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日，在宝丰县石桥镇，宝丰县恒通制帽厂女工在生产帽子。春节刚过，年味还未
散去，该厂80余名员工立即投入工作，加紧完成国外的订单，取得新年“开门红”。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2月2日，在位于社旗县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赶制
传感器电子元件订单。春节过后，社旗县通过组织开展“春风行动”“万人助万企”等
活动，助力辖区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申鸿皓 摄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卢晋荥

2月 3日一大早，寒风料峭，淅川

县金河镇彪池村蔬菜大棚里，种植大

户许雪芬正在忙碌。

“今年市场形势好，订单大增，我

得抓紧赶上这股‘春风’。”许雪芬边说

边手脚麻利地摘完了一垄上海青。

60岁的许雪芬是彪池村依靠勤

劳双手脱贫致富的代表。此前，她一

家八口人的生活全靠两个儿子在外打

工，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后，本就不富裕

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镇、村干部了

解她家情况后，于2015年按程序将其

确定为贫困户，多次帮她解决家中困

难。

要想脱贫致富，产业是关键门

路。针对彪池村的地理优势、资源禀

赋及许雪芬家的实际情况，镇、村干部

鼓励许雪芬发展蔬菜大棚，并积极协

调小额信贷、产业奖补等扶贫政策帮

她解决后顾之忧。

认准了蔬菜致富的路子，许雪芬

坚定信心，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酷

暑，她总是在大棚里忙碌。功夫不负

有心人，产业发展的第一年，她就出售

小白菜 1 万斤、生菜 3000 斤、辣椒

2000斤，实现了3万多元的收入。钱

包鼓了，许雪芬越干越有劲儿，全家也

顺利脱了贫。

在稳步发展的同时，许雪芬还将

自己摸索总结的种植技术和经验悉心

传授给乡亲们。“是党的好政策让我们

家脱了贫，咱不能忘本。”许雪芬坚定

地说。

“许雪芬是全村蔬菜种植户的主

心骨，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向她请教。”

该镇党委书记贾江波介绍说，“在她的

带领下，全村去年新增蔬菜种植户50

户，户均增收2.8万元。今年，又有好

几个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来发展蔬菜种

植，积极性空前高涨。”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张梦丹

1月3日，鲁山县四棵树乡土楼村

的小林农业有限公司厂房内，10多名

女工围坐在工作台前，用剪刀剪去辛

夷花蕾下部的短柄。

“这些辛夷花蕾去柄后将出口到

韩国、日本等国家，用来制作玉兰油。

公司一年能出口 50多吨。”公司负责

人郭青坡介绍说。

郭青坡和兄弟郭春青创立的小林

农业有限公司目前是鲁山县最大的中

药材收购和初加工企业，年均收购辛

夷花蕾2000吨、山茱萸1000吨、蝉蜕

20吨，加上一些其他中药材，年经营

额达3000多万元，在豫西南一带的中

药材收购商中颇有名气，同时也带动

不少山区群众依靠采摘中药材增收。

“四棵树乡和附近的团城乡，以及

接壤的南召县几个乡镇，是全国闻名

的优质辛夷花蕾出产地。由于去年秋

季干旱原因，辛夷花蕾减产，这段时间

只收了八九百吨。不过，今年的收购

价格也比去年几乎贵了一倍，每斤由

6元左右上涨到12元左右。”郭青坡介

绍说，辛夷树的花蕾味道清香，有发散

风寒、通鼻窍的功效，主治风寒感冒、

鼻塞，是地道的中药材；从辛夷花蕾中

提取的精油可以当作高级护肤品使

用，还可作为食品调味料，市场需求量

巨大。

“四川火锅底料配方中的香辛料

其实就是辛夷花蕾，我们公司一年销

往四川火锅底料市场的辛夷花蕾约

500吨，其他的除出口外，都卖到全国

各地的中药材市场。”郭青坡说。

为将当地的中药材收购做大做

强，四棵树乡党委、乡政府也对郭氏兄

弟的中药材收购产业给予大力支持，

投资扶持公司建起了新厂区和主厂

房，目前正在配套建设3个小型冷库。

一个月前，郭氏兄弟还投资40多

万元采购了一台中药材自动筛选设

备，大大提高了分拣效率。“有了这

台分拣设备，公司去年秋天收购的

20吨野菊花已全部分拣完毕。今年

我准备收购苍耳籽，让更多乡亲通

过采摘野生中药材增加收入。”郭青坡

说。

据悉，中药材收购旺季，有 30多

名当地村民在公司务工，其中大多数

是脱贫户。“我们男工负责装卸车、打

包等体力活，每天能挣100多元。女

工负责分拣、包装等，一天收入六七十

元。”在公司务工的村民王叶说。

淅川县许雪芬

发展蔬菜大棚带富乡邻

鲁山县郭氏兄弟

收购药材初加工 公司盈利群众增收

2月1日，在郏县白庙乡马湾村小白兔亲子农场，孩子们在彩虹滑道上玩耍。该亲
子农场是一家集旅游、研学于一体的亲子互动农场，有数十种游玩设施，春节以来这里成
为孩子们的乐园，到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杨远高 樊雨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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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

陈思远 张宇）“去年我们公司从脱贫

户中挖了32个劳动力，上个月县里兑

现奖金14.6万元，今年公司打算再扩

招60名困难劳动力。”2月2日，西峡

县龙成集团招聘负责人王治远告诉

记者。

2021年以来，西峡县充分挖掘

县域工商企业潜能，出台双向优惠

政策，脱贫户和监测户劳动力就地

就近稳定就业可获得奖补，企业吸

纳困难劳动力实现持续增收同样获

得激励，并出台实施方案，明确带贫

企业的奖补办法。目前，全县已为

47 家企业发放奖补资金 316.6 万

元，累计带动716人次就业。

“吸纳劳动力两人以上、年度支付

工资超过两万元，且该劳动力务工带

动全家人均收入超出当年返贫线，按

照每户所发工资总额的10%对企业进

行奖补，每户封顶5000元。”西峡县

乡村振兴局产业股股长王浩介绍道。

2022年的“春风行动”中，阳城

镇牛王村李营组脱贫户李天河受聘

到智星科技公司当技术工，工作七

八个月，收入 5.4万元，这一项占全

家去年纯收入的72%。

“‘带贫奖补’政策的实施，激励

了宛药、龙成、西保、牧原、通宇、劲派

等160余家县内重点企业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出更大贡献。”

西峡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刘德林说。

“你”给工作“我”送奖励
西峡县“带贫奖补”促就业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

原金贵）“全局党员干部带队，深入

全县40余家企业和建筑施工单位，

先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再助力

项目开工复产，取得较好成效。”2月

2日，汤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

程师尤明臣介绍说。

春节过后，帮助企业尽快尽早

复工复产，是确保各项工作“开门

红”的头等大事。汤阴县住建部门

对行业企业和施工项目实行“一对

一”帮扶，在政策范围内简化手续，

使更多项目尽早开工复产。

针对全县现有的 50余家建筑

行业企业，该局成立复工复产专

班，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上门服

务，对于企业普遍关心的项目资

金、劳务用工等问题，专班人员积

极同金融、政府、人力资源等部门

进行沟通协商，尽最大努力帮助企

业解除后顾之忧。对于续建工程

复工项目，只需企业和项目部开展

施工安全和扬尘治理自查，不再进

行施工安全和扬尘治理验收，由项

目部向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和控

尘办报备后即可恢复施工。监管

单位实施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查

一线、抓末端，侧重督导一线工人

的落实情况，严厉查处违规施工行

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汤阴县建

筑行业企业陆续开工复产达 30余

家，占比七成以上。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段
阳东）1月31日，走进位于确山县刘

店镇独山村的鑫旺装备式住宅有限

公司，但见机器轰鸣、焊花飞溅中，

一根根被机器拉直剪断的钢筋在几

名农民的手中被编制成横竖见方的

网状模块。这些模块按照一定的设

计标准被浇筑成形，就成了当下流

行的装配式水泥房。

“公司是我们几个合伙人于

2020 年 4 月投入 100 多万元创办

的。”鑫旺装备式住宅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岩说，这种装配式水泥房比砖

混结构住宅建起来省时、省钱、省

力，而且结实耐用。

“吊装一栋两层乡间别墅的主

体建筑，4个小时即可完工。”张岩对

记者说。为了掌握装配式水泥房生

产技术，他们几个合伙人曾前往河

北省廊坊市相关公司进行系统学

习，目前公司生产的装配式水泥房

在周边县区和农村很受欢迎，去年

还接到了来自省外的订单。

“公司从成立到运营，独山村委

给予了很多帮助，去年公司收入

200 多万元。”看着外边忙碌的工

人，张岩说，“十几名工人都是当地

村民，钢筋工、电焊工每天能挣300

多元，几名小工每天也有 100多元

的收入。”

“1 月 27 日就开工了，今年的

订单够我们忙活一阵子了。”钢筋

工老李边说，边操作机器把一匝匝

钢筋抻直，然后按预先设定好的长

度截断，运送到下一道工序的加工

点。

本报讯 为拓宽群众增收

渠道，提高群众收入水平，日前，

嵩县出台《关于有效增加群众收

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共10项33条，从制度层面托起

了群众持续增收的政策底盘。

“意见”从提高种植、养殖、

就业、经营、旅游收入，鼓励创

业增收，强化金融兜底、服务保

障，以及优化便民利民措施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提高种粮收入方面，“意

见”规定，对实施粮油间作套种

模式10亩以上的，除按国家政

策给予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和种粮补贴外，每亩再给予100

元奖补；在提高特色种植收入

方面，对发展中药材 100 亩以

上的，每亩给予200元~700元

种苗及农资奖补；发展蚕桑 50

亩以上的，每亩给予 300 元农

资奖补。

在提高养殖收入方面，“意

见”指出，对发展能繁母牛3头

以上，按照每头不高于1000元

标准补贴；发展能繁母羊20只

以上，按照每只不高于 200 元

标准补贴；对当年新发展优质

牧草 100 亩以上的，按照畜牧

产业奖补政策每亩一次性给予

500元~800元的奖补。

在提高旅游收入方面，“意

见”明确支持农家乐、农家宾馆

发展，对投资 30万元及以上、

经验收达标后的农家乐、农家

宾馆，给予投资额的 5%奖励，

最高不超过5万元。

“意见”还明确，对符合条

件的创业项目给予 20 万元~

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毕业

5年内的创业高校毕业生，符合

政策的可以享受 10 万元的免

担保创业贷款；支持金融机构

对农户等涉农产业贷款给予 30万元（含）

以下纯信用贷款。

此外，嵩县还将建立城镇特困群体人

员、低收入人员劳动力台账，对其在公益性

岗位安置中优先安排，每年提供不低于100

个就业岗位和不低于3次的就业援助。

（黄红立 许金安）

全力拼经济拼经济 冲刺开门红开门红

汤阴县 先帮企业解难题再助项目早复工

钢筋编网 浇筑成形
确山县装配式水泥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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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劝 马二飞 候子茂 单广福 康文安 丁合成 张瀚 张俊辉 许登科

杨耀宗 陈令立 姬超峰 王和平 谢腊花 路利菲 杨文强 李垚沛 林长利

原安军 周铁龙 臧威 陈懿君 李发祥 任万鑫 张运强 梅勇贤 马绍华 张

林林 卢书信 杨文乐 梁朋新 张丹 刘雪梅 兰文娟 刘勇 禹建良 陈阵

刘庆生 曹宇 赵长庚 石琨 胡建刚 闫振 李新 王幅明 苏中州 宋华礼

樊剑 刘泽锋 方铁 卜平 薛喜菊 徐振华 周贤强 赵洋 薛国营 曾莉 申

志红 傅贺 何清怀 尚星宇 侯云波 王强 王天印 朱登宪 张本昆 宋伟

涛 庞德顺 顾建全 武庆平 连艳霞 黄山 耿正 张小伟 陆浩钦 简杰 李

学莉 李守忠 赵志军 李超然 王志权 杨宪州 石予 陈瑞 张光彦 魏世

民 赵富全 刘保健 路学铭 李永胜 牛林梅 李青云 张丽 宋更新 李学

军 马旷 谢广阔 崔建勇 邹德华 靳义冉 陈记刚 魏碧野 秦静敏 靳耀

东 崔世保 朱桥 郑延保 殷小伟 朱和平 马聪 张宏开 冯书玉 杜传令

周学军 王占青 杨新院 包长青 游珊珊 时志中 程平 刘永恒 张强 苗勤

贵 冯明威 王永强

“中国这十年”书画展获奖名单公示
“中国这十年——喜迎二十大，助力乡村振兴”书画展从2022年4月底开始征稿至10月底结束，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755名书画爱好者的书

法（美术）作品1000余件。组委会克服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组织专家进行多轮认真评选，共有160件书法、篆刻、美术作
品脱颖而出，获得优秀奖。现将获奖名单公示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咨询电话：0371—61738102

河南省检察院机关党委

河南省移动有限公司机关党委

河南省信访局机关党委

河南省环保厅机关党委

河南省地质局机关党委

河南省水利厅机关党委

河南省护理职业学院

河南省社科院机关党委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机关党委

河南省信访局机关党委

安阳市乡村振兴局

洛阳市乡村振兴局

济源市乡村振兴局

驻马店市乡村振兴局

三门峡市乡村振兴局

焦作市乡村振兴局

林州市乡村振兴局

安阳市龙安区乡村振兴局

偃师市乡村振兴局

卢氏县乡村振兴局

马娜 马江虹 王国芝 姜鹏旭 李富森

郑红娟 刘旭 杨惠娟 李昊岩 王珂 刘友丽

靳尧恒 李进长 李希文 李江波 洪翠兰 吴

凤珍 王和平 马俊芳 李建华 刘新年 魏志

强 余建兴 赵敬斌 石小黉 顾进宝 张新科

余磊 李喜连 王红 黄守增 马肖慈 殷肖慧

绘画作品获奖名单（33人） 组织奖（20个）书法（篆刻）作品获奖名单（12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