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桐柏县持续深入推进农村养老民生工程

优化居家环境 提升老人幸福感
□本报记者 张婵 全媒体记者 杜福建 通讯员 杨巍巍 杨超男

卧龙区着力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优粮优加” 精心打造优质粮食品牌
□本报记者 田园 通讯员 李万春 蔺超 文 / 图

近年来， 卧龙区牢固树立新发
展理念，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坚
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紧紧抓住粮
食这个核心竞争力，坚持产业链、价
值链、供应链“三链”同构，全力提升
粮食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推动
建立适应区情和粮情的现代粮食产
业体系。

通过政府扶持、企业努力，卧龙
区目前已经培育出想念、 康元、康
圣、 铂金这些大型面制品生产加工
企业，这些企业通过稳定供应链，促
进产业链延伸， 逐步取得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龙头企业想
念先后被评为全国主食加工业示范
企业、 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 国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2022
年度河南省民营企业制造业百强，
成为带动卧龙区及全市面制主食产
业发展的龙头企业。 粮食产业逐步
迈入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截至 2022 年底， 卧龙区在册粮
油生产加工企业 17 家， 年产值实现

54.6 亿元，其中面制品生产加工企业
4 家（想念、康元、康圣、铂金），产值
21 亿元，占比 38.46%；饲料生产加工
企业 4 家（正大、希望、牧原、丰园禽
业），产值 33.17 亿元，占比 60.75%；
玉米生产加工企业 2 家（海博、永
兴），产值 1616.9万元，占比 0.79%。

卧龙区全区小麦面积稳定在
53 万亩以上， 总产量 4.11 亿斤以
上；玉米面积稳定在 36 万亩以上，
产量 2.3 亿斤以上； 油料作物面积
稳定在 3.6 万亩以上， 产量 1 万吨
以上；小麦收购量 20 万吨。 想念食
品被评为中国好粮油，康圣被评为
河南省好粮油，产业链、供应链、价
值链得到全面提升。

此外， 卧龙区精心打造南阳市
食品产业园，该产业园区位于省级
产业集聚区———南阳卧龙区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 项目总投资 6 亿
元，规划设计 10 平方公里，核心区
面积 2000 亩，起步区 350 亩，采取

“边建设、边招商”理念，项目起步

区已经开工。 项目以中央大厨房、
预制菜等为投资方向，该项目建成
后可为全市粮食产业转型升级、促
进全市粮食产业快速发展提供有
效平台。 目前，已与武汉良之隆食
材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入驻签约，与
珠海市鑫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隆
世达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南阳标点
食品有限公司、郑州好味知商贸有

限公司等企业达成意向入驻协议。
2022 年，卧龙区通过为想念、康

圣、 丰园禽业等企业申报优质粮食
工程项目资金支持， 企业利用争取
资金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新工艺、研
发新产品，扩大产能，强化“优粮优
加”，打造优质粮食品牌，极大延伸
了产业链， 促进了粮食产业从链短
低效向优质高效转变。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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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 在桐柏县大河镇峡山村，71 岁的
刘龙喜擦着家中刚刚装好的不锈钢橱柜， 脸上露
出灿烂的笑容。

眼下，在桐柏农村，像刘龙喜一样，大批高龄
特困供养人员居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都有了持续
不断的增强，他们的幸福感洋溢在脸上，体现在每
一天。

桐柏县农村现有特困供养人员 3135 人，其中
集中供养 433 人、分散供养 2702 人，集中供养的
老人生活质量有保证， 但分散供养的老人生活水
准参差不齐。 近年来，桐柏县坚持把农村养老作为
重大民生工程和“一把手”工程，聚焦农村分散特
困供养人员，坚持“实事求是、按需改造、好事办
好”的原则，持续实施居家环境改善项目，用一个
个“小改善”，让农村老人的幸福生活成色更足、底
色更暖。

“让农村分散特困供养人员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老有所乐，是全县基层党组织的心头大事，必
须常抓不懈，务求实效！ ”桐柏县委书记、县政府县
长党建凯告诉记者。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桐柏县对特殊困难人群坚持因户制宜、“兜底

夯基”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民政部门牵头作用，
整合各方力量和资金， 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
相结合的“桐柏模式”，让特困老人安居乐业。

桐柏县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对全

县分散特困供养人员住房安全、身体状况、生活质
量、 环境卫生、 监护人履职尽责、“一有两同四保
障” 等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精准发现问
题，形成调研报告，指导推动工作。 制定桐柏县加
强农村分散特困人员供养工作实施方案， 坚持问
题导向、需求导向，提升乡镇敬老院、幸福大院等
养老机构入住率；增强村级“掌门人”主责，督促其
切实履行第一监护人责任，依靠《村规民约》约束
监护人监护行为；强化帮扶“责任人”职责，实现
“一对一”常态化帮扶，加密入户次数，让走访成为
常态；增强邻里之间团结互助，弘扬传统美德。

一户一策 务求实效
桐柏县由民政部门牵头、 乡镇民政所协助，

按照简约实用原则，着力实现“七个一”，即每户
发放一个铁皮柜子、一套不锈钢操作台、一个电
饭煲、一个电炒锅、一个案板，安装一个漏电保护
器、一个带开关的插座。 针对入户走访发现的问
题，按照一户一策原则，逐户解决监护责任、生活
条件、环境卫生、住房安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逐
户建立台账。

桐柏县将全县分散供养的特困老人分为单独
生活型、共同生活型、镇外投亲靠友型三大类，按
需制定居家环境改善清单与台账，实行动态跟踪，
记录老人们的有关状况，并采取政府兜底、限额补
贴的资金保障方式，持续加大政策保障力度。 截至
目前，该县已为 2488 名单独生活的特困老人按照

“七个一”标准配齐了所需要的设施，为 587 名共
同生活的特困老人添置了柜子等家具。 全县已累
计投资 300 多万元，按照有关标准，为特困老人们
购买品牌电饭煲、 电炒锅等电器设备 7707 个，定
做不锈钢操作台 1134 个，购置铁皮柜 1887 个，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送达困难农户。

试点先行 稳步推进
农村特困群体居家环境改善项目覆盖面广，涉

及人员多，社会关注度高，必须做到对象精准、项目
精准，真正把好事办好。 桐柏县在细化居家环境改
善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坚持做到试点先行，精心选
取辖区内固县镇、新集乡两个乡镇作为试点，按照
相关标准对特殊困难人群配备生活用品，改造用电
线路，集中为其整理厨房、柜子、床铺等，并组织其
他乡镇领导、民政所长前去学习观摩、座谈讨论，鼓
励各乡镇推进试点工作，并以试点村为突破，加快
形成先发优势， 蹚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改善新路径。
该县还探索建立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服务提升
工作的长效机制， 确保此类人员基本生活有改善、
日常起居有照料、生病住院治疗有保障。

“居家环境的‘小改善’承载着农村分散特困
人员的‘大幸福’，是一项系统工程、基础工程、惠
民工程。 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居
家环境改善工作任务落实， 以民政温度标注民生
幸福刻度， 不断把为民造福的各项事业推向前
进。 ”党建凯说。 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