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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春耕春管 夯实丰收基础

我与乡村共成长⑤墩墩墩墩墩墩墩墩苗苗苗苗

66年“廉风”刮不停
社旗县完粮徐村“82条铁律”育出干净担当好“村官”

□本报记者曹国宏曹怡然文/图

“老杨，刚过完年你这蓝莓园里就忙

活起来了呀，今年正式进入盛果期了，技

术方面和生产上有什么难处没？”

“张书记，这几天正给果树剪枝呢，五

月份鲜果就能上市了，不瞒你说我正在为

建蓄水池的事犯愁呢，看镇上能不能给我

们协调些低息贷款。”

2月9日，社旗县晋庄镇何营村的蓝莓

种植园里，半人多高的蓝莓树已经开出了

褚红色的小花，社旗县副县长兼晋庄镇党

委书记张建洋和种植户杨金林边走边聊。

杨金林种的300多亩蓝莓去年正式

进入挂果期，常年和土地打交道的他皮肤

黝黑粗糙，而对种蓝莓这事却十分精细。

基质是从东北拉来的，还花重金铺设了水

肥一体化的滴灌设施，去年他外出学习了

解到，浇果树的水温度不能过低，否则会

伤根，特别是夏天刚抽出来的井水，要存

放至常温才能灌溉，这就得在果园建一个

大容量的蓄水池。可当时由于资金紧张，

杨金林只能临时挖了个坑铺上塑料布凑

合着用。

“这确实是件亟待解决的事儿，你们

看老百姓发展产业致富的渴望多么强烈

呀，咱必须为他们铺好路啊！”回复完老

杨，张建洋感慨地对同行的镇干部说道。

作为“墩苗”干部，2021年10月来社

旗县之前，张建洋是南阳师范学院大数据

应用研究院院长。从2001年考上大学到

博士毕业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张建洋离开

乡村已经20年了，可他深知，自己的根一

直和这片土地相连。

也许是师者的本心使然，张建洋到任

后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学校。晋庄镇总

人口有3.5万人，而常住人口只有2.2万人

左右，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谋生，全

镇有300多名留守儿童。他明白，孩子的

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师资条件的改善，更需

要父母的陪伴，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为

群众创造在家门口致富的环境。

这个春节，张建洋只大年初二在家待

了一天，没去走亲访友的他，初三就和镇

干部们分头到各村拜访回乡过年的“人

才”，叙乡情，寻商机，引投资。大年初六，

他又带着电商企业到后曹村赤松茸种植

基地，对接松茸酱的电商销售事宜。这两

天刚参加完县里的观摩和会议，就进地头

入车间，了解一线群众的所需所盼。

离开杨金林的蓝莓基地，张建洋赶到

绿庄园蔬菜种植基地。这个基地种植有

1200多亩薹菜，主要销往粤港两地。前

年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建了20多个育苗

大棚，但建成后除了育苗期，算下来大棚

有一半时间是闲置状态。

“张书记，这片地里种的薹菜品种叫

‘赤春’，年前种的早现在苗已经长起来

了，您上次来说，基地的育苗棚不用时闲

置太可惜了，我就临时种了些黄心白菜，

虽然收益不高，但总比让地空着强。”该基

地负责人裴喆说。

“我这几天再和农学院的老师对接一

下，等开学了请他们过来，咱们一块儿合

计合计育苗空当期在大棚里种些什么合

适。”张建洋告诉裴喆。

晋庄镇位于社旗县西南20公里处，

是典型的平原乡镇。张建洋对全镇16个

行政村逐一走访后认为，每个乡镇都有自

己的发展空间，从长远看，晋庄镇要在确

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农业效益，带动

农民致富，必须发挥政府在规划指导、政

策支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用现代

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加快新技术新产

品新装备推广应用，提升现有蔬、果、菌产

业的规模效益。当前，要利用毗邻南阳新

机场和332省道改线的区位优势，做好区

域发展规划，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招引高

质量企业，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2021年11月，张建洋邀请南阳师范

学院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地理科学与

旅游学院的专家学者，对全镇生态环境治

理工作进行规划指导，同时，促成南阳师

范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与晋庄镇

签订“智慧农业+科技帮扶”合作协议，推

进校地合作平台建设，将高校的科技研发

和人才培养与晋庄镇农业经济发展的实

际需求相结合，利用高校在师资培训、乡

村规划、人才培训、大学生体验式助力帮

扶等方面的优势资源，通过开展产业发展

咨询、产业科技攻关、项目示范推广、实用

技术指导及培训、合作开发项目等方式，

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的多元化路径，提升晋

庄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水平。

“张书记你听，我右手这个是以前生

产的鼻毛修剪器，左手这个是按马世榜博

士教的方法改进后的，噪声明显降低了很

多，既没增加生产成本，还提高了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真是太感谢你们啦！”晋庄镇

雷顿电子负责人马天洋一见到张建洋，就

赶忙向他分享这一喜事。

马天洋是花马营村人，几年前在外打

工多年的他回乡开办了这家以生产电动

剃须刀为主的电子厂，带动周边40多名

村民就业。去年12月，张建洋和乡镇干

部到他的厂子走访时得知，其生产的部分

型号剃须刀存在噪声过大的问题，随即邀

请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学院专家到厂指导

解决。马天洋没想到，书记的一次走访竟

帮了他的大忙。

“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已转向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走农

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乡村正是发挥我所学

特长的用武之地，到基层‘墩苗’更能让我

壮筋骨、长才干！”张建洋说。

（栏目联系：搜索15515779057 添加微信“墩墩苗”）

晋庄镇位于社旗县西南20公里处，西

与南阳市宛城区高庙乡接壤，南与唐河县

桐河乡接壤，交通便利。2021年，晋庄镇

全年生产总值为12.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797.1万元，财税收入633.6万元；全

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2万元。

全镇突出发展“蔬菜、林果、畜牧”三

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了绿庄园、藤田等蔬

菜企业，以盛唐园林、宛晋蓝莓为龙头的林

果种植企业，以牧原生猪育肥、正大千头线

为主的现代化规模化畜牧养殖区。同时

有妙兰包装、鸿鹰服饰、文航门业等产值在

千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以及正在建设的

投资1.05亿元的南阳凯仕特建筑垃圾处

置、清运资源化再利用生态工厂项目，晋

庄镇产业整体发展规模不断壮大。

□李淑林

完粮徐村“82条铁律”传承66

年，这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

故事。明末清初，这片土地上突然

来了几户人家，“交皇粮”的时候，几

户人家抢先完成了任务。“县太爷”

巡粮到此，问他们是哪村的？一人

答：“才落户到此，还没有村名。”“你

们姓啥？”“姓徐。”“那就叫完粮徐

吧。”

半个多世纪里，一份在实践过

程中逐渐形成了包括现金管理、收

支审批、出差会议补助、来客接待、

公共财物管理、财务政务公开、档案

管理、报账审计等在内的八大项制

度82条细则，被完粮徐村村组干部

一直视若珍宝，时刻挂在心里、镌刻

在行动上。完粮徐村传承下来的是

村干部对党的忠诚和对群众的负

责。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诚不

仅是一时一事的坚持，更是世世代

代的坚守。锤炼忠诚要在始终上下

功夫，完粮徐村的村干部做到了，百

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一碗端”“每人每顿5元”“当

干部就得吃亏”，这些“铁律”在完粮

徐村村组干部看来就是正常不过的

规矩，公平公正勤俭节约，不仅在口

头上，更落到了行动上。完粮徐村

传承下来的是村干部干净做人、干

净做事的干净本色。一个人能否廉

洁自律，最大的障碍是自己，最难战

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尤其是在农

村，如何处理好公私、义利、是非、情

法、亲清、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

显得尤其重要。完粮徐村的党员干

部坚决守住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

压线，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

人，树起了威望，赢得了民心。

村庄干净整洁，产业兴旺，全村

近600户 3000人，有400多户进城

买了新房，开上了私家车。完粮徐

村传承下来的是村干部主动作为的

使命担当。担当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党员干部就要勇于担当，主动

作为。完粮徐村的党员干部以强烈

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只争

朝夕、奋发有为，几十年始终保持先

进的实践，正是完粮徐村百业兴旺、

风清气正的发展源泉。

乡村振兴工作千头万绪、纷繁

复杂，需要完粮徐村这样的“铁律”，

需要这样的“传家宝”。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申鸿皓王心一

“第81条，村民理财小组有权参与

本村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的

修订，否决不合理、不符合规定的开支；

第82条，审计结果要进行公示。”近日，

在社旗县陌陂镇完粮徐村虎年春节后

的第一次“两委”全体会上，村党支部书

记韩金山铿锵有力地为大家宣读完粮

徐村“82条铁律”。

“这82条纪律，咱村已经传承了66

年呀。它是咱履行村务财务职责的‘铁

规矩’，更是为群众服好务的‘传家宝’，

我们丝毫不能突破……”听完大家的发

言，韩金山进一步强调。

66年间，完粮徐村高擎“82条铁律”

搞村民自治。特别是近年来，该村创下

了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的新纪

录。

制度立起来，权力管起来

完粮徐村，在社旗县城北40多公

里、方城县城南约20公里处，与5个乡

镇接壤，属典型的“三不管”地带。

1956年，完粮徐村党支部书记韩遂

彬刚一上任就提出要建立财务管理铁

律，并开始着手制定村组财务管理制

度。随着时代变迁和国家相关政策改

革，韩遂彬坚持边尝试实践边完善健

全，到20世纪80年代实行农村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一整套制度基本成型。半

个多世纪里，这份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

成了包括现金管理、收支审批、出差会

议补助、来客接待、公共财物管理、财务

政务公开、档案管理、报账审计等在内

的八大项制度82条细则，被完粮徐村村

组干部一直视若珍宝，时刻挂在心里、

镌刻在行动上。

硬起手腕抓落实，以身作则当表

率。1990年，村治保主任因违规支出

48.6元招待费被当即撤职。利剑高悬，

遏住了违规违纪的咽喉；率先垂范，树

起了清正廉洁的标杆。

刮廉风扬正气，解民忧顺民意，两袖

清风谋发展，成为村组干部的行动自觉。

“直到1994年退休，老支书韩遂彬连一支

钢笔也没报销过。”村会计赵全营说。

韩遂彬一心跟党走的忠诚和公正廉

洁的品格，为继任者留下宝贵的精神财

富。1996年11月，退伍军人韩金山接任

村党支部书记。4年的部队历练，12年

的村级工作实践，让韩金山深悟“公生明

廉生威”的真谛，他誓言“学习老一辈、廉

洁为群众，严守‘82条铁律’”。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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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翁应峰

2月16日，罗山县江淮新区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江淮校区门口，几名市民有说

有笑地从一辆公交车上下来，这是2021

年11月9日开通的信罗同城城际公交。

“信阳市、罗山县同城化由来已久，

罗山县将紧紧抓住鄂豫皖省际区域中心

城市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大别山革命

老区振兴等国家和省、市发展战略机遇，

把罗山作为信阳东向辐射发展的桥头

堡，加快推进信罗同城化发展，着力培育

新的增长点，打造新的增长极！”罗山县

委书记周哲说。

专家：信罗同城化是必然趋势

刘军在罗山县城开了一家小商品

店，每周都要到信阳市区进货。以往，他

都是坐班车或私人营运车辆，来回票价

近百元。现在他乘坐信罗同城城际公

交，来回票价才12元。“信罗同城化最大

受益者是群众。”刘军说。

相比普通民众对信罗同城化的急切

期待，专家的分析则更加具体。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谷建全表示，

信罗同城化发展是必然趋势，我国城镇化

率已达64%，河南省已达55.43%，基于国

情省情，城镇化必然需要往同城化方向发

展；信罗同城化是增加信阳中心城区带动

力的必然选择，“十四五”时期信阳市将打

造鄂豫皖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提升城市的

竞争力、创新力、辐射力、集聚力、影响力，

信阳向东扩展是必然走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王建国认为，信罗同城化

符合城镇化规律，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

规律和趋势。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洛阳孟

津区副区长许家伟认为，罗山地理优势、

生态优势明显，是做大整体罗山的有利

条件。

机遇：推进信罗同城化恰逢其时

2011年8月，省政府出台了促进中

心城市组团式发展的指导意见，全省共

确定了62个组团城市，罗山县因离信阳

市区较近，被纳入与信阳市中心城区组

团式发展规划。

2018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

《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信阳等7个

市县被纳入淮河生态经济带组团发展。

2020年6月，省委、省政府印发的

《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

要讲话精神支持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加

快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支持有条

件的县撤县设市（区），推进信罗一体化。

“十四五”时期，信阳市将开启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省委、省政府将支持信阳

市建设鄂豫皖省际区域中心城市和豫南

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信阳将建成革命

老区振兴示范基地，到2025年，市中心

城区人口将突破150万，信阳都市圈建

设将进入快车道。

羊山新区、工业城、市产业集聚区东

向发展，罗山江淮新区西向发展，信阳、

罗山的距离越来越近，市县发展联动性

越来越强。

（下转第二版）

打造信阳东向“桥头堡”
——罗山加快推进信罗同城化发展

张建洋把“大学”办到晋庄镇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王
欢）“为保障今年农业生产开好头，春节

刚过我们便加快开展春耕准备工作，保

证今年春季生产的顺利进行，确保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2月15日，鹤壁市山

城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加强物资保障。目前，该区已经

储备化肥300吨、农药5吨，积造农家

肥20万方，农业生产物资储备充足，为

春耕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强化技术服务。近期，该区农业

农村局根据当前苗情长势，积极组织农

业技术人员深入种植合作社开展农机

检修等，并将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确保农户在春耕生产中遇到问题能及

时解决。

严格执法检查。为保障全区农业

生产安全，该区农业农村局对全区20

余家农资经营企业开展农资打假专项

执法检查，并与企业签订了《农资诚信

经营承诺书》，对发现问题的企业要求

立即整改，从源头上预防不合格农资流

入市场，保障群众用上“放心种”“放心

肥”。

开展农资打假 与企业签订承诺书

山城区备足“放心肥”保春耕

2月 17日，在三

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阳店镇羊角寨村一处

农田里，阳店镇农业中心

高级农艺师郑立谋（右

二）在查看麦情，指导农

民进行麦田管理。 本

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彭红勇摄

蔬菜 林果 畜牧

晋庄镇有三大特色产业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王星）2

月16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

我省近日印发《河南省“十四五”自然资

源保护和利用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对科学统筹开展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工

作的目标指标、重点区域、主要任务、重

大工程和政策举措等进行了明确。

《规划》明确，到2025年，全省耕地

保护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粮

食安全根基更加稳固；重点项目建设用

地保障更加精准高效；矿产资源保障程

度、规模化开发和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

升。

《规划》提出，部署开展自然资源保

护和利用六大方面重点任务，即严格保

护耕地和高效利用土地、有效保护合理

开发矿产资源、强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

增强重大战略实施支撑能力、深化自然

资源领域重大改革创新、夯实自然资源

保护利用基础。

我省“十四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强化耕地资源保护

让粮食安全根基更稳固

张建洋（左）在绿庄园蔬菜基地与种植户交谈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湛东升17日在银保监

会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正值春耕

备耕关键时刻，做好春耕备耕对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供给至关重要。农发行开辟贷款

“绿色通道”，确保贷款及时到位，将金融活水

注入田间地头。截至2月10日，全行共发放

春耕备耕贷款700亿元，同比增加421亿元。

湛东升表示，农发行将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作为重中之重。2021

年，累计投放贷款2.34万亿元，其中，涉及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贷款7500亿元。2022年，农发

行预计农地贷款投放将不低于1000亿元，为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打好基础。

对于配合做好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作方面，湛东升说，2022年农发行全力支

持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信贷资

金服务力度，优化信贷资源政策倾斜，致力于

打造“农地银行”特色品牌，截至目前，全行农

地贷款余额3300亿元。

农发行已发放700亿元贷款
全力支持春耕备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