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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永安 董佳佳）1月 14日，在鲁山县观

音寺乡太平保村的香菇基地，村民们

正忙着烘干新鲜的香菇。

“说起俺村的集体经济项目，有生

猪、肉牛和鸽子养殖，有酥梨、迷迭香、

香菇种植和加工，还有光伏电站，2023

年村集体收入有70多万元。这好多项

目，都是俺村党支部书记常其峰引进

的。为发展村集体经济，他没少垫资

金。”太平保村村委委员王相利说。

近年来，鲁山县把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作为提升基层组织活力、推动

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整合资源，集中

优势，不断增强村级组织造血功能和

自我发展能力，推动村集体经济“蛋

糕”越做越大。截至目前，全县555个

村（社区）中，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5

万元的已有356个，占比为64.1%。

鲁山县依托村（社区）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将各级扶持政策、各类资源资

产、各方力量有机整合起来，拧成一股

绳，推进村集体、群众“双增收”。去年

以来，该县财政统筹安排3000万元，

对集体经济薄弱村进行扶持；整合资

金6000余万元，支持“五星”支部创建

村发展产业项目。各村（社区）党支部

领办集体合作社，将农村分散的资金、

土地、山林等要素整合起来，统一经营

管理。农业农村、乡村振兴、金融等部

门协同配合，推动项目资金、土地利

用、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向村集

体合作社倾斜。

在发展特色产业过程中，鲁山县

推广“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

链、人才育在产业链、农民富在产业链”

模式，夯实基层组织“桥头堡”，打造产

业发展强引擎。鼓励村集体领办农业

服务组织，为市场主体提供技术支持、

市场营销、仓储管理等服务，构建“田头

市场+企业商超+电商平台+城市终端

配送”销售模式，畅通销售渠道。引进

新型业态，延伸产业链条，推进“三产”

深度融合发展和“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建设。该县辛集乡张庄村、熊背乡大年

沟村被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对全村的葡萄、

血桃统一挑选、包装、储存和销售，每年

为村集体增加收入15万元以上。

同时，该县采取“支部+支部”“支

部+企业+行业部门”等形式，组建党

建联合体 37个，联村抱团，壮大集体

经济规模。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帮助

很多村采取飞地合作、产业联盟、村企

共建等多元化运营模式结对发展，实

现互利共赢。该县董周乡统筹资金

2400万元，在小集、龚庄等 4个村建

设食用菌大棚400座，辐射23个集体

经济薄弱村，每年平均为各村带来集

体经济收入3万余元。露峰街道投资

374万元打造“飞地园区”，建成冷库3

座、冻库 1座、食品加工厂 1座，使街

道 7个社区共享经营收益，每个社区

由此年均增收11万元。

党建引领做大集体经济“蛋糕”
目前，鲁山县逾六成村集体经济年收入5万元以上

合作社鼓起群众“钱袋子”建
安
区
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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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

讯员 陈灏 赵利平）1月 17日

凌晨5时，许昌市建安区张潘

镇盆李北村秋实农业专业合

作社的草莓大棚内已是一片

火热景象。红艳欲滴的草莓

散发着浓郁的香甜味道，工

人们正在紧张地采摘、分拣、包装。

“现在采摘的500斤红颜草莓，

全部供到胖东来，要在 7 点前送

达。还有一批章姬草莓马上也要

摘，上午10点得送到郑州丹尼斯。”

秋实农业专业合作社社员尹德山

告诉记者，他将自己家的土地入股

合作社，同时负责管理种植合作社

的部分草莓大棚。合作社每月给

他开工资，年底还有分红。

据了解，秋实农业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17 年，目前共流转土地

2700亩，其中种植草莓 700亩、烟

叶 700 亩、豆丹 500 亩、生姜 300

亩，建成温室大棚500余座，年收入

突破2600万元。草莓主要销售到

许昌胖东来、一峰、新大新，南阳万

德隆，郑州丹尼斯等大型商超和水

果连锁专营店，同时开通许昌、郑

州两地网上团购业务，年供货金额

达 1300 万元，为周边群众提供就

业岗位300多个。

秋实农业专业合作社目前有

社员 13户，灵活采用“整棚承包+

订单种植+技术指导+灵活务工+

入股分红”的多元化经营模式，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合作社以每亩

每年 1200 元流转周边村庄土地，

仅土地租金每年就为周边村民增

加收入300万元。农户可自愿加入

合作社，合作社为农户提供草莓、

生姜等种子和种植技术，实行规范

管理、统一销售。有闲暇时间的村

民还可以到合作社打零工，每天发

放工资70至100元不等，实现在家

门口就业。

为进一步增强特色农业种植

规模和档次，在建安区委、区政府

支持下，秋实农业专业合作社于

2022 年争取到衔接项目资金 316

万元，建设占地140亩的阳光大棚

80座。目前，棚内主要种植彩虹吊

瓜、螺丝椒等经济作物，每棚经济

效益达 2.5 万元左右，每年为村集

体带来不低于15万元的经济收入。

“我们合作社还与湖南辣妹子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今年将为其供应剁椒半成品

1000吨。”秋实农业合作社经理尹

全生表示，下一步，合作社准备向集

农产品种植、粗加工、冷藏、深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项目延

伸，从而带动更多的群众致富。

本报讯 （记者尹小
剑 通讯员何婷 祝孟超
康春阳）1月 16日，在固

始县赵岗乡石堰村网格

数据运营中心，一户村

民通过智能语音控制机

器人拨通了居家养老管

理服务平台的电话，提

出了自己的需求，平台

立即就近给老人派单上

门服务。

石堰村是典型的农村人口

净流出村。户籍人口1370人中，

在村生活仅有436人，其中70周

岁以上的留守老人155人。近年

来，石堰村把致力于解决农村养

老问题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着

力点，大力推进农村居家养老服

务，让老年人不出家门就能享受

到温馨服务。

该村积极探索“互联网+养

老”新模式，构建居家养老服务平

台，依托第三方医疗服务机构引

进医养管家服务机器人，推出“医

养管家”签约服务模式。医养管

家服务机器人可通过关键词唤

醒，实现人机对话，提供紧急救

助、亲友通话、便民服务、养老照

护、娱乐陪伴等项目，全方位满足

居家养老生活化的需求。

当老人遇到紧急情况唤醒

机器人后，系统会自主联系管理

员及其家人，确保老人生命安

全。同时，家人能够在相关App

中查看实时监控，随时关注老人

居家情况。机器人还能够免费

提供播放音乐、相声、戏曲等休

闲娱乐服务，为居家老人增添乐

趣。

“我们村打造的居家养老服

务平台，结合医养管家与邻里上

门服务，解决外出务工人员不能

照看老人、小孩的问题。”石堰村

党支部书记姚良志说。

为了找准服务保障的发力点

和持续运营的平衡点，石堰村通

过受益老人拿一点、集体承担一

点、志愿资助一点的方式，以“四

两拨千斤”的巧劲儿，绘就了一幅

兜底养老有保障、居家养老有供

给、孝老敬老有氛围的美好画卷。

固
始
县
石
堰
村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 晏荣荣）“走，看村晚去！”1月 16日

上午，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小镇热闹

非凡，游客和村民竞相拥向小镇文化

合作社门前广场。

当日，由光山县文联、县文广旅局

和槐店乡人民政府主办，县文化馆、民

间文艺家协会和司马光小镇文化合作

社承办的“光山乡村村晚暨迎新春过

大年民俗展演”活动在这里举行。

威武雄壮的狮子舞、优雅欢快的

群众舞、激昂高亢的男声独唱和充满

浓郁地方特色的花鼓戏轮番上演，赢

得村民阵阵喝彩。打糍粑、看大戏、写

春联等众多民俗活动，让村民们在喜

庆、祥和的气氛中喜迎新春的到来。

“今天我们开展‘打糍粑、看大戏、

写春联’民俗文化活动，既弘扬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又营造了中华民族重

要节日的氛围，充分展现了槐店乡近

年来乡村振兴、文化振兴的喜人成

果。”光山县文化馆馆长刘清波说，下

一步，光山县将进一步传承好这些民

间宝贵文化艺术资源，让它们活起来、

动起来。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群
生）1月18日，正阳县铜钟镇敬老院里

暖意融融，18名特困老人坐在宽敞明

亮的餐厅里，悠闲地边喝腊八粥边唠

嗑。

“在敬老院吃得好、住得好，领导

还经常来看望。”88岁的陈中美老人告

诉记者，为了让特困老人吃好穿暖，敬

老院的伙食每周不重样，并且每年为

他们发放衣服和鞋子。镇领导也时不

时地带着蛋糕、牛奶、食用油等生活用

品前来看望。

在院民宿舍，记者看到，各房间统

一配备了空调、衣柜、鞋柜等，床上用

品都是新的，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近年来，铜钟镇党委、镇政府将敬

老院建设作为民生实事来抓，着力推动

敬老院提档升级。去年投资3万多元对

敬老院进行了改造，整修了院内路面，

新栽了风景树，安装了8盏太阳能路灯，

宿舍房顶加装了隔热层，敬老院厨房、

餐厅也都修葺一新。该镇还根据每位

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兴趣爱好，提供精神

慰藉、医疗保健等多元化服务，最大限

度地提高特困老人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张海军

“这几年都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

今年天还是比较冷的。”1月16日，在卢

氏县徐家湾乡洛韵佳苑社区内，71岁的

李来法坐在生着火炉、暖意融融的家中

向记者介绍。

从 1 月 15 日到 17 日，卢氏县大

雪洋洋洒洒下个不停，老人难以出

门，可李来法的生活却没受到什么影

响。“下雪前，包扶单位县委宣传部就

送来了大米、食用油，吃的、用的都不

缺。”李来法说。

前几天，天气预报卢氏县将迎来大

到暴雪，全县270多个村（社区）的包扶

单位驻村工作队对群众的生活排查了

一遍，重点是帮助解决 60岁以上老年

人的生活困难。

据统计，此次卢氏县降雪量达到暴

雪级别，1月15日8时到16日16时，卢

氏县国家观测站记录累计降水 12.3毫

米、雪深13厘米，部分偏远乡镇雪深达

近20厘米。

家住范里镇范里村的安长顺，平时

跟随侄子生活。前几天村干部为他送

来了电暖器，这次派上了用场。

看望老年人、帮助老年人，是全县

乡村干部应对暴雪的一项重点工作。

“老年人怕冷，为了帮助困难老年人御

寒，县民政部门还紧急调拨了一批棉衣

棉被，确保全县老年人都有棉衣棉被和

取暖设施，温暖过冬。”卢氏县民政部门

负责同志说。

目前，卢氏县 60岁以上老年人达

6万余人。为此，卢氏县高度重视解决

老年人的生活难题和社会养老体系建

设。2023年，该县投资9000余万元建

设的全省县级规模最大的养老机构莘

城中心养老院主体已经建成，移交新

建居住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8个，全

县 智 慧 养 老 服 务 管 理 平 台 入 网 率

100%，19个乡镇敬老院已全部转型拓

展为具有养老社会功能的区域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同时，卢氏县还举办养

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3期，培养养老护

理员 122 人。2023 年该县为全县 80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高龄补贴 5515 人

390.71万元。

本报讯“我的眼睛不好使，可耳朵

灵得很，听脚步声就知道你们又来了。”

1月17日，居住在汤阴县阳光家园的石

治安老人乐呵呵地对前来看望他的县

住建局住房保障中心副主任左明峰等

人说。

石治安是位五保户，2015 年申请

住进了阳光家园公租房小区。当时，他

的心里特别高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人的健康也不如以前，双眼眼底萎

缩，视力非常弱，每次想到院子里晒晒

太阳、活动活动身子，都因为住在 6楼

变得极为不便。

很快，老人的“烦心事”被入户走访

的左明峰发现，他一方面和小区物业工

作人员积极沟通，希望给予老人特殊照

顾。另一方面，积极协调相关管理部

门，为老人申请到更低楼层居住。

经过多方协调，石治安终于从6楼

搬到了1楼居住，并且还紧挨着物业管

理办公室。物业工作人员三天两头到

老人家里，帮着买菜、买面、扔垃圾，成

了老人专属的“快递小哥”。

事后，为了表示感谢，石治安老人

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汤阴县住建

局。 （王都君 原金贵）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贾晗）“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

公司作为一家有温度的企业，不仅要

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带来生

活品质的飞跃，还要得益于社会再反

哺于社会。”1月 16日，在淮滨县三空

桥二中举办的“捐资助学启动仪式”

上，淮滨县绿锦纺织有限公司为7名品

学兼优的困难学子发放了助学金。

淮滨县绿锦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尤如乐表示，企业能落地淮滨并得到快

速发展离不开县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公司将回馈社会，为这7名学子每年提

供一万元助学金，直至他们大学毕业。

近年来，淮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聚焦企业

发展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找准强链延

链补链着力点，帮助企业化解发展难

题、增强发展后劲，全力助企纾困，打通

助企“最后一公里”。

“服务好企业，就是服务全县发展

大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万人

助万企’活动，践行优质服务理念，助力

企业快速发展，为淮滨县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新动能。”淮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陈道华说。

暴雪严寒 老人心暖

汤阴县 多方协调解民忧

淮滨县 政府倾心助企 企业暖心反哺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姚世豪）时下正值冬种关键时节。1

月 14日，走进商城县上石桥镇田间地

头，处处可见忙碌的身影。

在上石桥镇金岗村，村民们正忙

着播种艾根。“眼下正是艾草冬季播种

的好时节，抓住了时机，丰收就稳了。”

金岗村党支部书记朱培宏一边查看播

种情况一边介绍说。

艾草种植养护简单，一次种植，可

连年收获多次，富民效益明显。入冬

以来，上石桥镇突出艾草主导产业，持

续扩大艾草种植规模，通过“村集体+

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引导群众利

用冬闲田种植艾草，让产业连点成线，

人人参与受益，奏响乡村振兴“协奏

曲”。目前，全镇艾草种植面积达 1.3

万余亩。

商城县上石桥镇 田间地头种艾忙

1月17日，沁阳市人民检察院干警在辖区一年货市场向群众宣讲反诈骗常识。连日来，
沁阳市人民检察院抓住群众赶年集的有利时机，组织干警深入辖区年货市场开展“迎春送福
进万家 反诈宣传护平安”主题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和
能力，帮助群众守好“钱袋子”。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张建忠 摄

“互联网+养老”让老人居家安享晚年

正阳县铜钟镇
打造特困老人幸福家园

光山县槐店乡
群众家门口看村晚

走访企业问需求 营商环境再优化

开封市鼓楼区州桥街道积极开

展优化营商环境活动，深入包公湖

大市场、新相国寺商业广场进行实

地调研。针对反映的问题，由服务

官沟通落实、督促整改，并由城管队

加强监管，维护公平公正环境。下

一步，该街道将继续做好企业跟踪

服务、助力发展，为辖区经济注入新

活力。

（白洁）

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开封市鼓楼区西司门街道聚焦重点项

目建设“主战场”，通过做优项目服务、提供

要素支持等方式，由县级领导一线调研、坐

镇指挥，街道班子成员常态化走访、“点对

点”联系交流，高效推进泰和府项目建设进

程。制定需求清单，帮助企业解决建设和生

产期间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使服务内容清单

化、目标具体化、时限明确化，坚持工作围着

项目干、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随着项目

转，全力保障重点项目推进工作。（禹志军）

▲1月17日，尉氏县南曹乡砖楼村村民
在排练民俗文娱节目。近日，尉氏县各
乡镇组织开展了舞龙表演、扭秧歌、扎
灯笼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载歌
载舞、热热闹闹喜迎新春佳节的
到来。 李新义 摄

◀1月15日，洛阳市孟津
区平乐镇朱仓村村民正在晾晒粉

条。朱仓村粉条制作技艺传承百
年，村里有5家作坊，年加工成品红薯

粉条60万公斤，带动发展红薯种植5000
多亩，粉条加工已成为当地群众发家致富的

重要产业。 许金安 郑占波 殷潘丹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