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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我也是在别人的鼓励下才开始在网

上卖胡辣汤的，春节过后已经邮寄500

多箱（一箱有20小袋），价钱还是3块钱

一碗（一小袋）。”3月14日，在鲁山县张

良镇菜市场的早餐一条街，今年40岁的

赵红涛说。

据赵红涛介绍，往年春节过后，外出

打工或做生意的老乡们都是一兜一兜地

买他家的胡辣汤打包带走，想喝了就从

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很方便。随着电

商的发展，不少人劝赵红涛在网上卖胡

辣汤，于是虎年春节前夕，赵红涛购置了

一套真空包装设备，并在抖音上进行宣

传，不到2个月就卖了3万多元。

赵红涛说，他家做胡辣汤已有190

多年的历史。“这儿的胡辣汤是老传统制

作，里面有面筋、粉皮、豆腐丝、油炸花生

米，盛上一碗后，再点几滴小磨香油、芝

麻酱。特点是微辣、清香、喝后不上火，

我最爱喝他家的胡辣汤了。”一位叫刘志

昂的食客说道。

“胡辣汤汤底有独特的秘方配料，面

筋也是纯手工制作。”赵红涛说。

“赵家胡辣汤”在张良镇有口皆碑，食

客络绎不绝，从每天早上6点一直卖到中

午12点。“胡辣汤虽然是早餐，但中午也有

不少人来喝俺家的胡辣汤。春节前几天

最忙，一天最多时卖过2000多块钱。”赵

红涛说，“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一直忙到

中午。下午还得炸豆腐、切豆腐丝、洗面

筋、打包发快递等，一年四季不停歇。”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张雨
柔）“塔河泵站和清淤点工程进度如

何？汛期之前是否能完工？”近日，漯河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纪工委监察室组

织人员开展城市外围河道综合整治工

作专项督导检查。

据了解，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纪工委组建了城市外围河道综合整治

工作专班，印发监督提示函，建立辖区

河流清淤、泵站建设、海绵城市建设工

作督导台账，坚持日督导、周汇总、月通

报，要求各单位切实履行好防汛应急主

体责任。

在此基础上，该区纪工委立足“监

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职能定位，

对防汛备汛工作中乡镇党委政府和相

关行业部门的履职尽责情况进行及时

跟踪，根据工作台账持续开展专项监督

检查，对工作推进不力、严重滞后的，加

大问责力度，确保河道整治等工作定期

完成，进一步提升水域生态环境，为全

年防汛备汛工作打好基础。

与此同时，该区纪工委扎实开展防

汛度汛以案促改工作，深刻吸取郑州

“7·20”特大暴雨灾害教训，通过通报案

例、以会代学、交流心得体会等方式，对

照报告指出的问题和教训，深刻反思、

引以为戒，全面检视存在问题，制定整

改措施，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督

促行业部门尽早谋划，系统构建风险防

控体系，全面提升重大风险预警、防范、

研判、管控和处置水平。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纪检监察

机关应加强对防灾减灾救灾资金使用

及物资储备的监督力度，坚持挺纪在

前，以严明的纪律和过硬作风推动防灾

减灾救灾工作落实落细。”该区党工委

委员、纪工委书记王君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郑富
生 高琳琳）3月19日，在驻马店市驿

城区蚁蜂镇小邓庄村胡湾林场的羊肚

菌种植大棚里，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

出，犹如一把把即将打开的“雨伞”，散

发着沁人心脾的菇香。

贺峰农民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

张贺峰是这些羊肚菌的贴身“保姆”。

当天，他正和村民们忙着采摘、搬运、装

车。据张贺峰介绍，羊肚菌主要用来煲

汤、炖鸡、制药等，口味很好，俏销市场，

今年是他种植羊肚菌的第二年。

羊肚菌从选种、搭棚、整地、通风

到微灌，每个环节要求都十分严格，张

贺峰和合伙人经过认真考察之后开始

了尝试之路。他们租用了村里的种植

大棚，投入20多万元成立了贺峰农民

农业种植合作社，目的就是为了更好

地利用药用菌培育技术种植羊肚菌。

“我们要把市场扩大。”张贺峰说，

他种植的羊肚菌质量好、产量高、市场

好，希望以后可以发展集中连片的羊

肚菌大棚，形成特色产业联合体，向

“种植+深加工+销售”一体化方向发

展，带动周边村民致富。

近年来，蚁蜂镇因地制宜盘活农

田资源，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鼓起“钱

袋子”，持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杜
福建张鹏辉）“马上到采摘期了，今年

羊肚菌长势和去年一样好，可以说丰收

在望！”3月18日，桐柏县回龙乡羊肚菌

产业示范园的聂书军满怀信心地说道。

“你们来这几个大棚看看，喜人得

很！”第一年种羊肚菌的种植户李守昌

满脸喜悦。今年李守昌总共建了33

个大棚，每个大棚可收鲜菇500公斤，

按市场价每斤160元计算，净收入有

望突破200万元。

2021年，回龙乡采取“政府+支

部+龙头企业+农户”模式，积极探索

发展羊肚菌产业，并率先取得成功，填

补了全县人工种植羊肚菌的空白。但

由于羊肚菌种植环境和技术要求较

高，很多群众处于观望状态。今年园

区的再次丰产为全乡群众打了一剂

“强心针”。目前，回龙乡羊肚菌产业

示范园已建成大棚69个，引领带动全

乡40余户分散发展羊肚菌种植200

余亩，有效解决60多户村民的就业问

题，人均月增收2000元。

桐柏县副县长、回龙乡党委书记

秦德阳说，下一步，该乡将开展菌种培

植、基地栽培等技术培训，建设新型农

产品产业示范园，在未来2至3年内，

新建和改造羊肚菌标准种植基地500

亩，实现全乡羊肚菌种植规模达2000亩

以上，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杨国良李鸿珍

3月21日，呈现在记者眼前的三门

峡市湖滨区会兴街道槐树洼村，街道整

洁，花红树绿。而过去的景象则是，道

路逼仄、污水横流、垃圾冒顶、违建乱

占，“脏乱差”现象严重。

乡村环境和群众思想为啥会发生

这么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知耻而后

勇。

去年，槐树洼村在全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观摩评比中得了两次“倒数第

一”，村干部们坐不住了。“这真让人受

不了！”村干部急得上火、村民脸上羞

愧，想要摆脱倒数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为了扭转局面，槐树洼村成立了农

机劳务合作社，探索出一条“党建+人居

环境整治”新路径，形成了“党建引领、

党员参与、群众自愿、防返贫监测户统

筹”的组织模式，强力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

“全村共有20名党员加入了合作

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槐树

洼村党支部书记张亚楠说。

“我是党员，我先拆！”在拆违治乱

过程中，村里的老党员张邦照带头将自

家的违建厕所拆除。这在槐树洼村绝

不是个例。

“合作社下的四个网格组目前共纳

入了140户近500人，基本把村里的防

返贫监测户、半劳力、弱劳力都统筹进

来了，一个杂工给50块钱。”村党支部委

员张克让说，“这样既发挥了村民主体

作用，让村民参与共建共管，也增加村

民收入，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

“要发展就要破局，要破局就要敢

干。”张亚楠说，“3月4日，我们跟前来

观摩的区领导立下了军令状，要在月底

做通村民工作，将村街主路从原来的4

米拓宽到标准的7.2米双车道。”

距离立下军令状仅仅过去5天，槐

树洼村已经做通所有村民工作，和电力

公司达成改路方案，并与天然气公司积

极对接，协调施工方案。“量路划线那

天，我们把村民集中起来，一把尺子量

到底，真正的公平公正公开，谁也没有

意见，这叫‘稳定军心’。”村监委会主任

张栓年说。

“我们安排村民错班上工，你家看

我家，我家看大家，干到谁家门口都不

好意思说不让动。去年刚刚盖了新房

的一位老叔，就主动将自家超出规划线

的半米院墙拆掉了。”张克让说。

3月9日，村民小组组长张佐峡正

在一个腾退的空心院前监督施工。从

1978年到现在，这位老组长还没见过这

么大的整治力度。“看着以前村里的黄

金地变成荒草地，真是痛心。这次整治

腾退了许多有效土地，为今后的发展打

下了基础。”张佐峡说。

槐树洼村整治人居环境制定了长

期作战规划，先拆后建，管护结合，发展

项目……桩桩件件都奔着提升乡村“颜

值”、做实发展“里子”的目标，为乡村振

兴擦亮了新底色。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要

打的第一场硬仗，接下来，我们要将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拓展至工业园区，以优

美的环境保障招商引资，积极谋划项

目，真正为村里引进几个好产业，让村

里环境美、生活美、产业兴。”张亚楠说。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杨卫杰
李岩）“年前，这片还都是破旧房屋，我们

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动员47户群众主

动拆迁，拆除破旧房屋156间，整理出土地

110亩，目前已种植金银花70亩。”3月18

日，郸城县汲水乡西李庄村党支部书记史

鹏礼介绍道。

近年来，该乡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紧

密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空心村”治理的新

途径。全乡27个行政村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落实“一户一宅”原则，逐村逐户排查，

标清地块和面积，建立“空心村”整治台

账。各行政村清除地面附属物后，乡政府

统一协调机械，及时进场施工，做到整一

块、清一块，高标准达到复耕要求。各行

政村与村民签订土地使用协议，切实巩固

治理成效。

同时，该乡一方面通过广播、标语、微

信群等载体宣传，另一方面发挥党员干部

的先锋带头作用。“在拆迁初期，我们也遇

到了很大阻力，经党支部研究，实行党员

干部带头拆迁，对愿意拆迁又无住房的村

民，我们统一规划宅基地，解除他们的后

顾之忧。”刘小集村干部刘高领说。

目前，该乡累计整治出“空心村”2600

多亩，种植金银花1100亩，由村集体统一

购苗，脱贫户及“三类户”优先获得承包

权，收益三七分成，承包户占收益70%，村

集体占收益30%，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又提高了土地综合利用效益。

赵红涛卖真空包装胡辣汤

“触网”两个月 收入三万元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未雨绸缪 督导筑牢防汛“堤坝”

“面子”美“里子”实
三门峡市槐树洼村成立农机劳务合作社治理人居环境

桐柏县回龙乡羊肚菌丰收在望

产业兴百姓富

驻马店市蚁蜂镇羊肚菌俏销市场

3月21日上午，长葛市和尚桥镇对评选

出的20个“五美庭院”示范家庭颁发奖品和

荣誉牌。在表彰大会上，该镇鼓励受表彰的

“五美庭院”示范家庭积极发挥自身标杆作

用，以“小家美”带动“大家美”，以庭院“小美”

构建社区“大美”。

本报记者张莹通讯员王延超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

整一块 清一块
郸城县汲水乡治理
2600多亩“空心村”

◀3月17日，民权县绿化工人在修剪博

爱路中的绿化苗木。随着春暖花开，民权县

园林绿化中心积极组织园林绿化工人开展

植树造林及绿化苗木的管理养护活动，共栽

种各种绿化苗木14种、13700余株，并适时

组织开展绿化苗木修剪造型及病虫害的防

治工作。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3月18日，夏邑县胡桥乡刘井村党员志愿者在养护

路肩。近年来，该村累计投入200余万元，新建了村室、

文化广场、便民服务中心等，实施了村内道路绿化、亮

化、美化工程，先后被评为“市级文明村”“河南省文明

村”“全国文明村”。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夏天摄

（上接第一版）同时，实行“一个分包县领

导、一个服务单位、一个金融部门、一套

方案、一包到底”的制度，对已签约项目

帮助完善各项前期手续，对落地开工项

目实行征地、圈院墙、办各种手续及启动

项目施工设计和确定施工企业“四同

时”，对投产项目在用地、资金、人才及水

电路等方面给予帮助；公检法司推行送

法上门、温情执法、善意文明执行，全力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说了

算。”县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杨锋德说，

“优化营商环境，说白了就是政府和职能

部门的自我革命；要全心全意当好服务

企业‘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金牌店小

二’，促企业快发展，让业主都满意。”

为了方便市场主体设立、减轻企业

负担，该县还通过整合市场监管窗口的

企业注册、公安窗口的公章刻制、税务

窗口的发票申领等业务，在县政务服务

大厅设立企业综合窗口，实现企业登

记、公章刻制、税票申领、社保登记、银

行开户、公积金等涉企业务一窗办理，

企业开办实现“一件事4小时零成本办

结”。同时，企业首套实体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及

配套的电子印章政府付费，仅此一项节

省企业开办成本900元。

聚焦便民利企，叫响环境是金。去

年以来，该县先后出台并落实《社旗县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考核奖惩暂行办法》

《社旗县优化营商环境预警机制方案》

《社旗县政务服务窗口服务效能评价办

法》《社旗县企业家“畅聊早餐会”会商

机制》等30余份文件，县直38个部门推

出275项惠企政策；成功举办6期“畅聊

早餐会”，帮助企业解决用地报批、用

工、融资等问题70余件；县政务服务大

厅扎实推进“四专四办”（高频事项专区

高效办、重大项目专员全程办、特殊需

要专人上门办、民生事项专业就近办）

和“四免四亮”（免费文印、免费快递送

达、免费帮办代办、新开办企业免费刻

章，亮时限、亮环节、亮人员、亮结果）服

务，设置“办不成事”窗口，推行延时服

务、双休日和节假日预约服务、自助服

务区24小时服务，政务服务365天“不

打烊”；深入推进“放管服效”改革，县直

38个行政审批部门全部进驻县政务服

务大厅，1821个县级政务服务事项网

上可办率达到 100%，即办件占比

85.2%；严格落实“四减一造两提”要求，

承诺审批时限比法定时限压缩93%，审

批材料精简62%；全县有监管职能的

25个单位监管主项和子项覆盖率达到

100%，19个部门电子证照制证种类实

现全覆盖；404个事项一证通办，1877

项服务实现“掌上办”；县级下放乡镇事

项 154 项、下放村级事项 33项，打造

“15分钟政务服务圈”，方便群众足不

出户“就近办”各类政务服务和便民服

务事项；2021年，全县新开办企业2533

家，同比增长63%；全县272位干部包

联360家企业，解决问题683件……

数字见证效能，服务温暖民心。社

旗县以“放管服效”改革为重点，践行“一

网通办”“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等

服务承诺，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干群之间

更贴心，政商关系更和谐。

便民利企“金社旗”渣园乡的“海归书记”

（上接第一版）

“俺村原来有石磨面加工，由于加工厂

房面积小，地理位置偏僻，仅有一套加工设

备，收益一般，重选厂房一直是俺的一块儿

心病。”杜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明利说。

郭子枫了解到杜庄村的困难后，又得

知该乡面积1000余平方米的教育办老址

房屋出租到期，位置紧邻省道，是发展特色

农产品的好地方，便多方协调，确定这里为

加工厂房选址。

“去年12月10日，新址开始投产，产量上

来了，可又因为疫情造成产品滞销。”李明利说，

“‘小郭书记’主动做起渣园乡农产品代言人，

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帮助销售。”

“渣园乡农产品丰富，交通便利，我们除

了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外，还将着力打造县乡

村三级物流体系，助力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

城，增加群众收入。同时，县机电市场搬迁至

县产业集聚区后，将对应急发电机组经营者

进行资源整合创品牌，把应急发电机组产业

做大做强。”郭子枫说，“‘墩苗’就是要沉下

身、静下心，将自己的青春投入到乡村振兴事

业中，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栏目联系：搜索15515779057 添
加微信“墩墩苗”）

3月21日，在淅川县滔河乡G209豫鄂省界疫情防控检查卡点，工作人员正在对过往

车辆认真查验。面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淅川县立足实情，提出豫、鄂、陕三省交界相邻乡

镇疫情联防联控，携手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杨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