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绿添彩绘美景

乡村振兴进行时乡村振兴进行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综合新闻 2022年3月3日 星期四
责编 / 李政 版式 / 李英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真金白银助力中小企业

（上接第一版）

在降低经营成本方面，通过税

费减免、创业补贴、职业培训补贴、

社会保险补贴、就业补贴、降低失

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等方式，着力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在强化融资支持方面，落实政

府采购合同融资、小微企业应急周

转资金池、省级融资担保代偿补偿

资金池、贷款保证保险、“稳外贸”

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等5个支持市

场主体发展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发

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方面，用

好企业研发后补助、高新企业认定

奖补、重大科技专项奖励、“揭榜挂

帅”项目资金支持等政策，促进各

类创新要素向中小企业集聚。

在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方面，做

好政府采购服务，预留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的采购份额。支持外贸中

小企业参加会展，开拓国际市场项

目。通过“万人助万企”活动的深

入推进以及民营企业诉求响应智

慧平台，多渠道听取企业意见建

议，及时解决企业诉求。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

2021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

知》、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

2021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

知》要求，河南日报农村版已对持有新

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核查，现将

拟通过年度核验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监督举报电话：河南日报农村版人力

资源部0371-6579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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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

走进内黄县六村乡的全国文明村郭

桑村，仿佛走进了一座漂亮的都市村庄，

村内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村民们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想都没想到能过上今天这么幸福

的生活，我感到非常满足，多亏了这些年

脱贫攻坚和村集体经济打下的基础！”3

月1日，70岁的村民张风民谈起村里的

巨大变化时感慨地说。

郭桑村以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村

庄，距离县城较远，交通闭塞，村里基础

设施落后，加之村庄周围全是沙土冈，既

不长树又不长庄稼，一刮风便黄沙漫天，

于是村民们编出了顺口溜：“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一年多吃三个半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郭桑村

村集体对村庄周围的沙土冈进行了平整

开发，并栽上苹果树、杏树等果树，但由于

技术落后、市场行情不好，果园效益很差。

2000年前后，郭桑村村集体把开发

整理后的大部分土地按人均4分地无偿

分给了村民自种，剩下531亩留作集体

用地。

2010年，为夯实集体经济基础，带

领村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郭桑村党支

部把集体土地按一年一亩100元的承包

价格全部承包给村民发展大棚西瓜，并

牵头成立了内黄县丰润种植专业合作社

和内黄县首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郭桑村党支部还经常组织群众到县

里西瓜种植先进乡镇以及山东寿光进行

参观学习，不定期地邀请专家到村里举

办管理技术培训班，现场解决群众生产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郭桑村党支部

从2017年开始，每年4月20日左右举办

西瓜文化节，目前已成功举办四届，打响

了郭桑村西瓜特色品牌。

“我承包了6亩地，建了3个大棚，春

季种西瓜，秋季种辣椒、茄子，效益都不

错，一年能收入五六万元，生活也是越过

越好。”郭桑村村民张铁民一边管理西瓜

秧苗，一边高兴地说。

近年来，随着种植效益逐年攀升，郭

桑村的集体土地承包价格也上涨到现在

的每亩每年500元，村集体仅此一项每

年就能收入26万多元。

2017年村里建成了一座113千瓦

光伏电站，每年发电能收入10万元左

右。该村还成立了以村党支部书记李保

林为董事长的河南双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利用抖音平台直播带货，粉丝量达到

66万。

2021年，内黄县委组织部投资110

万元在郭桑村建设了电商产业园，预计

今年上半年竣工投用，投用后每年将再

为村集体增加10万元左右的收入。

“集体的钱就要为村集体和全村群

众服务，为此我们通过‘四议两公开’程

序办了一系列实事惠及民众。”李保林介

绍，前几年，该村高标准修建了通村公

路、产业基地道路、“三化”工程、天然气

工程、文化广场、公厕等，对全村三纵九

横共十二条主街道、大小胡同进行了整

修，郭桑村的村容村貌和生活环境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开发沙土冈种植大棚瓜

内黄县郭桑村更美了群众更富了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杨静
婉）3月2日，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红色故

事宣讲进社区活动在郑州市金水区丰

产路街道办事处举行，来自街道各社区

的100余名干部群众代表参加了红色

故事宣讲活动。

此次宣讲活动以红色故事宣讲和

红色情景剧展演的形式，通过讲述革命

先烈、英雄楷模的英勇事迹，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的光辉历程。

据了解，《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规定，每年3月第一周为我省新时

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本次活动是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按照省直文明办部署要

求，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开

展的一项活动。接下来，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还将按照要求一日一主题地开

展以“传承雷锋精神 关爱退役军人”

为主题的“3·5”学雷锋爱心义剪、“光

盘行动 俭以养德”文明餐桌教育宣

传、“守社会秩序”文明交通等志愿服

务活动。本报讯（记者冯刘克）3月1

日，位于郑州建业城市花园、金水

花园、联盟新城等小区的首批20

座助老打车“暖心车站”启用。“暖

心车站”由所在社区、物业与高德

打车合作建设，首批覆盖15个小

区。

“暖心车站”设有二维码，老

人扫码即可进入高德打车助老

模式。随着“暖心车站”在郑州

启用，助老就医出行补贴也开

始面向郑州年满60周岁的老人

发放。老人打开高德地图搜索

“助老就医出行补贴”，按照提

示输入姓名及身份证号即可领

取。助老就医出行补贴将按季

度发放，老人每季度可领取 50

元，全年可领200元。老年人在

高德地图使用打车服务时，起

点或终点位于医院，即可使用

助老就医出行补贴，用于减免

打车费用。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刘天鹏

3月2日，45岁的冯军生利用清晨

的微光仔细挑选着鸵鸟蛋，“那边的都是

已经挑选好的，一会儿准备进城给客户

送过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

3筐鸵鸟蛋整齐地摆放在小货车上。

前两年，冯军生积极响应家乡号召，

返乡创业。返乡后，冯军生在西平县蔡

寨回族乡租赁了1500多平方米的养殖

场地干起了他的“老本行”，经过多方考

察，冯军生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巴彦淖

尔市等地引进了200余只鸵鸟。经过近

一年的引进、繁育，鸵鸟已达500多只，

日均产蛋50余枚。

“老话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可

在我这儿，带毛的都是宝贝。”谈起鸵鸟

带来的经济效益，冯军生的话匣子便收

不住了，“鸵鸟全身是宝，鸵鸟肉营养丰

富，一只母鸵鸟能卖1万多元，养殖2年

后即可下蛋，市场价每个180元左右，蛋

壳还可以做成工艺品。皮是优质皮革，

羽毛可以用来制作装饰品。”

“这鸵鸟看着如此‘金贵’好饲养

吗？”面对记者的疑惑，冯军生笑着说：

“其实一点也不娇气，它们耐严寒、耐高

温、不易生病，喂养起来也不复杂，平时

主要以鲜草、青菜、麸皮等混合饲喂，辅

以玉米等精饲料。”

提及下一步打算，冯军生表示，要

把养殖基地做大做强，努力开拓好西

平县这一空白市场，继续采用科学的

养殖技术、专业的饲养方式使鸵鸟的

繁育、推广等关键环节得到进一步的

改善，以订单形式，逐步向周边县（市）

开拓市场。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沛
洁）位于叶县水寨乡的白灌渠两岸，麦

苗长势良好。“这多亏了县里对白灌渠

的疏通，否则能不能种上麦子都得打问

号。”2月26日，水寨乡乡长曹乐感慨地

说。

叶县是农业大县和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县，仅小麦种植面积就达90多万

亩。去年春天，该县对白龟山干渠、孤

石滩灌渠、白灌渠等渠道进行疏通，对

境内的马河等大大小小的支流干渠进

行疏浚修复。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而分布在农田

里的水井更是丰收的保证。由于年久

及水位下降等原因，叶县田间有9000

多眼机井配套不完善，严重影响田间灌

溉。为此，去年该县组织发改、水利、农

业农村、移民等部门，对上述机井进行

了全部修复。

叶县在连续两年打造20万亩高标

准农田的同时，去年每亩投资3000元

以上，又打造了3万亩高标准农田核

心区，除了实现田间沟渠联网、确保旱

能浇涝能排的基础功能外，又投资建

设了集田间气象站、水肥一体机、虫害

自动监测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物联网中

心……去年，尽管遭遇病虫害，该县高

标准农田核心区的小麦亩产平均达600

公斤以上。

叶县统计数字显示：2021 年，全

县第一产业投资总额达 7.3 亿元，同

比增长 28.5%，补齐了相当一部分农

业基础设施短板。农业基础设施的

完善，也有力促进了粮食生产，去年，

该县的粮食总产量73.8万吨，再创历

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

员周豪科吴佳琪）“这里古香古色，满

眼的都是乡愁，随便在哪里拍照都是

‘大图’，真是一个好地方，以后还会

经常来！”来自洛阳市区的刘先生

说。

2月27日，汝阳县柏树乡窑沟村春

风和煦，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以及

各色“晒秋”场景点缀的街道，让游客流

连忘返。

当地摄影家协会在窑沟村设立了

创作基地，并以摄影文化合作社的方式，

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用摄影家的眼光

进行场景布局，吸引摄影爱好者和网红

主播，是摄影文化合作社助力窑沟乡村

文化振兴的一个方面。

柏树乡党委书记马卫东介绍说，成

立于2020年11月的窑沟文化合作社，

下设摄影、书画和戏曲三个分社，为当地

文化爱好者敞开大门，定期举办培训班，

并邀请省、市文化专家现场授课，把“送

文化”变为“种文化”。

据了解，截至目前，窑沟文化合作

社创作戏曲作品13个、摄影类作品189

个、书画类作品234幅，举办书画展、摄

影展、书画培训、非遗节目展示、戏曲演

出、讲座培训等活动60余场（次），惠及

群众数万人。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

叶全花）“我原来在浙江台州的一

家水泵厂从事焊工工作，月工资

6000多元。因父母年龄大了加上

孩子正上高中，需要人照顾，今年

春节过后就没有再外出，听说县里

今天举办招聘会，就过来看看有没

有合适的岗位。”3月1日，在鲁山

县2022年“春风行动”暨服务企业

招聘会上，来自该县汇源街道申庄

村51岁的王军政说。

当天，由鲁山县委、县政府主

办的“鲁山县2022年‘春风行动’

暨服务企业招聘会”，在汇源街道

詹营居委会广场举办。共有31家

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

6000 余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500余人。

今年以来，鲁山县已发放创业

贷款48笔共1116万元，直接扶持

56人成功创业；已举办线上综合

招聘会 2场、线上专场招聘会 2

场，全县25个乡镇（办事处）大型

招聘喷绘全覆盖，累计推送招聘岗

位17500余个。

在3月底之前，鲁山县将继续

开展“春风行动”，持续为县内外企

业提供人力资源支持，为群众提供

职业介绍、创业贷款等一系列就

业、创业扶持。

郑州市首批助老“暖心车站”启用

鲁山县“春风行动”助千余人就业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红色故事宣讲进社区

叶县

“精准”花钱补农业短板

汝阳县窑沟村

文化合作社“富”了群众精气神

冯军生的“鸵鸟经济”

禹州市朱阁镇 果树进村景色靓

叶县邓李乡 植树造林添绿忙

2月27日，在汝州市温泉镇朱寨村的广场游园里，保洁员正对园内苗木进行修剪，努力

营造干净、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德
真）“现在村里越来越干净了，俺看着也亮

堂、舒心，路边再种两排果树，村里以后更

美了。”2月28日，禹州市朱阁镇祁庄村村

民祁长安边栽树边高兴地说着。

为实现“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

起来”工作目标，朱阁镇大力号召各村全

面规划“增绿”工作，积极开展“增绿”行

动，倡导结合本村实际在主干道两旁、农

户房前屋后、村中游园和空闲地等种植果

树，最大限度在村庄美起来的同时让群众

受益。

朱阁镇通过全面排查需要增加绿化的

区域范围，认真研判“增绿”各项事宜，明确

各个绿化区域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实行干

部带头，细化任务，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

“人居环境提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

容，是民心工程，我们力争使人居环境更

整洁、更宜居、更文明、更美好，乡村环境

实现新变化、人民群众获得新感受。”朱阁

镇党委书记王向阳表示，要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岚
莹陈亚飞）3月2日上午，叶县邓李乡组织

党员、群众开展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百余名干部群众用实际行动为新年播下

希望的绿色。

“我每年都会积极报名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作为一名党员，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能为美丽乡村建设

出一份力，我非常开心！”邓李乡副主任科

员、党政办主任彭庆太说。

植树现场，大家干劲十足，扶正树苗、

填土夯苗，围堰踩实、提桶浇水，各个环节

井然有序。经过一上午的奋战，500余株

复叶槭栽植完成，一棵棵树苗整齐排列，

在春光里“摇曳”出蓬勃生机。

近年来，邓李乡不断夯实乡村绿色基

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绿地系统和廊道体系，

持续开展植树造林，成功栽植紫叶李、桃

树、柿树、香樟、石楠、复叶槭等树种，累计

栽种各类花草树木8000余亩，林木覆盖率

达到32%，筑牢了叶县东部的生态屏障。

“植树造林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大好事，种树就是种生态、种文化、种

财富。邓李乡通过植树活动，引导群众积

极参与，以扩绿、提质、增效为基本要求，

科学精准开展绿化行动，在全乡掀起植树

造林热潮，营造全乡植绿、爱绿、护绿的良

好氛围。”邓李乡党委书记董晓峰表示。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李逢果）“你们真的太好了，跑这

么远，亲自上门给我办业务，真

是太感谢啦！”这是客户王女士

在许昌农商银行五一路支行的工

作人员上门为她办理密码挂失时

的感言。

2月27日下午5时许，许昌农

商银行五一路支行工作人员正准

备下班，一位满脸焦急的客户来到

营业厅，向工作人员讲述，其家人

在郑州已瘫痪卧床多年，行动不

便，急需用钱治病，虽然存单已经

到期，但忘记存单密码无法亲自来

办理挂失重置业务。

该支行了解情况后高度重视，

本着“以客户为本，想客户之所想，

急客户之所急”的服务理念，在认

真核实客户情况，严把风险关键点

的同时，决定特事特办，派出两名

精干工作人员驱车百里奔赴郑州，

上门为客户办理挂失业务。到达

现场后，顾不上休息片刻，不到半

个小时的流程操作，顺利办理了挂

失重置、支取业务，并将现金成功

送到客户手中。

许昌农商银行驱车百里上门服务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息息相关，和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和乡村振兴息息相关。集体经济壮大了，大家伙儿的很多
事情就好办了，各项事业发展也有了财力支撑。近年来，我省各地在发展集体经济中积极探索，取得不少成功经验。曾经贫弱的基层组织凝聚力
不断增强，曾经脏乱的村庄变得山清水秀亮丽起来，曾经破败的家园重新焕发生机。从今天开始刊发的“乡村振兴进行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系
列报道，为您介绍各地的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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