产品电商的马晓普，

去年春天回老家办事，经过与村党支部书

记的一番对话，老家优厚的回乡创业政策

让他动了心。利用一个月的时间，马晓普

在家乡成立了鑫园福商贸公司，利用周边

种植小辣椒的优势，他与3家专业农业合

作社和100余家农户签订产购销合同，开

始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如今，在该县像马晓普一样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他们扎根乡村，通过直播带货

过上幸福生活。该县出台了政策鼓励农

民开网店、做直播，支持农民“网上创业就

业”，推动农特产品触网上行。

据悉，该县积极打造“直播+产业”新模

式，推动直播赋能传统业态，电商赋能产业

发展，让农民有了自己的“新农活”，2020

年，该县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260亿元。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近年来，

该县将产业培育作为产业振兴的关键，坚

持“三产融合”“三链同构”，推行“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农场+金融+农户”

“5+”模式，统筹抓好小麦、金鱼、苗木、花

卉、蔬菜、食用菌六大现代农业产业园，实

施种业引领工程，强力调整品种结构、种

植结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优质小麦、优

质饲料、优质特色种养业，推动农业向绿

色、无公害、有机方向转型，提高种植环节

和加工环节的竞争力和提质增效。

按照产业化思路，该县大力发展玉、

鱼、花等“美丽经济”，植入文旅元素，调优

产品、调新业态、调强产业；积极发展食用

菌、藤编、假发等居家就业产业，让更多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让更多家庭充满温情，打

造“幸福产业”。一幅村美民富、宜居宜业、

文明和谐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本报讯（记者李东辉 吴向辉）“今

年夏天，我们这儿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

害，多亏了供销集团练寺为农服务中心

及时为俺烘干了小麦，帮俺挽回了损

失。”12月10日，扶沟县练寺镇练寺村

村民何金安激动地说。

今年扶沟县供销社结合当地实际，

转变工作思路，在乡村振兴中选准突破

点，投资400万元建起了扶沟供销集团

练寺为农服务中心。该中心涵盖粮食

烘干、加工、储藏以及测土配肥、农机服

务、农资直供、统防统治、农民培训等服

务功能，服务半径为周边8公里。

据了解，在练寺为农服务中心的基

础上，该社将进一步扩大服务规模，做

强农产品收储、烘干、加工、销售等“后

半程”服务，再建四个为农服务中心，力

争实现为农服务中心全县全覆盖。

为农服务是供销社不变的宗旨。

今年以来，该社以整治供销社系统腐败

问题为契机，不断规范资产管理，健全

完善了社有资产管理规定，每年对全系

统社有资产运营情况进行一次普查，现

有社有资产原则上不再长期租赁。收

回基层单位印章，统一管理。对因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需要对旧商场、旧门店、

老场院进行升级改造的，必须经县联社

党委、理事会专题研究，形成会议纪要，

并明确一名班子成员负责全程监督实

施，确保了社有资产保值增值。

该社主动适应乡村振兴和农民致

富的新要求，围绕农村现代流通网络构

建、基层社升级改造、农村电子商务普

及、为农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发力，创

新推进供销社电商平台发展，构建农村

商品流通体系，促进农产品上行和工业

品下行。目前，该社已在6个乡镇36个

行政村设立了电商村级服务站。同时，

围绕当地优势资源，该社还开发了“扶

沟供销电子商务”贯标的一系列商品

——精品蔬菜、乌鸡蛋、双黄咸鸭蛋、优

质红薯、秘制手工剁椒酱等。今年以

来，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精品蔬菜30多万

斤，红薯10多万斤。

“供销社是农村市场‘老字号’，我

们要抓住乡村振兴机遇，不断完善为农

服务体系，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探

索创新体制机制，擦亮供销社这块金字

招牌。”该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王昭

说。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阮淮
凤）12月6日，在周口市淮阳区刘振屯

乡，田间一排排萝卜长势喜人。“今年我

们村萝卜大丰收，一大早我们就来地里

忙活了，萝卜成熟了就要赶紧拔出来出

售，拔得过晚会影响口感。”该乡后棠村

村民马春英介绍道。

近年来，该乡积极引导农民发展萝

卜种植，走规模化、集约化之路，采取专

业合作社走市场、蔬菜经纪人找渠道、党

员干部强服务，为种植销售提供坚强有

力保障。在销售环节，动员乡贤、能人对

接机关团体，邀请北京新发地、郑州万

邦、周口黄淮市场等客户前来收购，扩

大销售渠道。据了解，该乡种植萝卜面

积1万多亩，年产值达5000多万元。

该乡张老家村张术庆种植的50多

亩萝卜已销售大半，他说：“今年萝卜在

地头的收购价是每斤七毛，一亩地产量

8000斤，能卖5000多元。我种的萝卜

是通过农业合作社或农业经纪人进行

销售，总能卖出好价钱。”

在该乡夏楼村，农业经纪人夏守磊

每天都要组织大批的萝卜销往外地。

他说：“每天的收购量在100吨以上，我

们收购的货源大部分都是订单种植，年

销量5000吨左右。”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涵
儒王俊鹏）12月8日，天气寒冷，在叶县

叶邑镇南大王庄村麦豆服饰有限公司

内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缝纫机、

锁边机发出欢快的“嗒嗒”声，工人们忙

碌地缝制衣服，加工好的呢子大衣已堆

成了“小山”。

“我们企业主要是为无锡一家企业

进行代加工，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5万

元的收益。”该公司负责人张春燕说。

2019年以来，该村党支部聚焦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模

式，用活各项扶持政策，通过引领主导

产业、盘活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等

多种方式，推动村级集体经济从无到

有，由单一的“输血救助”向多元模式的

“造血自生”转变。

该村先后流转土地400多亩种植

弱筋小麦，采取“党支部+公司+合作

社+基地”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让村民

参与进来，让农民变股东。此外，该村

还发展香菇大棚40余座，新建蔬菜大棚

22座，多元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有效解

决了50多名村民的务工问题，而且每年

还为村集体带来40多万元的收入。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围绕产业做文章，走‘以

资产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之路，依

靠农村生产力的自我发展和外部资源

的综合利用，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为村民带来更多的收入。”该村第一

书记秦子军说。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马学贤
张宸铭王鹏程）“在这里干活环境好、心

情也好，中午还管饭，一天能挣60多

元。”12月7日，在柘城县张桥镇张集村

韶春苗木种植基地务工的村民赵凤英

高兴地说。

据了解，韶春苗木种植基地流转土

地60亩，主要种植有红叶石楠、金森女

真、大叶黄杨、雪松等苗木品种。该基

地通过林间套种模式，积极发展林下经

济，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收

益。该基地负责人张营坤告诉记者：

“我们利用苗木中间空地种植花生、大

豆、玉米等作物，除去苗木盈利每亩地

还可多收入1000元左右。”

“目前在基地长期务工的村民有20

多人，有村‘两委’在土地、配套设施等

方面的支持，基地日益壮大，下一步要

继续流转土地，扩大基地规模，带领更

多的村民增收致富。”

“我们村创立了‘龙头企业+标准化

园区+脱贫户’经营模式，将打造特色品

牌，形成一批独具特色的乡村产业，让

更多农户通过特色产业增收致富。”该

村村委委员张效东说。

本报讯 12月9日，长葛市和尚桥

镇组织召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推

进会，对照标准和要求，聚焦重点领域

重点环节，严格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和

防止返贫监测，深刻剖析问题根源，及

时补齐短板漏洞，抓好整改提升，确保

问题全面“清零”。

该镇持续打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战。全镇27个社区积极行动，强化督

导，狠抓落实，抓“节点”、攻“难点”、

展“亮点”，确保清理不留死角、清运

不留痕迹、整治不留缝隙。此外，该

镇帮扶干部深入脱贫户和监测对象

家中，对重点户的室内卫生进行打

扫、整理，做到院内室内干净整洁、物

品摆放有序，厨房整洁、住室整齐、厕

所干净。同时，该镇帮扶干部进村入

户，宣讲政策，真帮实扶，整理村档户

档，培训各级明白人，充分发挥网格

作用，对监测对象开展大排查，筛查研

判应纳尽纳三类监测对象，跟进帮扶措

施。 （杨靖）

本报讯 （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增
峰苗发波）“不点火不冒烟，看着电视做

草编；不出门不出院，轻轻松松把钱

赚。”12月7日，民权县林七乡金庄村村

民祝汉荣说着话手里的活儿一刻也没

停。

入冬以来，该村有不少村民聚在一

起，一边拉着家常，一边干草编，他们都

是刘兵草编合作社培训出来的“指尖艺

人”。

经过几年的发展，刘兵草编合作社

已成为集加工、培训、展示、销售于一体

的草编产业平台，该合作社加工的草筐、

篮子、收纳盒等草编制品深受消费者喜

爱。

祝汉荣告诉记者，她的儿子儿媳都

在外打工，两个孙女由她照看，加入合作

社干草编，带娃挣钱两不误。“从合作社

领原材料回家编制，每星期合作社回收

一次，一个月下来能收入2800元左右。”

祝汉荣说。

据林七乡党委书记王向东介绍，草

编让“指尖技艺”转变成为“指尖经济”，

目前该乡参与草编的有1000多人，草

编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来

源。

“下一步，我们要将乡村振兴与新经

济业态相结合，加大草编制品及产品研

发力度，提供更多的居家就业机会。”王

向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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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南大王庄村

多元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脆！甜！”12月6日，在信阳市平桥区

长台关乡长台村的一处萝卜地里，村

民刘俊跟同村的几个村民收了半天萝

卜，感到有些干渴，便随手拿起一个

大萝卜，薅去缨子，擦去泥土，削了皮，

大口啃了起来。

“俺们常年在胡老板家地里干活，每

天有钱不说，萝卜也可以随便吃。”刘俊

热情地介绍道。

“胡老板”叫胡兴胜，也是长台村

人。作为当地有名的萝卜种植大户，他

已经种了6年。

一说起萝卜，胡兴胜如数家珍：“我

们这儿的沙土地非常适合种萝卜，亩产

能达到 1万斤，种出的萝卜又脆又多

汁。我除了自己种的50亩，还要到村里

散户去收，每天往市里的批发市场要送

5000斤。”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

近年来，长台关乡以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为目标，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

形成了特色蔬菜规模种植。经过多年

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了种植、收购、运输

的产业链，不仅富了种植户，还吸纳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

新途径。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王勇）

“我养殖鸵鸟的经济效益一般以产

蛋、繁殖、卖苗为主，一只鸵鸟一年生

60个蛋，可以孵30只小鸵鸟，一只小

鸵鸟能卖700块钱，30只一年就能卖

2.1万元，除去各项成本，一只鸵鸟一

年能赚 1 万多块钱。”12 月 10 日，面

对记者采访，临颍县城关镇吴寨村的

鸵鸟养殖户李素英掰着指头算起了经

济账。

“我能够创业成功，离不开村党支

部的大力扶持。”李素英说。

李素英2014年从外地购买了20

只鸵鸟幼苗，从事鸵鸟养殖事业。但

事与愿违，由于缺乏养殖的经验，半年

后20只幼苗就损失了6只。了解到李

素英的情况，村“两委”班子就多方打

听外地成功养殖户的养殖经验，并主

动牵线搭桥，为李素英养殖鸵鸟铺平了

道路。

最终，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李素

英逐渐掌握了养殖鸵鸟的经验，养殖规

模也逐步扩大。目前，鸵鸟存栏量达

100多只、孔雀50多只、鸽子100多只，

孵化饲养技术已经成熟。

饲养技术成熟了，规模扩大了，销

售又成了李素英致富路上的“绊脚

石”。李素英的鸵鸟养殖基地周围原来

都是土路，购买鸵鸟蛋、鸵鸟幼苗的人

进出很不方便，严重影响销售。村“两

委”得知情况后，由村里出资金5万多

元，为其打通了“销售之路”。

今年夏季，遭遇到两次特大暴雨，

村“两委”班子又第一时间帮忙抢救鸵

鸟，挖沟排水、修补栅栏。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打算将孵化

出来的小鸵鸟卖给其他村民，并从技

术、销路等方面提供帮扶和支持，通过

合作的方式带动大家一起发展致富。”

李素英说。

“李素英鸵鸟养殖的成功，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新路子。下一步，我们村

‘两委’班子将继续发挥‘党建+’发展模

式，准备成立一个专业的鸵鸟养殖合作

社，鼓励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将鸵鸟

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进一步提高村民

的经济收入。”该村党支部书记解新志

说。

镇平 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

12月13日，商丘市梁园区观堂镇徐楼村村民在温棚里查看蘑菇长势。近

年来，该村在区委统战部驻村工作队的引导下，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不少农民

靠种蘑菇走上了致富路。 陈臣摄

淮阳区刘振屯乡
萝卜地走出小康路

柘城
“美丽经济”助增收

平桥区长台关乡 沙土地长出“金疙瘩”

民权 草编技艺带富乡邻

长葛市和尚桥镇

跟进帮扶防返贫

扶沟

“金字招牌”助力乡村振兴

临颍县吴寨村

党建引领鸵鸟养殖奔富路
朵朵小蘑菇
朵朵小蘑菇

撑起“致富伞”

打造一村一品 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一村一品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