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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周武
申）7月 26日，河南斯美特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

运转，一包包方便面陆续下线并包装

成箱，发往全国各地。

据了解，位于武陟县西陶镇西滑

封村的斯美特公司，是以生产和销售

方便面为主的大型企业，在全国设有5

个生产基地，其产品销往全国并出口

俄罗斯、泰国、朝鲜等国家。

“投资近亿元新上国内先进的班

产40万包方便面生产线和智能制粉设

备已经投入使用，目前正在进行饱和

式生产。”西滑封村党委书记、斯美特

公司董事长王有利说，总厂年加工 30

万吨面粉、产方便休闲食品21万吨，产

业链完整，构建了“公司+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农户”的产业帮带模式，建有

10万亩优质小麦生产基地，与全县11

家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签订了种植收购协议，带动

周边订单基地农户22万户。

斯美特公司是武陟县食品加工产

业的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

展，武陟县初步形成了以斯美特食品、

华味坊食品等为主的方便休闲食品加

工业，以恒康肉类食品、旭瑞食品等为

主的肉类食品加工业，以汇力康食品、

荣利达食品等为主的都市食品加工

业，以绿洲怀药、鑫诚怀药等为主的

“四大怀药”保健食品加工业，建立了

研、种、产、销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

目前，武陟县共有食品加工企业

116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9家，2022

年，食品行业总产值59.27亿元。

武陟县是农业大县，发展食品加

工，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具有得天独厚

的条件。全县共建成高标准农田56.54

万亩，优质专用小麦面积达12万亩，优

质花生达 12.8 万亩，“四大怀药”种植

面积 4.2 万余亩；全县生猪存栏 11.98

万头，肉牛存栏 1.16 万头，家禽存栏

2770.42 万只，肉类总产量 4.15 万吨，

奶类总产量 1.1 万吨，禽蛋产量 11.64

万吨，是郑州都市圈重要的优质粮食

和绿色果蔬供应基地。

近年来，武陟县依托强有力的食

品产业基因、雄厚的原材料基础以及

巨大的市场优势，先后培育了斯美特

公司、田中禾公司、旭瑞食品公司三个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进了

华味坊、一村食品等重点项目，聚焦烘

焙食品、方便食品、休闲食品、乳品饮

料等产业，打造中原标杆都市食品产

业集群，积极建设郑州“中央厨房”。

武陟县科工局局长刘小龙介绍说，

武陟县通过积极引导食品加工企业深

入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和商标创建工

作，打造了斯美特、旭瑞食品等一批省

内外知名品牌。截至目前，武陟县食品

企业均获得QS质量认证，现有无公害

产品5个、绿色食品15个、有机产品3

个、地理标志产品2个、中国驰名商标1

个、河南省著名商标8个，“三品一标”总

面积37.5万亩，占全县农业耕地总面积

的46.7%。武陟大米和“四大怀药”荣获

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称号。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增
强 陈奕帆）“我在走访过程中，群众反

映说国道344老李庄村至镇区段道路

多处出现坑洼现象，发生了好几次交

通事故，建议加紧维修。”

“长石路口过往车辆较多，群众通

行很不安全，建议形成代表议案，规划

安装红绿灯。”

…… ……

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七八个人大

代表围坐一起，说问题，找症结，理思

路，谋发展。这是 7月 28日郏县长桥

镇“农家式”人大代表联络点工作座谈

会的场景。

“工作中遇到了难题，找不到解决

的办法，大家就找个时间坐下来，唠唠

家常，倾诉一下心声，很多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该县人大代表、长桥镇确李

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勋利用设在家里的

人大代表联络点经常和选民促膝长

谈。

自去年 5月份郏县首家“农家式”

人大代表联络点在长桥镇挂牌成立以

来，该镇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策法规

宣讲员、社情民意传递员、工作推动监

督员的作用，就地方便附近人大代表

联系群众、吸引选民“入点”反映诉求，

打通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最后一公

里”，实现“零距离”服务选民。通过人

大代表联络点的规范化运行，把联络

点作为宣讲政策法规的窗口、搜集社

情民意的桥梁、助推乡村振兴的阵地、

监督工作落实的平台、化解矛盾纠纷

的哨点、服务人民群众的场所。

“咱这联络点设在家里，群众来

了，坐下来，倒杯水，没了去镇信访办

和村委会说事的抗拒感，很多问题一

说一劝，拉拉家常，说说亲情就解决

了。”县人大代表、王老庄村党支部书

记孙宗辽对此深有感触。

“‘农家式’人大代表联络点要紧

扣党的声音在基层传递、人大业务在

基层落实、社情民意在基层搜集、急难

愁盼在基层解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在基层见效，突出‘建成、管好、用

活’三个关键点，最终实现建得起来，

找得到人，办得成事。”该镇党委书记

李朝锋对联络点建设信心满满。

本报讯“户繁企育模式好，

只要产一头犊牛，预示着5000元

到手！”

7月 27日，宜阳县柳泉镇五

树村养殖户姜先锋掰着五根手指

算账。“一头犊牛饲养成本大概

5000元，新生牧业奖励9000元，

加上母牛增重收益，一年最少能

挣这个数！”

今年以来，宜阳县新生牧业

在洛阳市率先探索“户繁企育”模

式，取得初步成效。

何为“户繁企育”？洛阳市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畜牧师

智利红给出的解释是：养殖户负

责饲养基础母牛和交售犊牛，企

业负责犊牛回收和集中育肥。

在新生牧业，农户从企业购

买优质能繁母牛，企业免费为农

户提供上门配种及技术指导、免

费代缴母牛保险，免费进行防疫，

提供成本价精饲料。待犊牛满6

个月之后，由企业根据市场价回

购犊牛。

新生牧业负责人介绍说，之

前要从内蒙古等地购入犊牛育

肥，仅运费每头犊牛就达到 700

元。而从本地农户回购犊牛，不

仅可以降低运输费用，还减少了

长途运输造成的应激反应及适应

期，有效提高了养殖效率。为鼓

励农户向企业交售犊牛，企业还

制定了奖励政策，将节省的运输

费用让利农户，对交售的犊牛以

高于市场价2元/斤的价格收购，

此举让养殖户每头犊牛多增收

1000元。

目前，新生牧业已与柳泉镇

的五树村、黑沟村等8个村 18户

签订了150余头肉牛认购协议。

据了解，新生牧业落户柳泉

后，让 20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还出资 120万元收购当地秸秆，

今年预计能让相关村集体经济增

收140万元。

（许金安 周芬娜）

本 报 讯 （记 者 冯 佳 志 通

讯员赵林平）牛肉批发、牛副

产品批发……7月28日，走进博

爱县清化镇街道后莎庄村，满目

的“牛”招牌映入眼帘。

据了解，后莎庄村的肉牛养

殖已有200多年历史，村民多以养

牛、肉牛屠宰为生。近年来，后莎

庄村的肉牛产业逐渐壮大，已发

展成该县最大的肉牛饲养屠宰加

工地，年屠宰加工肉牛达 3万余

头，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2万元。

“原来我们村肉牛都是分散

式、庭院式饲养，屠宰多是在村民

自家院子里进行。现在肉牛饲

养、屠宰等已逐步走向规模化、产

业化，还新建了个牛肉交易市场，

可以满足群众集中屠宰的需求，

不仅群众的腰包更鼓了，而且村

里居住环境也变得更好了。”谈起

村里的发展，后莎庄村党支部书

记买文生充满自豪。

为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肉牛

产业，后莎庄村以产业结构调整

为主线，以“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模式促进肉牛产业提质增

效，充分发挥村集体合作社作用，

依托当地的省级龙头企业，将各

方资源整合，肉牛饲养由原来的

分散式、庭院式向集中连片、规模

化、企业化饲养转变，肉牛屠宰加

工由宅院式、作坊式向集中化、企

业化、标准化转变。

为进一步壮大肉牛产业，清

化镇街道积极为后莎庄村争取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建成了牛肉交

易市场、屠宰车间、冷库等，为肉

牛集中屠宰、储藏、深加工、运输

等提供便利。目前，该村的牛肉

销售除了满足本地市场外，还销

往山西、陕西、郑州、新乡等地，年

产值现已超10亿元。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李
红忠）今年以来，范县张庄镇把创建

“产业兴旺星”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提

升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载体，创新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模式，利用木材小

镇优势，加强人才技能培训，探索出

了“产业兴旺星”创建经验，照亮了群

众致富路。

张庄镇成立“产业兴旺星”创建

工作专班，通过“党支部+龙头企

业+农户”模式，探索滩区整村土地

流转模式，大力发展王英庄智慧农

业项目、前房村活水养鱼及秋月梨

项目、双庙朱村华农种鸭项目等特

色农业项目，走出乡村振兴的新路

径。

围绕“做优产品品质”，张庄镇着

力发展木材加工、户外家居这一特色

产业，对接莫干山板材等高端品牌，

谋划建设高端板材产业园，整体提升

木材加工水平，形成从板皮旋切、基

板、家居板到家居家装的完整链条，

提升木材加工档次。

此外，张庄镇还组织开展“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培训活动，对全镇16

至 60周岁且有劳动能力的村民登记

培训需求，并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

截至目前，已组织培训200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丁丽
丽高溶）“溺水事故揪人心，下水游泳不

安全。”“水深危险，请勿游泳。”7月29

日，进入邓州市高集镇大贺营村，随处可

见朴实真诚的宣传标语提示着防溺水的

重要性。不远处，一排臂戴红袖标、背着

大喇叭、带着救生装备的巡逻队队员正

沿着河边进行防溺水督查工作。

暑期以来，为预防溺水事故发

生，高集镇以“平安法治星”创建为抓

手，利用横幅、宣传册、宣传车、大喇

叭等，广泛宣传防溺水知识，并向群

众讲解溺水伤亡事故成因以及溺水

时如何紧急求助、自救等知识。积极

走访村（社区）留守儿童、单亲家庭、

非在校学生群体，落实“一对一”包保

措施，每天提醒，定期见面，做到不漏

一户、不漏一人。

高集镇综治办主任杨国歌告诉

记者，在镇党委的统一安排下，各村

（社区）都制定了巡河人员名单、排班

表，每天将巡河记录或日志上传至

“南阳网格”App上，随时掌握巡河情

况，将问题解决在网格里。

7 月 29 日，鹤壁市山城区宝山

街道张庄社区开展“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活动。活动中，张庄社

区党支部书记张明涛带领全体党员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全民阅

读大会上的贺信精神，强调党员干

部要把培育优良家风、传承乡风文

明作为争创“文明幸福星”的重要抓

手，把“为民服务解难题”作为当前

大事来抓，切实提高基层治理水平，

提升群众幸福感，誓将张庄变“康

庄”。 （武海燕）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宁津
瑜 张菡）“房子是政府给分的，免费让

我们居住，还安装了空调，我们住着

很舒心！”7月30日，民权县褚庙乡褚

北村的梁西芝老人提起自己目前居

住的养老公寓，赞不绝口。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该乡以争创“文明幸福星”为契

机，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不断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

活，助力乡村振兴。

建设农村养老住房是解决农村

独居老人居住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

也是该乡党委政府破解农业农村发

展难题的有力抓手。

2022年以来，该乡积极争取财政

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严格落实养老

惠民政策，率先在全县乡镇中建起了

加装电梯的三层养老公寓和日间照

料中心。

据了解，该乡共确定集中养老

试点村 3 个，即褚北村、西张楼村、

袁庄村，3个试点村第一批共计拆除

破旧房屋 209间，整理土地 50余亩，

土地综合整治取得良好成效。褚北

村一期共 31套，29户老年人拆除老

宅后率先住进了焕然一新的楼房；

西张楼村 11套，已入住 6套；袁庄村

24套养老公寓正在紧锣密鼓装修施

工中。

“零距离”听民意解民忧
郏县长桥镇“农家式”人大代表联络点搭起民生连心桥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华）

“合同重新签订以后，俺村的集体账户

增加了4万元，这些钱全部用于村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等，村民非常满

意！”7月 27日，提起“三资”清理的好

处，汝南县常兴镇崔屯村党支部书记李

孔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自今年5月份开始，常兴镇成立以

纪委书记牵头的“三资”清理工作组，对

村（居）集体资产、资源逐村（居）、逐账、

逐项、逐物清查核对，界定产权、公示公

开，摸清村（居）集体家底。仅 2 个多

月，全镇共清查出村集体耕地 2000余

亩，坑塘648个，厂房6座。镇里指导各

村（居）将收回的集体资产以招标的方

式对外发包。

村（居）集体的陈年旧账理清了，家

底厚实了，发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镇纪

委指导各村（居）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利用收回的集体资金，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办理民生实事。西王庄村利用收回

的资金安装路灯20盏，修建小游园1个；

魏布口村利用集体资金3万元，新修石渣

路 1公里……截至目前，全镇 25个村

（居）共收回集体资金40多万元，办理民

生实事20余件。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
婉婷 魏瑞鑫）7月 26日上午，在叶县

常村镇金沟村林果种植基地，绿树枝

头黑布林硕果累累，果农们正在进行

采摘、装筐、运送。同时，常村镇抖音

直播爱好者芦淑樊正通过抖音直播

的方式，为成熟的黑布林销售“代

言”。

金沟村属浅山丘陵地带，全村目

前有21户村民种植黑布林60亩。

“今年黑李丰收了，个大也好吃，

村里及时给我们找销售渠道，帮助我

们卖出黑李。”黑布林种植户鄂群山

说。

为帮助种植户搞好销售，黑布林

成熟时，金沟村村干部第一时间上门

实地了解情况，联系商家，并进行线

上线下宣传，拓宽黑布林销售渠道。

“我村种的黑布林现已进入盛果

期，今年亩产达2000斤，帮助种植户

找好销路，才能化解种植户丰收的烦

恼，也才能进一步调动大家种植果树

的积极性。”金沟村党支部书记刘素

芬说。

武陟食品产业集群蓄势崛起
全县共有食品加工企业116家，去年食品行业总产值59.27亿元

汝南县常兴镇

摸清集体家底激活发展活力

范县张庄镇

发展特色产业 争摘

邓州市高集镇

多举措防溺水 创建

民权县褚庙乡

建设养老公寓 点亮

叶县金沟村

线上线下促销 化解果农丰收烦恼

鹤壁市山城区宝山街道张庄社区

开展“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

宜阳县柳泉镇

户繁企育 劲十足

博爱县后莎庄村

肉牛产业 越做越

7月29日，清丰县
纸房乡梅庄百虎园里，
东北虎虎虎生风，格外
引人注目（下图）。该
园近期相继降生的12
只老虎幼崽（右图），吸
引了周边游客前来参
观拍照。

梅庄百虎园占地
300余亩，养殖东北虎
100余只，是河南省唯
一一家普及虎知识、展示虎生
活的虎文化主题动物园。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世冰 纪全举 摄

产业兴旺星

平安法治星

文明幸福星

养殖户负责饲养基础母牛和交售犊牛，企业负责

犊牛回收和集中育肥，产一头犊牛一年能挣5000多元

已发展成博爱县最大的肉牛饲养屠宰加工地，

年屠宰加工肉牛达3万余头，年产值超10亿元

牛

牛牛

百虎园
喜添丁

7月31日，光山县砖桥镇李岗村昌盛合作社农民在采摘莲子。今年该合作社引
进种植高效品种太空莲，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种植经营模式，现在莲子喜获丰
收。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