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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谭金富谭莉

她看着我们，脸上挂满了红晕：“你们是来采访

的？”

笔者点了点头。

这是一位30多岁的乡下女人，白中透红的脸

膛，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张扬着无穷无尽的活力。

笔者说：“你是全县第一个申请脱贫的贫困户，

敢吃螃蟹的第一人。”

她腼腆地笑了笑。

笔者问：“听说，里里外外，你都是家里的一把

手？”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两行眼泪一下子从那双

明亮的大眼睛里滚落下来。

很快，她抹了一把眼泪，坦然地伸开双臂，大方

地说：“村里村外的人都知道，在我们家，里里外外，

我都是一把手。我也真的就是‘一把手’。”

笔者惊愕地瞪大了眼睛。她真的是一把手——

右手没有手指，手掌发育也不健全。

不等我们发问，她已抬起头来，给我们讲起她脱

贫摘帽的心路历程和经历：

“我叫孙建红，今年34岁，家住在南召县四棵

树乡青杠扒村。妈妈生下我的时候，我就没有右

手。正因为如此，我出生之后被转了四家，直到遇见

现在的养父，才算安定下来。就这样，我自卑，从小

就不敢往人多的地方去，总是把自己不完整的右手

藏在口袋里。”

结婚之前，孙建红与养父相依为命，勉强上到小

学五年级，就因生活困难，加上自卑而辍学了。结婚

以后，更加艰难的日子来到了她面前。

“新婚时，丈夫家里只有两间土墙草房，婆婆和

公爹没有文化，丈夫文化也不高，全靠家里承包的

那点地维持生活。婆婆是一个天生残疾人，不会走

路，不会说话。我刚结婚不久，公爹又得了高血压、

心脏病，不但不能再照顾婆婆，还需要人照顾。当

时，家里非常困难，婆婆生病住院花的医疗费全是

借的！”

面对家庭贫困的残酷事实，孙建红不怕苦，不怕

累，日夜操劳，只盼望能早日脱贫致富。可是，一个

残疾人，怎样才能改变这一切，甩掉贫困的帽子呢？

孙建红是幸运的。

在倾举国之力消灭贫困这场世界罕见的伟大壮

举中，在县乡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关心下，孙建

红家被评定为低保户，2015年，又由低保户被确定

为贫困户，政府对她的婆婆和公爹实施大病医保和

扶贫义诊救助。县司法局、乡政府驻村扶贫工作队

到家嘘寒问暖，给予救济，为她家办理了5000元的

扶助资金，帮着她家上项目，发展香菇种植。没有技

术，她就去邻村给香菇种植大户打工，虚心请教。孙

建红试着种植香菇3000袋，获得成功。这一年，光

香菇一项，纯收入就有近万元。第二年，她扩大了种

植规模，种植香菇5000袋，纯收入1.5万元。2021

年，她种植香菇8000袋，收入又有提高。

除了种香菇、种好承包地，孙建红还搞起了家庭

养殖，年收入有2000多元。撵着季节，她春天上山

采摘拳菜，夏天上山采野蘑菇，每年收入4000余

元。学习缝纫加工，到村里的扶贫车间做衣服，每年

收入近万元。再加上丈夫打工收入，孙建红家庭年

收入达4万余元，彻底告别了贫困。

通过几年的努力，孙建红翻修、新盖了平房七

间，购置了电动车、洗衣机和彩电。

“我并不觉得当贫困户是多么光荣的事情，现在

政策这么好，总不能坐享其成等着别人给，别人给的

始终没有自己劳动得来的踏实。咱一定要用勤劳双

手摘掉贫困户的帽子。”在和丈夫商量后，孙建红向

扶贫工作队和村委会庄重地提出了退出贫困户的要

求。

村干部、乡干部和县委书记听说孙建红这样的

家庭在全县第一个提出彻底脱贫申请的消息，都很

吃惊。

孙建红说：“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我收获了希

望，实现了自己脱贫的梦想。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

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我会更加努力奋斗，实实在在

当好一把手。”

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高会
鹏）哪些是民生实事？广大人民群众

最有话语权。宁陵县通过媒体公开征

集、交流征集、正常征集、面对面征集、

调研征集、“12345”热线征集等“六征

集”形式，全方位、全过程、多角度征集

群众意见、建议，真正找准查实基层和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千方

百计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至目前，全县共征集党员干部群众意

见、建议2600多条，整理出有效意见、

建议900多条，全部列入“我为群众办

实事”目标清单，要求专人负责，确保

民生实事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个

个有效果。

“‘我为群众办实事’是践行党的群

众路线的根本途径，我们县着力破解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将一切为了群众、

为了群众一切落细落实落地。”宁陵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武静华介绍，围

绕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

群众所需所盼问题，该县推出了一系列

民生实事清单，建立了工作台账。目

前，全县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

目231项，均取得了显著效果。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世
冰）1月5日，全省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示范县（市、区）评定视频会在郑州召

开，清丰县荣获全省首批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示范县。

清丰县农商行依托“信用清丰”推

出全省首家“信易贷”产品——“金燕e

贷”。创新提出3类人群、4种算法模型、

最快 5 分钟精准授信的“345 融资模

型”，授信4.8万余人次，授信金额10.6

亿元、贷款金额3.6亿元。

该县围绕产业强农，把信用嵌入食

用菌产销链条，建立食用菌基地专业数

据库，覆盖全县70个食用菌基地、22家

龙头企业，以信用赋能食用菌产业的高

效发展，直接带动脱贫户1.5万户。通

过完善“信用户、信用村”评选、“无感授

信、精准增信”等制度，解决农户贷款难

题，实现503个行政村信用评定全覆盖，

授信总额达8.7亿元。立足电商富农，

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去”，构建覆盖全县

286家乡村电商企业及上下游环节的综

合信用评定机制，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诚

信建设，带动就业1.1万人。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郑飞
帆）“万警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武陟

县公安局深入辖区企业走访调研，立足

公安机关职能，把握优化营商环境大

局，创优企业发展内外环境，设法为企

业排忧解难。

该局经侦大队发挥公安职能优

势，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从源头上防

范各类经济犯罪的发生。同时严格

落实涉企案件无障碍受理，凡接到

企业报警求助，一律主动出击，全力

快速响应，立足打早、打小、打苗头，

依法严惩，最大限度地减少危害程

度。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马泽一 祁传统）日前，农发行固始支

行预发放贷款2.11亿元获批建设10万

亩高标准农田。该项目主要涉及土地

平整、土地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

等工程，覆盖黎集、张广庙、胡族铺等7

个乡镇24个村，建设期限为1年。

该项目将进一步加速现代农业产业

化步伐，大幅度提高土地利用率、产出率

和劳动生产率，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多方共赢。同时，项目建成

后有望年增产收益800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苏可
喜康杰）1月6日，记者从鄢陵县政府了

解到，自“万人助企联乡帮村”活动开展

以来，鄢陵县组建4个工作组、13个服

务工作组，全县504名领导干部下沉一

线，帮扶316家重点企业，切实为企业创

新发展办实事、解难题。

鄢陵县结合“万人助企联乡帮村”活

动，从县直单位选派305名科级干部联系

帮扶346个乡村振兴重点村，围绕农业产

业化，组织推广一批科技成果和先进实用

技术，通过帮助村里制定发展规划，指导

群众利用新技术、新品种发展现代农业。

2021年麦播期间，鄢陵县引进、推广百农

207、郑麦1860等一批小麦优良品种，全

县推广优质小麦播种面积25万亩。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张森

滑县白道口镇崔郭庄村是个有190户人家、700

多口人、1100亩地的小村。村里白墙红瓦的二层小

楼整齐成排，可以并排行驶两辆汽车的村路干净整

洁，村庄在冬日的阳光下一片安静祥和。

村党支部书记郭纪党是2001年任职的。他说：

“我们村是2008年统一规划的，这个规划一直坚持

到现在，村民盖新房拆旧房，避免了空心村现象，村

里也显得整齐了。为了新村建设，县、乡、村10多年

陆续投入了1100多万元，特别近几年乡村振兴让村

里年年都有新变化。”

崔郭庄村前年盖起了戏台子，村民娱乐有了好

去处；去年村里投资200万元新建了游园、党群服务

中心，排水管网整修一新，雨水明排，污水暗排，村容

村貌日新月异。

崔郭庄村是个典型的农业村，去年5月，村“两

委”流转全村800亩土地，成立了韭兴种植有限公司。

郭纪党介绍说，公司400亩土地种植韭菜，余下

的土地种植大葱、菠菜等。在县农技专家的指导下，

他们种植的韭菜全部使用有机肥，去年一茬韭菜给

村集体增收10万元。

他们的韭菜亩产四五千斤，一年两茬。今年韭

菜价格高，亩收入8000元左右，畅销东北及湖北等

地，甚至有客商要求全部包销。

郭纪党高兴地说道：“今年村集体收入可以达到

100万元，全村上百劳力在公司工作，成了不出家门

的农民工。”

54岁的村民崔修芳，前几年得过一次中风，村里

给他办了低保五保。2019年，村干部按照“六改一

增”，修缮了他的危房，帮助他修了厕所、厨房，硬化

了地面，还让他在公司干些除草、看菜等力所能及的

农活，并给了他一个公益岗。2020年，崔修芳脱贫。

崔修芳说：“我现在年收入1万余元，生活有滋有味。”

郭纪党告诉记者：“过去我们村有7户贫困户，现

在已经全部脱贫，全村人均年收入1.4万元，真正实

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宁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郭秦
森）修武县周庄镇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积极发动群众参

与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在辖区全面推广人

居环境整治“积分制”，鼓励各村探索制

定各具特色的自治模式，在镇、村两级

推行积分制管理。

周庄镇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人

居环境整治村民共建积分管理办法》，

组建起由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人

员组成的评审队伍，严格按照治理“六

乱”、开展“六清”标准设立积分指标，采

用固定考评与不定期考评两种方式相

结合，最终评分即为积分。他们通过

“月评比、定规约、强引领”三步走，将

“要我干”的压力传导转化为“我要干”

的内生动力。

“下一步，我们镇将持续发挥干部

户、党员户、村民代表户的带头示范作

用，真正做到干部群众齐参与，掀起人

居环境整治的新高潮，促使农村净起

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周庄镇党

委书记崔全星说。

□本报记者黄华刘婷婷通讯员宋超喜

新蔡县宋岗乡王湾村村民胡小英的儿子万某集中

托养后，夫妻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到县城务工每月收入

超过6000元；新蔡县河坞乡戚楼村村民戚剑的女儿戚

某经过4个月的医疗和康养，如今能回归家庭正常生

活，并且是父亲下地干农活的好帮手……

“照看一人，拖累一家”曾经是贫困重度精神残疾人

家庭的真实写照。近年来，新蔡县政府主导、部门负责、

乡村实施、社会参与、共同监管，以“民办公助”的方式对

全县的贫困重度精神残疾人实行集中托养，实现“托养一

个人，解脱一个家”。

应托尽托覆盖全县

“我们对贫困重度精神残疾人实行集中托养，应托

尽托、托养全覆盖。”1月4日，新蔡县卫健体委主任梅

立冬告诉记者，为确保重度精神残疾人康复有希望、家

庭不返贫、奔小康有指望，新蔡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社

会保障组，按照“先易后难，县乡联动”的工作思路，积

极探索，出台了托养服务建设管理办法。

“集中托养的对象是持有一级、二级精神残疾证，新

蔡籍建档立卡的贫困重度精神残疾人。”梅立冬说，

2020年10月1日，通过户申请、村（社区）申报、乡镇（街

道）审批、县备案，全县共筛查出首批108名重度精神残

疾人，入住新蔡县重度精神残疾人托养中心进行集中托

养，其中，最大的65岁，最小的只有16岁。

梅立冬介绍，集中托养最重要的是经费要有保障，

新蔡县实行“民办公助”，即托养中心的日常运营经费

由政府购买服务，建档立卡贫困重度精神残疾人每人

每月3000元，由县财政整合专项资金予以保障，不足

部分由财政予以补贴。

集中托养“医疗+康养”

新蔡县重度精神残疾人托养中心由县政府主导，

县卫健体委牵头，县扶贫、残联、民政等部门联动运作，

是该县根据医疗单位资质及业务能力，依托新蔡同安

医院精神病科现有场地、设施、人员等，按照相关标准

建成的医养结合功能区。

“医，即医疗；养，就是康养。”托养中心负责人刘富年

介绍，该中心实行“医疗+康养”一体化，对精神症状明显、

自知力缺失者，收住医疗区规范治疗，待病情稳定、自知

力明显恢复后，转入托养区进行康养，锻炼其独立生活、

应急反应、人际交往等能力，以适应家庭、社会的需要。

记者在托养中心走访时看到，这里各项医疗器

械、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有心理咨询室、心理治疗

室、音乐治疗室等。医护人员对收住人员进行全日

制、全封闭动态管理，因人施策进行治疗或康复训

练。2020年11月，该托养中心就已经有37名重度

精神残疾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转入托养区。

托养一人解放全家

“农疗，就是让托养对象拔拔草、种种菜等；工疗，

就是让托养对象糊糊信封、纸盒等。”托养中心办公室

主任李康说，通过简单劳动，能让这些重度精神残疾人

产生价值感、责任感、成就感，提高其认知能力，让其逐

渐产生“自己做主”的自我意识，帮助他们尽早回归到

社会群体当中。

李康介绍，托养中心运行一年来，累计入住贫困重

度精神残疾人122人，现已有18人因病情明显好转得

到控制，可参加生产生活重返家庭。

新蔡县的这一模式，为重度精神残疾人撑起了一

片蓝天，使其家庭有了兜底保障，破解了重度精神残疾

人家庭因病致贫、返贫这一难题。

新蔡县 集中托养托起“稳稳的幸福”

“一把手”脱贫记

清丰县全力构建社会信用体系

武陟县

持续推进“万警助万企”活动

固始县

2.11亿元建10万亩高标准农田

鄢陵县

扎实开展“万人助企联乡帮村”

修武县

小积分助推人居环境大变化

滑县崔郭庄村党支部书记郭纪党：
乡村振兴让村里年年都有新变化

冬日淮河，芦苇丛生，鱼虾肥美。

元旦前后，数十种候鸟前来栖息、越

冬。淮河正阳段——从陡沟镇至大林

镇45公里，因合适的地理环境和水域

水位，更是众多水禽、涉禽驻足觅食的

场所。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高万宝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向宣垣）1月4日，新年第一个工作日，

全省第三期“三个一批”集中开工活动

光山分会场开工仪式隆重举行，用新年

“开门红”为“全年红”开了个好头。

据悉，这次该县集中开工亿元以上

项目3个，总投资22.05亿元，重点分布

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大行业。

重点项目签约一批、投产一批、开

工一批。同日上午，光山县5个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12.6亿元；光山县官渡

河产业集聚区河南豪政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年产11000吨医用卫生材料项目

举行投产仪式，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

预计实现年产值1.8亿元以上，创造税

收800万元，实现300多个就业岗位。

光山县3个亿元以上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