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王昆明 刘先莉

屋舍俨然、交通纵横，房前屋后干

净整洁，家门口的车间里机器轰鸣。

漫步平舆县乡村阡陌，你会发现，

平舆大地上处处呈现出一派村美民富

的新景象。

近年来，平舆县始终坚持以党建引

领促乡村振兴，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打造出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新

图景，绘就了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和谐幸福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产业兴旺促振兴

在西洋店镇西洋潭村制袋厂生产

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繁忙。刚刚结

束了秋收秋种的当地农民，洗掉手上的

泥土，换上干净的工作服，转身成了生

产车间的工人。

“我们西洋潭村目前共入驻企业

15家，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40余万

元，为500多名群众提供了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的机会。”11月7日，西洋潭村党

支部书记邢东奎说，“我们村党支部作

为全村的火车头，以党建为引领，明确

提出以‘经济强村’为突破口，通过发展

和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真正

实现富民强村。 ”

去年以来，平舆县围绕“县级主导

产业工业园、乡级乡村振兴产业园、村

级共同富裕加工园”“三园”建设，形成

“五大产业引领、特色产业带动、自我发

展补充”的县、乡、村三级产业联动的生

动发展格局。

围绕皮革皮具、建筑防水、户外休

闲用品、白芝麻、电商物流五大产业，全

县19个乡镇（街道）因地制宜建设乡村

振兴产业园，根据自身资源优势、产业

基础和特色经济，打造城乡联动的优势

特色园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生产

加工环节布局到农村，为主导产业提供

配套服务、产品生产加工等，村级共同

富裕加工园建设在平舆县铺天盖地，带

动近6万名群众家门口就业。

和美乡村气象新

“他婶子，准备好了没？广场舞快

开始啦！”吃了晚饭，一切收拾停当，老

王岗乡兴旺店村村民姜大雨迫不及待

地邀约邻居老姐妹去村里的小广场锻

炼身体。兴旺店村广场上健身器材一

应俱全，前来休闲锻炼的群众三五成

群、谈笑风生。

“我们一方面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另一方面

发动村民参与，大家一起亲手参与打造

自己的家园，积极性和荣誉感自然就有

了。”兴旺店村党支部书记李团结说。

兴旺店村的变化就如一面镜子，折

射出平舆县近年来扎实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成

效。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攻坚战，也是

持久战，平舆县通过政府以奖代补、干

群共建，以“三捐”活动为载体，号召全

县广大群众开展以捐资金、捐物品、捐

劳力为主的“三捐”活动。全县累计捐

款 6960万元，捐物品价值 8250万元，

捐义务工 41 万人次；打造小游园 28

处，绘制墙体标语、宣传画1500多处。

此外，该县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

结合各村资源禀赋，融合产业发展，打

造特色亮点，形成一村一业、一村一特

色的发展格局。

党建引领添活力

在万冢镇郭寺村的标准化大棚里，

一串串阳光玫瑰葡萄沉甸甸地挂满枝

头；一旁的500亩西蓝花种植基地里，

满眼的“绿花”绽放大棚，收割、分拣、装

箱，工人们忙忙碌碌。

为稳定增加群众收入，郭寺村因地

制宜，多方争取项目资金，2020年建成

蔬菜大棚15座，流转70亩土地成立挚

诚生态农业园；2022年流转土地 500

亩种植西蓝花，新建 8个大棚育苗、种

植芹菜和阳光玫瑰葡萄；建成饴品园糖

厂，年产值近1亿元。

有了产业，村集体经济在壮大的同

时，也给郭寺村的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

源头活水，修道路、建垃圾池、建游园、旱

厕改造、打造红色教育基地村史馆……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

工作高质量，平舆县充分发挥农村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按照“四有四带”

标准选优配强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全

县“双强”型村党支部书记达 94%，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坚强的组织

保障。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11月 6日

至 7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召

开全省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储备粮

监管信息化项目建设暨节粮减损工作

现场会议，推进全省地方国有粮食企

业改革和储备粮监管信息化项目建

设，交流推广玉米安全储存技术，加强

节粮减损工作。

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头等大事”“永恒课题”，全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系统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任，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深化

改革，认真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加

快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储备粮监

管信息化建设和节粮减损等相关工

作，确保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会上，平顶山市、周口市、濮阳市、

许昌市、驻马店市、漯河市粮食和物资

储备部门围绕储备粮监管信息化项目

建设情况作了表态发言。洛阳市、三

门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分别就节

粮减损和玉米保管、国有粮食企业改

革和储备粮监管信息化建设作了典型

经验交流。

本报讯 11月 8日，由科学技术部

和省委、省政府主办的2023年全国暨

河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

范活动在宜阳县启动。

活动启动现场，60多个精心布置

的展位前，医疗卫生、农业特产、义诊

等各种“三下乡”服务与现场 3000多

名群众零距离接触。

大家纷纷点赞活动接地气、有温

度，把群众最关注、关切的科技、文化、

卫生知识送进最基层，送到家门口，不

用出远门即可享受到优质资源。

“三下乡”活动开展27年来，已成

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城市支援

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品牌工程。当

日，30余家单位向宜阳县赠送项目、

物资、资金共计1.6亿元。

近年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在全省各地蓬勃开展，丰富的书

籍、精彩的演出以及免费的医疗咨询

诊治，源源不断地送到广大农村群众

身边，该活动已经成为促进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

重要工程。（黄红立 许金安 张珂）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 张梦丹）“今天上午摘了估摸有20

来斤，趁着新鲜赶紧给你送过来，你过

过秤吧。”11月 6日，鲁山县四棵树乡

土楼村村民张转轻骑着电动车带着刚

采摘的野菊花，一进入小林农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小林公司）院子就快人

快语地说。

“你看，19斤 9两，算20斤，3.5元

一斤，给你70元吧。”小林公司负责人

郭青坡现场称重后，当场把钱交到了

张转轻手中。

近期，在鲁山县山区丘陵区，只有

指甲盖大小的野菊花一簇簇地盛开在

山坡上、沟壑间，暗香四溢，吸引了不

少农村闲散劳动力上山采摘。

郭青坡介绍说，小林公司每年农

历九月份前后集中收购野菊花，可以

持续两个月左右。小林公司收购的野

菊花一般都是四棵树乡及周边乡镇农

户上山采摘的，当天摘当天卖，村民每

天采摘野菊花，收益从几十元到一百

多元不等。

小林公司收购的野菊花，经过杀

青、炒制、烘干、除杂、分拣等工序，然

后按照等级分类进行打包，再销售到

中国中药、华润三九、盛实百草、石家

庄以岭药业、太极集团等国内知名企

业。据悉，小林公司日常提供中草药

分拣、成品打包等岗位 20余个，每人

年均收入10000元以上。小林公司还

辐射带动周边 3000余名群众采摘中

草药，人均年增收5000元。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廖纪
明李祖全）11月8日，记者走进绿树掩

映的南召县皇后乡娘娘庙村，目之所

及，满眼翠绿。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

阡陌纵横的沟渠路边，横竖成行的田

野苗圃里各种玉兰树木郁郁葱葱。

在村口的苗木交易市场上，一棵

棵带着大土球的玉兰苗木摆放成

排。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忙着组织人

手，用吊车把一棵棵玉兰苗木吊装到

大货车上，准备发往江苏省苏州市。

玉兰苗木的种植户孟令富说：“我家

栽植玉兰苗木20余亩，种植有4000

棵，今年陆续卖出 200多棵，仅玉兰

苗木一项收入6万多元。”

皇后乡娘娘庙村党支部书记高

先然说：“俺们娘娘庙村种植苗木

1300亩，90%以上的土地种植玉兰

苗木，90%以上的农民从事苗木产

业，农民90%以上的经济收入来自苗

木产业，亩均效益10000元。”

南召县是南北苗木繁育的中转

站，成为北方苗木销售的供应站和北

方苗木交易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吸引

国内苗商、园林绿化企业趋之若鹜，玉

兰苗木畅销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河

北、陕西等20多个省市。截至目前，

南召县发展花卉苗木面积15万亩，被

中国林学会授予“中国玉兰之乡”。

2010年从西安返乡创业的南召

县云阳镇山头村村民王晓，投资成立

了南召县锦天园林绿化公司，该公司

联合全县150余家苗木合作社，成立

了苗木农民专业合作联社，推行“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与种植户签订销售合同，玉兰苗

木销往北京、上海、山东、河北、四川、

陕西等20多个省市。通过龙头企业

引领带动，农户年人均增收5000元。

南召县紧紧围绕打造“河南领

先、国内先进”花木强县的目标，把玉

兰产业作为繁荣农村经济的支柱产

业，按照“基地化种植、标准化生产、

品牌化经营”的发展理念，优化结构，

提升品质，膨胀规模，放大特色，实现

了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项目、家家有

创收，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走上了

发展“快车道”。作为主导产业的玉

兰花木，南召县种植面积32万亩，引

进繁育各类品种100余种，花木从业

人员11.5万人，花木专业合作社200

余家，花木生产专业村55个。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薛
建祥 祝遵平 时强）11月 6日，在位于

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的信阳艾尔康

实业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只见工人

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其中，他们或将晒

干的艾草打捆入库，或忙着制作艾

绒，或操作着机器进行加工……整个

车间里弥漫着浓浓的艾草香气。

近年来，艾制品市场需求增长迅

速，该公司立足产业优势，扩大艾草种植

规模的同时不断拉长产业链，紧跟市场

需求调整开发新产品，已开发艾草茶、艾

灸贴、艾草枕等130余种深加工产品。

“传统工艺制作的艾条使用时烟

比较大，很多人不喜欢，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就设计了一款微烟艾条，十

分畅销。”说起公司产品，艾尔康实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胡琴如数家珍，“公司

还带动了清淮移民新村100多位村民

就业，高峰期用工人数达两三百人，让

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工资。”

据了解，该公司年加工艾草能力

在10000吨以上，不仅能为国内大厂

稳定提供原料及初加工产品，深加工

产品还远销东南亚和欧洲国家。小艾

草经过加工实现华丽变身，已然成为

新兴的富民产业。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11月 6日，

在第五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

上，河南“村 BA”办赛经验受到广泛

关注，在全国推广。

“打造具有中原文化特色‘村

BA’，绘就河南和美乡村建设新画

卷……”此次召开的“发挥‘体育+’

作用，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分论坛上，河南省农业农村科技教

育中心副主任李军安分享了 2023年

河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的办赛经验、主要做法等。

据了解，2023年河南省和美乡村

篮球大赛（村BA）总决赛充分发挥篮

球搭台作用，全力打造具有中原文化、

河南特色“村BA”。来自全省18个省

辖市及灵宝市本地的共 19支球队倾

力献上了44场精彩比赛，在短期内聚

集了可观的流量和热度，媒体传播量

累计达到5.8亿次，吸引了22万游客。

“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继续擦亮

中原‘村 BA’这一乡村振兴的新名

片，”李军安说，不仅要将赛事一届一

届办下去，并以“村BA”为标杆，全力

打造一系列彰显中原文化、河南特色

的农民体育品牌赛事，同时积极申办

全国性农民体育赛事，实现以赛彰文、

以赛助旅、文体助产、产业兴赛的良性

循环，激发农民体育赋力乡村全面振

兴和农业强省建设的强劲动能。

本报讯（记者刘彤）11月 8日，在湖南

省常德市汉寿县举行的 2023中国蔬菜产

业大会上，中国蔬菜协会发布了大蒜、生姜

和西蓝花三个蔬菜品种的产业地图，我省

杞县、开封市祥符区等八个主产区上榜。

据了解，中国蔬菜协会通过会员单位、

产业技术体系专家，采集统计了这三种蔬

菜在全国主产区的面积产量、主栽品种、播

种和上市周期等信息，并与地方主产区农

业农村部门进行了核实。

蔬菜产业地图显示，全国大蒜种植面

积在 10万亩以上的主产区有 20个，我省

占7个，杞县、开封市祥符区等7地上榜；全

国西蓝花种植面积在3万亩以上的主产区

有17个，包含我省扶沟县。

据介绍，大蒜、生姜和西蓝花三个蔬菜

品种的市场行情波动较大，发布这三个品

种的产业地图可以回答蔬菜“在哪里”“有

多少”等问题，由此解决生产和销售中面临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023年11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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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蒜生姜西蓝花产业地图发布
河南八个主产区上榜

平舆 党建引领 民富村美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贾
春生）“太意外了，今天给我讲政策的

竟然是局长，讲得既详细又通俗易

懂，怕我不明白，还特意拿出手机演

示。”11 月 7 日，在嵩县政务服务大

厅，来办事的某企业员工朴实的话

语，反映着嵩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

真实情况。

今年以来，嵩县政务服务中心，

“局长”“主任”等派驻单位领导“坐窗

口、陪同办、走流程”成为常态。

加快“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让企业安心发展，让群众稳定增

收，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是嵩县的

重点工作。该县政务服务中心充分发

挥“服务企业最直接，联系群众最广

泛”的部门优势，以创促干、创干结合，

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局长坐班”机制，是政务服务中

心建设服务型单位的有益探索。

服务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

政务服务中心紧盯派驻单位“大员”和

“关键少数”，定期安排其到对应窗口

开展走流程体验，通过坐窗口、陪同办

等，进一步找痛点、通堵点、解难点，倒

逼流程再造。

据了解，嵩县“局长坐班”中，政务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与坐班对象一道，

主动亮明身份，零距离了解企业需求，

每一项、每一步具体事项和实操流程，

都一丝不苟，以“我懂”带领“群众懂”，

优化需求侧政务服务。

2023年全国暨河南“三下乡”活动启动

我省持续推进节粮减损工作

河南“村BA”办赛经验全国推广

嵩县

“局长坐窗口”为企解难事

南召县
玉兰苗木卖遍全国

鲁山县 野菊花跨省销售

平桥区明港镇 艾草产品出口欧洲

买河南买河南买河南买河南 卖全国卖全国卖全国卖全国 销全球销全球销全球销全球

▲11月4日，在宝丰县赵庄镇白店村，宝丰县昊阳窗帘厂女工在生产窗帘。近年
来，该镇已建起13家窗帘加工厂，并带动2000余人从事窗帘销售业务，将窗帘销到了
全国各地。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王世超 摄

▶11月3日，在柘城县岗王镇刘楼村金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养鹅场，合作社
负责人刘金忠在查看鹅的生长情况。该合作社现存栏鹅6万余只，鹅苗和肉鹅销售到
了全国各地。 张超 张书珲 摄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杨雅
宁 谷鑫彤）“有了路灯，晚上出门再也

不用怕摸黑了！这多亏了社区和报到

党员！”11月 6日，临颍县城关街道老

城社区小跃后小区居民常师傅指着小

区里的路灯难掩心中喜悦。不久前，7

名在职“双报到”党员，为小跃后小区

装上了 6盏太阳能路灯，解决了居民

夜间出行问题。

一件件惠民生的“小事儿”，让临

颍县社区治理更有温度。

为了推动基层治理走深走实，该

县深化开展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和

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简称“双报到”）

活动，建立“社区网格党组织+党员中

心户+联系群众”网格化组织体系，按

照1名党员分包10~20户居民的方式，

推动建立小区“党员中心户联系群众”

制度。活动开展以来，147个单位党组

织到社区报到，分包172个居民小区，

6818名党员到居民小区报到。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县

组织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到社区开展

“敲门行动”，收集群众关注度较高、亟

待解决的意见建议 262条，收集社情

民意4650条，收集微心愿46个，通过

问题交办的形式，指导相关单位进行

解决，确保“民有所呼，政有所应”。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开门办好主

题教育，深化‘双报到’活动，切实解决

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确

保第二批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临颍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军

超说。

临颍县

党员来报到 服务到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