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王远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1月 21

日，大寒刚过，走进舞阳县北舞渡镇

贾湖村，迎面而来的是坐落有序的

民宅、平整宽阔的道路、内容充实的

党建长廊，还有郁郁葱葱的生态农

业园……一幅产业兴旺、和美宜居

的画面映入眼帘。寒冬腊月，沙澧

大地各个村庄尽显争创“五星”的热

潮。

近年来，漯河市坚持大抓基层

鲜明导向，以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功能为重点，以人民群

众满意度为第一标准，强力推进“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引导基层党组织

争星晋级、出彩添彩。

四级联动 下好创建一盘棋
漯河市把“五星”支部创建的着

力点放在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上，把

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基

层治理的强大动力。

一星一举措，“五星”聚合力。

漯河市委常委会、党建工作领导小

组专题研究谋划，分星制定支持措

施 53条，出台《“夯基垒台”党建实

事》，高站位、系统化推动创建任务

落实落地。整合 38个市直部门力

量组建“一办七专班”，分包县区（功

能区）、指导到村（社区），整合资金、

项目、人才等优势资源，推动创建工

作全面提升、全面提质。在全省率

先开展“三结合”示范乡镇创争评

选，前两批共命名了15个示范乡镇

（街道），推动全市乡镇（街道）率先

突破、引领带动，营造了争先进位的

浓厚氛围。

（下转第二版）

新春
走基层

□本报记者 尹小剑 通讯员 翁应峰

1月 28日一大早，新县八里畈

镇神留桥村村民宋文珍就忙活起

来：给偏瘫的丈夫陈启元穿衣、洗

漱，随后又赶紧做饭、喂鸡、测量蜂

箱内的温度……“天天忙得团团转，

晚上一躺下浑身疼，不想动。”宋文

珍用手捶着腰说。

陈启元今年60岁，宋文珍58岁，

两人育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广州务

工，女儿已经出嫁，老两口守在家里。

去年 2月，陈启元因脑梗导致

偏瘫，活动不便，一家子的重担都落

在了宋文珍身上。

陈启元脑子还很管用，他有养

蜂技术，平时都是他指导妻子养

蜂。陈启元说，他是妻子的脑，妻子

是他的手。

20天前，县里举办高素质农民

培训，宋文珍积极报名参加。学校

安排有餐饮，但她上午上完课，中午

还得赶回家给丈夫做饭、喂饭，然后

再匆匆赶回学校上课。

宋文珍很乐观。面对家庭困

境，她不等不靠，想通过养蜂营造自

己的甜蜜生活。“乡村振兴，咱不能

拖后腿！”宋文珍的话让记者感佩。

宋文珍养了50多箱蜜蜂，年产

蜂蜜2000多斤。因蜂蜜行情不好，

有 600多斤蜂蜜积压在家里，让老

两口很发愁。“俺这山里蜜源植物没

污染，产的都是原生态蜂蜜，味道纯

正得很。”陈启元想让记者推荐一下

他的蜂蜜。

“等卖完蜂蜜，就给老伴看看身

体。这些日子，她也累坏了。再给她

买几件衣裳，让她好好享受享受。”陈

启元爱怜地看着妻子，憧憬着。

生活虽然不易，夫妻俩却坚强、

乐观、相依相爱，演绎着人间朴素的

真情。

偏瘫的丈夫是养蜂能手，指导妻子养蜂

我是你的脑 你是我的手

1月28日，汝阳县柏树乡漫流村召开分红暨表彰会，拿出30万元为607户
参与分红的村民发放暖心年货，给70岁以上老人拍幸福照。 康红军 摄分红会上笑开颜

漯河“五星”璀璨绘新景 乡村振兴活力足

新时代新时代 新征程新征程 新伟业新伟业

2024年1月 日

星期二 癸卯年十二月二十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1-0101 邮发代号 35-2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第4873期 今日8版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30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王东亮 值班主任 成睿智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代珍珍 版式 张峰 校对 王仰瑞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张海军 杨威午

史无先例、影响深远。“十三五”时期，

全省面积最大、平均海拔最高、人口密度

最小的卢氏县，累计投入 20.3亿元，建成

64个安置点，于 2018 年年底前、提前一

年，完成了9214户、33965人的易地扶贫

搬迁，占全省任务的八分之一，被国家发

展改革委评为“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成效明显县”，创造了易地扶贫搬

迁的“卢氏样板”！

卢氏县委书记胡志权说：“要通过持

续做好搬迁后续扶持工作，让从深山老

林、白云深处走出的数万群众，住进幸福

家园，奔向致富之路，过上美好生活。”

2023年 11月 30日，全省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工作现场会暨厅际联席会在

卢氏县召开，与会人员观摩、学习卢氏县

易地扶贫搬迁产业配套、就业创业、社区

治理、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临近年关，冬寒凛冽。日前，记者赶

赴卢氏县，探访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新生

活。

鼓起钱袋子 增强获得感

鸡鸭鱼肉、花灯春联、服装鞋帽、水果

糕点……年货琳琅满目，人群熙熙攘攘，

一派热气腾腾的场景。在全省最大的易

地扶贫搬迁社区卢氏县兴贤里，首届年货

嗨购节正在举办。

兴贤里社区占地500余亩，安置来自

全县除城关镇之外的18个乡镇11227人，

下辖3个居委会，有住宅楼83栋。社区设

施齐全，街道宽阔平坦，绿化美化到位，环

境舒适宜人。

社区居民马建斌买了沉甸甸的两大

包东西。“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先买点吃

着，过年时再多买些。”马建斌边走边说，

“从祖祖辈辈居住的深山里搬到这儿生活

五年了，变化太大了，生活真是好。”马建

斌原先住在官坡镇沙沟村马家沟，距县城

80多公里。搬到县城后，他开了一家羊肉

馆，收入增加了，两个孩子上学也方便了。

卢氏县切实保障搬迁群众迁出地原

有耕地、林地等承包经营权以及各类农业

补贴、生态补偿等权益，同时想方设法鼓

起群众的“钱袋子”，增加群众的获得

感。围绕食用菌、中药材、林果、蜂、旅游

等五个产业链，卢氏县先后在安置点建

成产业基地71个，采取劳务增收、订单农

业、合作经营、“产权+劳务”等模式，带动

2583 户搬迁群众年人均增收 5000 元以

上。

为多方面增加群众收入，卢氏县还实

施“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劳务报酬+就

业技能培训+资产折股量化分红”的以工

代赈新模式。2023年实施以工代赈基建

类项目32个，向项目所在地群众发放劳务

报酬 1517万元，这项工作受到了国家发

展改革委的充分肯定。卢氏县还利用山

大坡广、土地辽阔的自然优势，建成光伏

电站8个，保障402户1122名搬迁群众年

人均增收 3000元以上；通过复垦券交易

为搬迁群众购买理财产品，实现搬迁群众

人均年增收367元。

多管齐下做强产业的同时，卢氏县重

点做实“三个优化”，实现易地搬迁群众零

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即优化服务，通过

点对点组团式劳务输出、精准就业培训，

为搬迁群众提供就业服务。2023年全县

搬迁安置点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且有就

业意愿的17645人全部就业；针对搬迁群

众开展电子商务师、家政服务员等技能培

训 617人次。优化载体，引进信念集团、

金海生物等龙头企业52家，带动3500余

户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合理开发安置就业

联络员、保安员等公益性岗位 3039 个。

优化模式，落实创业补贴、开通脱贫户贷

款绿色通道，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5笔576

万元，为 225 人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

112.5万元，扶持374人自主创业。

加快城镇化 增强幸福感

连续几天，暖阳相伴，气温回升。卢

氏县杜关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同德社

区广场上，群众有的健身、有的散步，几位

妇女围在一起织着毛衣，她们高兴地说：

“以前是多见石头少见人，上学、看病、赶

集都不方便，现在住在镇区，楼上楼下、电

灯电话，给城里一样。”

广场边上，建有一座造型别致的二层

楼房，一楼是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配备

有大屏幕电视机、按摩椅、饮水机、健身器

材、棋牌和厨房餐桌，为 170多位搬迁到

社区的老年人提供中晚两餐、休闲娱乐、

保健康复、精神慰藉、个人照顾、紧急援助

等日间服务；二楼是就业培训中心，能坐

百十余人的教室里，电脑、桌椅一应俱全，

成为搬迁群众学习政策、培训技术，实现

致富增收的“加油站”。

搬迁群众入住五年来，卢氏县结合城

镇化建设，始终把配套服务作为重中之

重，持续提升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水平，让搬迁群众享受到满满的幸福

感。

卢氏县在城区专门开通公交专线 2

条、增设客车停靠点26个，连接城区、东明

镇、文峪乡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和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方便搬迁群众出行和就业。

卢氏县还在城区新建育贤中学、郑卢小学

和兴贤里、河洛嘉园2所幼儿园，新增学位

3000个；对所有乡镇幼儿园和中小学校

实施改扩建，实现搬迁群众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投资 10多亿元新建县中医院、

妇幼保健院，改扩建县医院和各乡镇卫生

院，在所有安置点建成社区卫生室、配备

合格医生，确保搬迁群众病有所医。

为服务群众，卢氏县所有易地扶贫搬

迁社区建设了文化服务站和文化广场，同

时，组建各类服务组织 167个，其中群团

组织82个、社会组织68个、物业服务企业

2个、警务室 15个；在兴贤里社区设立金

融服务机构1所，新建县级劳动就业平台

和公共实训基地1处，满足搬迁群众需求。

借鉴云南昭通经验，卢氏县在兴贤里

及全县4个大中型安置点创新开发智慧社

区管理和事件处置手机小程序，对搬迁群

众实行分级分类“红黄蓝”管理，提供产

业、就业、医疗、教育、卫生等精准便捷服

务，应用大数据技术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提升整体发展能力。

建强主心骨 增强安全感

这几天，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李海

停每天楼上楼下跑个遍，主要是包裹水管

防冻材料，保障小区自来水24小时通畅，

同时提醒几十户用火炉取暖的老年人安

全用火用电。位于卢氏县官道口镇区的

安居苑社区拥有17栋住宅楼，安置有来自

全镇18个村的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社区

党支部书记李海停原任官道口村党支部

书记，是一位致富能力强、带富能力强、工

作责任心强的优秀党支部书记，曾多次获

得市、县表彰，他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以

来，社区各项工作走在全镇前列，搬迁群

众满意地称他为“小区总理”。

卢氏县64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每个

社区最为醒目的地方都有一条标语“听党

话、跟党走、感党恩”。要让易地搬迁群众

心里踏实，有安全感，建强党组织这个“主

心骨”最为重要。卢氏县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切实把易地搬迁安置点建设成为组织完

善、功能齐全、管理有序、服务优良、文明

和谐的幸福家园。

卢氏县制定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管理规范若干意见》，健全安置点基层

党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

会组织等，形成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功能

健全、运转有序的组织体系。依据党员人

数分别成立党支部和党小组，全县64个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共设立党支部19个、

党小组 86个，选举产生社区“两委”干部

118人、监委会主任19人、监委会委员38

人、居民组长156人，并把社区工作经费、

人员工资全部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扶上马，送一程”。卢氏县持续强化

易地搬迁群众帮扶力量。向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选派驻村第一书记19人、工作队

19个，同步完善了社区“两委”工作制度、

村（居）监督制度、议事协商制度、村规民

约和矛盾风险化解机制，切实保障了搬迁

群众办事有组织、纠纷有人管、困难有人

帮。

全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成法治文

化大院、宪法主题公园、法治墙绘24处，开

展送法进社区、移动法庭、法治讲座、现场

调解等活动340余场次，形成了浓厚的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社会氛围。在安置点组

建社火队、合唱团、秧歌队等业余文艺团

体35个，经常性组织文艺会演、电影戏曲

进社区、读书等群众文化活动，广泛开展

“好媳妇、好婆婆”评选表彰活动，坚持

“富口袋”与“富脑袋”并重、志智双扶并

举，激发群众感恩奋进的内生动力。

座座楼宇与绿水青山相映，幸福笑脸

伴随奋斗身影。新家园里生活美，新征程

上再出发！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范亚康 刘禾

何以县强？唯有工业。长期以来，西

峡县将工业作为立县之本、强县之基，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

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立足优势特色，

方向不变、力度不减、久久为功，走出了一

条山区工业特色发展之路。

剑走偏锋 深耕特色领域

2004 年 5 月，龙成集团汉冶特钢刚

刚开始施工，却因是高能耗企业不被人看

好。但汉冶特钢紧盯“国内空白”，以“特

种、特重、特厚”钢板为主攻方向，持续完

善健全产学研一体的技术开发体系，全

力投入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工作，不断

改进提升设备水平、技术工艺、产品质

量，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

精我专，人专我强”的发展之路。目前，汉

冶特钢已经具备锅炉与压力容器用钢、高

层建筑结构用钢等13大系列400余个核

心产品群的生产能力，相关产品被应用于

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白鹤滩水电站核心

部位，这也是大型发电机组核心部位首次

使用国产钢板。

20年的深耕让汉冶特钢荣获“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

实验室”等30余项国家荣誉，200余项工

艺技术获得国际或国家专利授权，20余种

产品获“国家实物质量金杯奖”等称号，相

关产品被欧盟等多国认可。

60年，飞龙公司把汽车水泵做到极

致，汽车水泵、涡轮增压器壳体市场占有

率均居国内第一；55年，西保集团辗转冶

金辅料领域，成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坐拥发明专利49项，被称为“冶金辅料的

超级市场”；46年，仲景宛西制药守正创

新专研中药制药，成为全省首家生产上

市中药配方颗粒的企业、全国最大的浓

缩丸生产企业；38年，西排公司紧跟时代

专注于汽车排气管工艺技术，发动机排气

管国内市场占有率居行业之首，产品远销

海外……企业的专注带来品牌腾飞和产

业链条长足发展。

与企业一样专注的，还有西峡的营商环

境。历届西峡县委、县政府始终秉持“像尊

重老师一样尊重企业家，像尊重科学家一

样尊重企业家”的工作理念，18年来坚持开

展星级纳税人、星级企业评选活动，星级企

业法定代表人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优先推

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 娄蒙

一个铜铉子，一勺绿豆浆，一转

一摊，粉浆迅速平铺，不到20秒，一

张圆形、透亮的粉皮诞生。

1月29日，从清晨到中午，卫辉

市后河镇刘庄村脱贫户张瑞军家的

灶台，持续冒出白茫茫的热气。滚

一遍开水定型，再过凉水把粉皮揭

下晾晒，做粉皮的张瑞军和妻子手

脚利落，配合默契。

大门口、院子里，10多个高 2.5

米、宽0.4米的高粱秆篦子上，一张张

绿豆粉皮享受着“日光浴”。“明早客

户开车拉走！”张瑞军说，25元一斤的

粉皮，他们这次卖出了200多斤。

张瑞军今年52岁，曾因就业机

会不多，家庭收入很不稳定。虽说张

瑞军是个好“粉匠”，但前些年粉皮并

没有打开销路，一年只敢生产3个月。

“想靠粉皮增收致富，就得提档

升级！”刘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少中

说，“手工粉皮”是村里的特色，至今

已有近500年的加工历史，几年前，

为保护传统工艺，刘庄村引导加工

户进行改造，规范生产流程，实行

“合作社+农户”的管理模式，还注册

了“老汲粉”商标，成立起公司，粉皮

产业蒸蒸日上。

靠着做粉皮，张瑞军家脱贫后，

年收入也稳定在了 10 万元以上。

刘庄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粉皮村”，

一年能生产粉皮20多万斤、销售额

400多万元。

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新乡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像

做大做精粉皮产业一样，近年来，新

乡市持续谋划安排高质量、管长远、

效益好的特色主导产业项目，有效

促进帮扶产业快速发展，带动脱贫

群众持续增收。

2023年，新乡市投入产业帮扶

资金6.89亿元，谋划实施种植业、养

殖业、加工业以及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项目 213个，开工率达 100%；

大力发展康养旅游产业，全市两批

共创建全省康养示范村25个，同时

加大政策扶持，整合省、市财政衔接

资金3060万元，重点支持康养示范

村创建工作。

“今天得干到晚上 9点多。”中

午12点半，刚放下碗筷的张瑞军就

去大门外瞧粉皮，粉皮下午还得经

过多次翻面和几次压制，晚上要连

夜装箱。

春节将至，刘庄村的粉皮供不

应求。“看这架势，新年大年初一咱

就得动工啦！”迎着阳光忙活，张瑞

军笑着对妻子说。

新乡特色帮扶产业赋能脱贫群众增收

太行“粉匠”挣钱有方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据省气象部门

预报，1月31日至2月4日我省将持续大范

围阴雨（雪）天气。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

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与气象、应急

管理等部门开展沟通会商，第一时间将预

警信息和应对措施通知到生产主体，分类

抓好防御措施落实。

设施蔬菜要提早检修加固棚室设施，

及时清除积雪，适时增温防寒，确保蔬菜正

常生长；露地蔬菜要提前中耕培土，寒潮过

后要遮阳覆盖，防止冻害，并科学运筹肥

水，搞好病虫防控。对果树，要提前进行主

干束草或涂白、树盘覆盖、浇好封冻水和喷

施防冻液，夜间出现极端低温时，可采取熏

烟增加果园热量，防止冻害发生。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农业

生产实际，进一步细化防灾减灾防范应对预

案和技术指导意见，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

深入生产一线，指导农民科学落实防灾减灾

技术措施。异常天气期间，要统筹做好农业

抗灾救灾物资的调剂调运，保障物资供应和

生产需要。落实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促进农产品快速、有序流通，确保

不断档、不脱销。

省农业农村厅提醒

防范低温雨雪天气 落实农业防灾减灾措施

从“卢氏样板”到“幸福家园”
——卢氏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纪实

西峡县 特色工业助县强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