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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一盒盒散发着泥土气

息的新鲜红薯送到鹤壁市区超市柜

台，让淇县鱼泉村的父老乡亲感受到

了来自驻村书记的贴心。想出这招的

是黄洞乡鱼泉村驻村第一书记李献

国。

两度到鱼泉村驻村，他不惧困难，

不顾危险，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全

身心扑在工作上，带领大家发展经济、

建设家园，成为乡亲们的贴心人，深受

群众爱戴。

鱼泉村曾是省级重点贫困村。

2015年 9月，鹤壁市烟草专卖局李献

国来到鱼泉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村民需要一眼水井，李献国看在

眼里，记在心中。一个月后，打井审批

手续摆在村民眼前。井打好了，李献

国与群众的距离近了。

李献国在村里的时候总是到各家

各户转悠，不在村的时候就去县里、市

里争取项目。为了节省开支，村服务

中心项目、自来水改造项目，他发动群

众“自扫门前雪”，比预算节省了几万

元。他还争取环保资金建了公厕，争

取党建资金建了村卫生室，争取扶贫

资金建了文化活动广场。

村民心齐了，干事创业的劲儿足

了。村民从困难中看到了希望，村庄

发展不利条件也变成了有利因素。

2021年 7月，一场暴雨几乎将鱼

泉村农田里的水利设施全部冲毁了。

灾后重建与疫情叠加，麦苗浇水成了

村民最急切的事。

“在村民的期盼下，李书记协调鹤

壁市烟草专卖局捐资 3万元，买了水

泵、水管，小麦收成打住底是不成问题

了。”村民王小五也乐开了花。

“组织派我来就是解决问题的，我

不能给单位丢脸。”李献国说。

李献国是鹤壁市烟草专卖局的一

名科级干部，2015年 9月被派驻到黄

洞乡鱼泉村任驻村第一书记，2018年

2月任职期满。2020年3月，因受群众

爱戴，再次受组织委派驻村到鱼泉村。

鱼泉村共有262户、980人，2015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185户、632人，一

个行政村下辖北鱼泉、西鱼泉、东鱼

泉、前嘴村4个自然村，老人居多。他

驻村后，2017年鱼泉村就顺利摘掉了

贫困村的帽子。

为调动脱贫户的积极性，李献国

自费给大家买来各种树苗，又免费帮

忙卖，185户脱贫户实现了从“输血”

到“造血”。

“有李书记在，灾后重建我们有信

心。”村民王保成说。去年大水过后的

第二天，李献国带领鹤壁市烟草专卖

局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带着方便面、矿

泉水、蜡烛等物资冒雨到达鱼泉村。

不等不靠开展生产自救，村民在他的

带领下，自愿义务劳动，清理路障，抽

积水，还募集19230元帮助其他受灾

地区渡过难关。

李献国深知乡村振兴，老百姓致

富才是硬道理。为了增加村民收入，

李献国与鹤壁市烟草专卖局领导进行

沟通后，将购置 5万余株红薯苗免费

发放给村民。农产品遭遇滞销，李献

国联合商超、美团等平台，2个月内为

村民销售红薯、花椒、粉条，共收入60

余万元。 (本报记者 李萌萌)

驻村第一书记的故事 16

李献国 扎根山村不言悔

10月20日，游客在光山县孙铁铺镇陈大湾村朱楼村民组景区划船游玩。近年来，光山县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
全力打造山青、水绿、林郁、田沃、河美、草茂的景美宜居环境，吸引了多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谢万柏 摄

本报讯 10月 20日，在新安县铁门镇 5G

数字辣椒示范基地，红彤彤的辣椒长满枝丫，

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红色的地毯，大型辣椒采

收机正在修剪“地毯”，椒香四溢。

据了解，这是新安采用5G辣椒种植技术

后的第一个丰收季，并首次使用机器采摘，实

现了“种植→管理→采摘”全过程智能化机

械化。

基地负责人曹玉龙说，通过数字化、智能

化田园管理，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种植，平均亩

产干椒 600斤，产值 7500元至 8000元，较往

年增收40%以上。

近年来，铁门镇依托辣椒种植地理优势，

以千唐红农文旅融合示范带为统领，运用5G、

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创建7个5G

数字辣椒示范基地3000亩，通过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气象、水肥检测设施的联合植

入，实现辣椒“种、管、收、加、储、销、服”数字

化，打造数字辣椒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推

动辣椒产业转型升级。

（许金安 高月）

本报讯（通讯员金晶 刘忠士记者李燕）

10月 20日，在商丘市睢阳区临河店乡贾楼

村，一幢幢精致的白墙青瓦民宿错落有致坐

落在青红交错的花草林木之间，二米多高的

石榴树整齐地分布在村外农田和村内的房

前屋后，颇为壮观。

贾楼村所产贡品石榴有300多年历史，

皮薄籽脆、晶莹剔透、被誉为“红玛瑙”。近

年来，贾楼村因地制宜，重点发展石榴产业，

目前全村石榴种植面积已达1500亩，发展

庭院石榴种植2000多户，群众的生活也像

石榴一样越过越红火。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要强 白贺
阳）“家门口种下‘金娃娃’，发家致富全靠

它。”10月 20日，上蔡县西洪乡嘴李村党支

部书记李永强指着绿油油的娃娃菜地高兴

地说，“这长势，必定大丰收！”

放眼望去，农户们正在750亩的娃娃菜

种植基地除草、浇水、施肥，一派繁忙的景象。

“前几年，我响应乡里的号召，回乡创

业。之前在外地积累了种植娃娃菜的技术

和经验，在老家经过3年的试验，我发现这

边的气温特别适宜种植娃娃菜，好种、好打

理，而且产量高。”嘴李村娃娃菜种植基地负

责人关水兴说。

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帮助下，关水兴

不仅成立了专业的种植基地，而且积极带动

周边的群众务工。

“一颗娃娃菜能卖到六七毛钱，平均亩

产近9000颗，除去各项投入，平均亩产利润

4000元以上。”关水兴说到利润特别开心。

据关水兴介绍，娃娃菜不愁销路，因为都是

订单销售。今年他种植750亩，等来年打算

把规模扩大到2000亩。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徐晓琳 张志
超）10月18日，在封丘县鲁岗镇东黄营村的辣

椒种植基地里，放眼望去，一排排白色的温室

大棚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温棚内，村民

们手提小桶、篓筐，有条不紊地采摘辣椒，一派

忙碌喜悦的丰收景象。

为壮大集体经济收入，该村党支部书记陈

英经过多次考察认证，在村里建设了温室大棚

项目，规划面积 70余亩，总投资 300余万元，

建设大棚 16 座，每座大棚年收入 10万元左

右，直接带动就业人数50余人。

“我们这个大棚，春季主要种植圣女果和

串红，秋季主要种植辣椒。下一步，我们会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让群众就近就业，

真正富起来。”陈英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王冬安 张
建 马源阳）10月 21日，记者在新野县城郊

乡袁庄村蔬菜交易市场看到，工人们装箱、

搬运、装车忙个不停，一辆辆运输车装满了

新鲜蔬菜，远销湖北、陕西、山东等地。

袁庄村位于新野县城南部，是远近闻名

的蔬菜种植专业村，常年蔬菜种植面积达

4600亩。“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该

村以重点突破带动全村发展整体跃升，朝着

“产业兴、生态优、百姓富”的目标稳步向前。

自 2019 年至今，该村在 11、12、13 村

民组开展“空心村”整治，先后复垦土地

577 亩，扩展种植面积；依托蔬菜资源，积

极争取农田水利项目，打造1200亩蔬菜产

业园；筹资180余万元，利用道路边沟和废

弃坑塘，开辟土地 20亩，新建蔬菜交易市

场，建设交易大棚 42座 7000余平方米，培

育佰蔬菜公司等经营主体20余家，建立健

全“双绑”机制，不断提升蔬菜产业化规模

化水平。

本报讯（记者张莹 通讯员李争光）“今年

全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推广 3000

亩，大豆种植面积创历年之最，农户在玉米不

减产的同时多收了一季大豆，实现了稳粮增

收。”10月 16日，项城市付集镇党委书记周通

说。

今年，付集镇落实大豆扩种计划，确定了

于楼等7个全国“绿创村”率先推广大豆玉米

复合模式，种植大豆面积创历年之最。“种庄稼

大家都知道，但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新

模式，很多人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邀请农业

技术人员和种粮大户对农户进行了多次培

训。”周通说。

随着秋收工作的推进，付集镇3000亩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示范区基本收获完毕，经过实

际测产，大豆亩产 100多公斤，玉米亩产 550

公斤左右，实现了土地产出率有提高、群众收

入有增加的目标。

本报讯 10月 21日，走进开封市祥符区

袁坊乡黄河滩区菌草基地，宛如置身绿色海

洋。

今年以来，袁坊乡流转1.2万亩土地打

造万亩菌草基地项目，并以村为单位成立

18个农民种植合作社，以“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运营。中科公司负责提供种苗、

回收菌草、进行技术指导；农民合作社负责

土地租赁、菌草种植管理与收割。

袁坊乡乡长万国臣介绍说，全乡 1683

户迁建群众，全部参与了此次土地流转。除

每年得到租金外，脱贫群众还能利用金融扶

贫贷款资金入股菌草种植合作社，每户每年

还能得到不低于3000元的分红。

“生态生计并重，增收增绿双赢。”中科

公司负责人刘建忠说，“在袁坊建设万亩黄

河菌草生态屏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

战略的具体举措。”

（王恪峰 赵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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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庞
卫东 翟庆楠）10月20日，漫步在长垣

市蒲西街道、丁栾镇、赵堤镇等乡镇

（街道）的村庄，宽敞整洁的马路、独具

特色的精致壁画、碧波荡漾的美丽河

道，美不胜收……

近年来，长垣市坚持把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

效抓手，用乡村规划师的双手描绘出

乡村的“绿富美”。

长垣市规划先行，将城市规划区

外507个村庄分为城郊融合村、集聚

提升村、整治改善村、特色保护村、搬

迁撤并村五类，市乡两级均成立规划

委员会，聘请 7名中规院专家担任规

划顾问，建立了 308 人的“乡村规划

师”人才库，对有需要的376个村庄编

制“多规合一”实用性规划。

长垣市对宅基地和自建房申请

表、宅基地示意图、宅基地使用承诺书

进行优化，对村级审核进行简化。严

格落实审批、放线、验收“三到场”，规

范核发《宅基地批准书》《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农村宅基地建房备案证

明》“三项证”，申请审批流程实现于法

周延、于事简便。同时结合长垣实际，

设计建房户型20套供群众选择，实现

农房建设规范化。

长垣 乡村规划师描绘“绿富美”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付忠
于 杨明华）“这幅墙体彩绘让我想起

了小时候放牛时的情景。”“这幅画就

像俺过去在摇耧播种……”10 月 21

日，走进汝南县常兴镇柏丈屯村，一幅

幅形象逼真的墙体彩绘吸引三五成群

的村民驻足欣赏。“墙体彩绘不仅美化

了环境，而且还留住了乡愁。”老党员

施国顺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该村以人居环境整治

为重点，下大力对墙体进行“美颜”。

村里组织人员对农户墙体进行统一刷

白，邀请专业绘画人员，以田园风光、

民俗故事、农耕文化等为主要内容，对

20多处墙体进行了彩绘，让墙体彩绘

成为传播文明的窗口、政策宣讲的阵

地、美化家园的载体，留住乡愁的风

景。

汝南县常兴镇

墙体彩绘美环境留乡愁

新安县铁门镇 5G技术种出“智慧辣椒”

祥符区袁坊乡 黄河滩区铺满“幸福草”

封丘县东黄营村
温棚“两季红”
群众生活红

新野县袁庄村 蔬菜远销鄂陕鲁

项城市付集镇
大豆“套”玉米
种出好“丰”景

上蔡关水兴 家门口种下“金娃娃”

睢阳区贾楼村 石榴种植绿庭院富口袋

本报讯 连日来，开封市生态环境

局通许分局干部职工发扬生态环保铁

军精神，放弃休息，由局领导带队，组

成 4个督导帮扶组，扎实开展联防联

控工作。

10月6日，通许分局局长许富强带

领环境执法人员来到玉彩、永强等新型

建材企业，重点查看了企业生产设施、

污染防治设施及在线监测、用电监管

系统等运行情况，详细了解了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

各企业强化生态环保优先意识，落实

好污染防治企业主体责任，配合做好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彭战红）

通许 督导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本报讯（通讯员李学通 陈向华
记者李燕）“我们村经济能人、爱心人

士和群众共同筹资80多万元，让每家

每户通上水泥路，解决了出行难题。”

10月 21日，夏邑县曹集乡李半楼村

党支部书记李展英兴奋地说。

曹集乡党委充分发挥统战作用，

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力量，强力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制定了群众捐物、能人

捐资、社会捐助、政府补贴的“三捐一

补”政策，成为曹集乡美丽乡村建设的

制胜法宝。

夏邑县曹集乡

调动社会力量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郑
卫光 郭小梅）10月17日，记者在济源

克井镇北社村看到，一辆大型收割机

正在田间作业，玉米秸秆被打碎，直接

还田。

近年来，济源越来越多的农户采

取秸秆还田、青贮等方法，将秸秆综合

利用作为改进牲畜饲养方式、发展循

环农业的关键措施。目前，济源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93%。

济源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3%

本报讯（通讯员晏家兵 刘力娜
记者尹小剑）近日，潢川县发改委在双

柳树镇天桥村开展“诚信教育进乡村”

主题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在天桥村大街小巷以现

场讲解和发放《诚信教育手册》的方

式，向村民宣传相关政策法规，倡导村

民树立“诚信做人，以德立身”的理念，

避免因失信行为导致处处受限，争做

诚实守信的践行者。

潢川 诚信教育进乡村

10月20日，柘城县李原乡前彭村大葱种植基
地，村民正在为大葱封垄。近年来，柘城县通过“公
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合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承
包、租赁、务工等方式，吸引更多农户参与到特色农
业发展上来。 张超摄

□姜永栋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没有产业

兴旺，乡村振兴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那么，如何发展产业，实现产业兴旺呢？

新野县袁庄村利用靠近县城的优势发

展蔬菜种植，蔬菜远销鄂陕鲁；上蔡农民关

水兴经过3年的试验，决定在老家种植娃娃

菜，销路不愁……可谓是因地制宜，选准了

产业，实现了丰产又增收。

发展产业要做到因地制宜。首先需要

看自己有什么？自己的基础怎么样？和其他

地方相比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特色在哪

里？比如，毗邻城市的，可以发展城郊型农

业；靠近旅游景区的，就要想方设法发展旅游

产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如果不注重因地制宜，而是盲目跟风、一哄而

上，最后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发展产业还要坚持差异化。现在各地

发展的农业产业还是以传统的优势产业为

主，同质化竞争严重。要想可持续发展，必

须立足村情、有的放矢，挖掘本村产业特点

和发展潜力，坚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做到

以“特”成势，让产业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

越大。

二十大报告提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各级政府和农

业农村部门，要更加用心去研究和发展产业

兴旺，抓住产业这个“牛鼻子”，让乡村振兴

更早有成效、出成果。

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