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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小剑 李振阳 贾晗

6月 16日，笔者在淮滨县固城乡绿

色恒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见到了“全国劳

动模范”张明勤。他是合作社理事长，年

近花甲，个头不高，不善言语，论起种庄

稼，当地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

1991年，张明勤只身奔赴黑龙江省，

先后承包土地160亩、340亩……仅三年

时间共承包土地 1145亩。虽然人在他

乡，张明勤却总想着为家乡做点事。

2010年，随着淮滨县土地流转相关

政策的出台实施，让张明勤看到了返乡

创业的机会。当年，他便在固城乡大吴

岗村一次性流转土地1376亩，成立了绿

色恒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最初，张明勤还是以种植传统农作

物为主。“农业要快速发展，必须走现代

化生态循环的路子。”2016年 4月，经过

多方考察，他开始发展稻渔生态循环农

业，实施稻渔共作。

在发展过程中，张明勤深知“稳粮增

收、渔稻互促、绿色生态”是稻渔共作的

突出特点，能有效促进水稻生产和农民

增收，同时具有很好的生态效益，是农业

转方式调结构的抓手。

于是，张明勤率先成立淮滨县佳品

稻渔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采用“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走出一

条规模化、集约化道路，发展生态、特色、

品牌农业。他探索的稻虾共作、稻鳅共

作、稻蟹共作，均获得成功，且获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

不仅如此，淮滨县依托张明勤的绿

色恒丰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了贡仓香

米优质水稻“党建联盟+产业联盟”，覆盖

固城、新里、三空桥等14个乡镇，种植面

积 30 万亩，链接公司、合作社、家庭农

场、种粮大户等117个，经济和社会效益

明显。

2020 年，在政府的扶持下，张明勤

投资260多万元购买了两套烘干机和一

个自动化打米机，在自己的种植基地里

建起了稻米加工车间，延长了产业链，充

分利用网络在线上线下销售，实现了集

种、产、供、销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体系。

努 力 付 出 终 有 收 获 。 张 明 勤 在

2012年被评为“全国种粮大户”，2019年

被授予“河南省劳动模范”，2020年获评

“河南省脱贫攻坚奋进奖”和“全国劳动

模范”，2023年，在群众的支持下获评“感

动淮滨年度人物”。

如今，年近花甲的张明勤并不安于

现状，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他决心通过

不断的努力，打响绿色农业这张牌，确保

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从而带动更多群

众向着美好生活奋进。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崔高阳

6月 15日，汝州市米庙镇石槽王村党

支部书记张曼曼和家家靓石槽王村家政服

务中心的管理人员，一同来到该市金域华

府小区对接装修保洁业务。

“自家政服务中心挂牌以来，这是我们

完成的首笔签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

突破。”今年34岁的张曼曼说。

张曼曼提到的家政服务中心，是 5月

中旬在石槽王村挂牌的汝州市家家靓石槽

王村家政服务中心。

石槽王村交通便利，村民就业需求大，

但苦于没有专业技能和专门渠道，无法打

通人才供需通道。

在平顶山市医疗保障局驻村第一书记

姚蕾和张曼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今年年

初，石槽王村与汝州市家家靓家政服务中心

达成合作：依托该村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招工

驿站型“五星工坊”，打造集劳动技能培训、

就业信息发布、提供用工服务等于一体的就

业服务平台，安排村民就业增收。

“招工驿站型‘五星工坊’每年可吸纳

劳动力就业300余人，实现个人年均增收

2.5万元、村集体经济年增收3万余元。”张

曼曼介绍说。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2020年 10月当

选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曼曼，带领村“两委”

想方设法“引凤筑巢”：引进河南省益甜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协调流转土地24亩，完

成61座现代农业大棚建设；对接汝州畅兴

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开展无土种植项目；争

取乡村振兴资金，利用村卫生室闲置屋顶，

发展光伏发电项目，年收益率10%以上。

如今，石槽王村村集体经济实现了从无

到有，并且逐步走出了一条“村党支部服务

企业发展、企业服务村庄发展”的共赢之路。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6月 14日，在位于鲁山县琴台街道刘

营社区的平顶山市顺鑫家纺有限公司，

100多名工人正忙着制作被子内衬。

“公司给瓦屋等山区乡镇的就业帮扶

车间供给原材料并回收成品。另外，还给一

些大户供应原材料，由他们分给一家一户制

作，再集中回收成品，算下来在厂子之外还

有300多人干活呢。”公司负责人谷三营说。

今年60岁的谷三营，早年在家务农，曾

做过劳保用品批发业务。后来，他听一位在

南方做家纺生意的亲戚说家纺行业前景不

错，联想到鲁山县有“十万卖绵大军”，家纺

需求量巨大，就下定决心从事家纺行业。

2012年，谷三营正式回乡创业。他先

是在县城钢厂路附近，建了一个2000平方

米的加工厂，年生产 100 多万条被子内

衬。由于质优价廉，产品供不应求，于是谷

三营就有了扩大生产规模的想法。

2020年年底，谷三营租下这处闲置的

6000平方米场地，建起 5000平方米的生

产车间，配套建设了仓库、展销厅、办公区

等，开始大量招收附近的留守妇女和无法

出远门的闲散劳动力。

目前，顺鑫家纺有限公司的被子内衬

年产量已突破300万条，主要供给鲁山县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卖绵人。

“谷总的公司生意不错，工人们月工资

在3500元左右，我们街道刘营社区和附近

几个村庄的闲散劳动力基本都在这里务

工。”琴台街道党政办主任李宁贺说。

本报讯“公司将严把质量关，树品

牌、立信誉，把更多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带

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6月13日，在嵩县

农副产品产销协会揭牌仪式现场，陆浑镇

返乡创业青年朱玉宝激情满怀。

近两年，朱玉宝发挥营销特长，年

均自销、帮助群众销售当地植物油、杂

粮、辣椒、猕猴桃、核桃等农特产品3000

余万元。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近年来，嵩

县聚焦洛阳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坚

持唱好情感联谊、项目推进、服务保障、

典型选树“四部曲”，多措并举聚人才兴

产业带民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人才

支撑。

加强联谊对接“聚才”。连续举办了

两届“嵩州明月明”人才联谊文化节，建成

了洛阳首个乡贤文化馆。建立 345个县

乡村联谊组织、拥有 5160余名乡土人才

的动态创业人才信息库。各乡镇常态化

开展“九个一”联谊对接活动。充分发挥

郑州嵩县商会纽带作用，同步在北京、上

海、广东等城市设立人才工作联络站，对

接各类人才3800余人，吸引2370余人返

乡创业。

推进项目建设“用才”。立足县域“林

药烟牧菌蚕油”和乡村旅游等特色资源，

开展精准招商，培育出各类青年创业园等

平台92个。包装推介优势项目524个，完

成投资24.12亿元。引导返乡青年创办各

类实体3780个，成功创建河南省“农民工

返乡创业示范县”“中药材种业现代农业

产业园”，形成 10余个特色产业集群，带

动12.9万名群众增收致富。

落实服务保障“留才”。持续优化创

新创业环境，落实联席会议、首席服务、项目推进、困难投诉等服

务机制，明确 11个方面 55条具体支持措施，为青年创业提供全

流程、全方位服务。由县直行业部门每季度定期开展“上门送政

策、主动送服务、贴心解难题”专项活动，累计投入财政补贴1395

万元，提供金融贷款支持 1455万元，帮助各类人才安心创业，放

心发展。

选树创业典型“育才”。持续办好创业创新大赛、技能培训等，

积极营造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的浓厚氛围，选树优秀创业人才

130余名，其中82人当选“两代表一委员”、3人荣获“洛阳市劳动

模范”称号。涌现出“皂刺专家”郭绍波、“最美牧羊女”陈静晓、

“桑蚕丽人”楚小莉等一大批优秀乡土专家，增强了广大创业人才

的荣誉感、获得感、归属感。 （许金安 吕小伟）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张永久

“三夏”生产开展以来，在项城市的

田间地头，各级劳动模范帮助农户抢收

抢种的情景比比皆是。

“要不是年国福帮忙，今年夏季我家

小麦遭受的损失就没法估量了！”6月16

日，秣陵镇李阁村种粮大户田旭生想起

夏收时的场景，仍然激动不已。

原来，5月31日下午，田旭生找人将

自家100多亩小麦收割了50多亩，收获

小麦6万余斤，经检测水分含量为38%。

“不收怕下雨，收了咋烘干？”田旭生

正在发愁时，忽然想到年国福家有烘干

设备，就赶紧给年国福打了求助电话。

“旭生，不要着急，咱们都是种粮人，

我理解你的心情。现在雨停了，明天我

家的烘干机正好不用，你抓紧时间找收

割机，能收多少是多少，都拉我这里，烘

干机让你免费用，你出个电费就行。”年

国福的话，让田旭生安心了许多。

最终，田旭生抢收了小麦，并使用年

国福家的烘干机，将小麦的水分含量降

到了13%。

年国福是“全国劳动模范”、秣陵镇

后年湾村种粮大户，提及这件事，他也非

常激动：“平时乡里乡亲有了困难，大家

都会互相拉一把，何况今年麦收遇到了

特殊的天气。”

秣陵镇西陈村种粮大户王伟说：“我

种了200多亩地，多亏了年国福帮忙，收

割完的麦子，全部拉到了他家进行烘干，

也就几个小时，这边拉着那边烘干，直接

就入仓了。”

为减少阴雨天气的影响，项城市有许

多像年国福一样的劳动模范，在“三夏”生

产中，投入收割机、烘干机、运输车、旋耕

机、播种机等帮助农户抢收抢种，演绎了

一个个爱心助麦收的动人故事。

“项城市劳动模范”、项城市城市管

理局驻官会镇徐庄村第一书记陈秀发，

每天都和志愿者们一起，用心用情为收

割机机手做好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

进度，想方设法解决晾晒难题。

此外，陈秀发还帮助监测户刘学田

等抢收、晾晒小麦。刘学田说：“我一个

人在家，腿脚也不方便，平时陈书记和帮

扶工作队没少帮我解决困难。今年麦收

期间有了大家的帮助，我的小麦基本没

减产。”

项城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田雨说：“‘三夏’期间，全市参与助力

夏粮抢收的有 80余名各级劳动模范和

工匠、26家先进集体、6个劳模振兴出彩

基地，投入收割机、烘干机等各类机械

110多台，投入资金60余万元，有效帮助

困难群众解决了小麦抢收问题。”

全国劳模张明勤种地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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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生产 劳模冲在前

村党支部书记张曼曼带领村民发展产业

400多名乡亲
增收致富有门路

鲁山县群众谷三营回乡创业

6月16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客商，在焦作市马村区考察时，点赞河南农业大学豫艺种业培育的番茄新品
种，并商议合作事宜。据了解，豫艺种业培育的40多个番茄新品种，表现出了产量高、抗病强、色泽鲜艳、酸甜味美的特性，在焦作市
马村区、周口市扶沟县、濮阳市南乐县示范种植后，受到种植者和消费者的欢迎。 谷志方 摄

留 落实多项服务机制
出台11 个方面5555条条具体措施

育 典型引路示范带动
选树优秀创业人才 130余名

用 培育创业平台
引导青年返乡创办实体37803780个个

境外客商境外客商境外客商境外客商 河南芯番茄河南芯番茄河南芯番茄河南芯番茄点赞

项城市

6月18日，在安阳市龙安区田村街道郜家庄村，党员志愿者袁三钢正
在帮助村民播种玉米。连日来，田村街道紧紧围绕高产、优质、高效、安全
的目标，提高站位，充分调动农民种好粮的积极性，高质量抓好夏种夏管。

毕兴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