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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务实干 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特约记者杨文甫 封德）

“企业不但帮助村里修了路，建起了

标准化卫生室，还帮助贫困户规划发

展食用菌和养殖业，并安排3名贫困
人员到厂里上班，这真是帮到‘家’

了！”说起西排公司对村里脱贫攻坚

的支持，西峡县五里桥镇土槽村支书

曹书志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西峡县

动员、筛选了104家民营企业，对全县
59个贫困村和45个脱贫攻坚任务较
重的非贫困村进行包联帮扶。包联

企业实行“五联四到户”，即责任联

担、感情联心、项目联建、创业联动、

机制联通，产业扶持到户、项目托管

到户、投资分红到户、转移就业到户。

产业扶持，把贫困户纳入“链

条”。仲景宛西制药对5个山茱萸主
产乡镇、23个山茱萸基地村贫困户和
帮扶的4个贫困村的所有贫困户共
1500人，按照“龙头公司+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的模式，采取帮贫困户贷
款、与贫困户签订分红协议等办法进

行帮扶，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

户均年扶持资金1000元以上，年保证
人均分红3300元。

项目托管，让贫困户“旱涝保

收”。伏牛山百菌园生态农业科技公

司对北部山区3个乡镇、29个村、150
户贫困户进行香菇托管种植，人均年

收入不低于3750元。
转移安置，让贫困户家门口就

业。仲景宛药公司将23个山茱萸种
植基地村的7个收购点门卫、清洁工
及2个苗圃基地管理人员的招聘名额
分配给当地贫困群众；华邦公司投资

25万元在重阳镇上街村建一个香菇
初级加工厂，可安排150余名贫困人
员在家门口就业。

目前，该县104家企业共投入资
金960万元，对59个贫困村进行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对455户
贫困户的种植养殖项目进行托管，

把1500名贫困人口纳入企业投资分
红，安排 522名贫困人员家门口就
业。③6

本报讯（特约记者左力 丰兴汉）

这几天，唐河县昝岗乡赵岗村的党支

部书记李自安见人就笑。“县里安排菇

太郎食品有限公司的王总来帮助我们

扶贫，村里的42户贫困户脱贫有望

了。”李自安告诉笔者。

李自安念叨的王总是河南菇太

郎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雪松。

回乡创业的王雪松响应县里号召，多

次跑到赵岗村进行调研，详细询问贫

困户的意愿，与村支部初步达成了

“培训+就业”扶贫意向。
与王雪松一样，唐河县金路达食

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娄凤英这几天

也分外忙碌，她针对祁仪乡古沟村的

地理优势，制定出《河南省金路达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扶贫规划》，将贫困

户纳入项目管理范畴，准备实行统一

技术指导、统一供种、统一培训、统一

产品收购、统一蜂箱众筹。

“我们公司将与全国一线城市高

端客户群进行蜂箱众筹，由贫困户代

替客户养蜂作为帮助其脱贫致富的

主要方法。”娄凤英信心满满地说。

娄总给笔者算了一笔账：今年预

计众筹蜂箱900套，正好赶上今年7
月份荆花蜜的采收，保底一季每箱

蜂产利 500元，900箱可盈利 45万
元，每户 10箱可盈利 5000元，一年
三季采蜜，每户可盈利 15000元～
20000元，900箱蜂一年最高可盈利
180万元，贫困户能够实现当年投
入、当年脱贫。

菇太郎食品公司和金路达食品

公司均是唐河县“百企帮百村，千名

干部助脱贫”活动开展以来主动结对

帮扶的企业。如今，该县已有158家
企业各显神通，因人因地施策、因致

贫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将企

业转型升级与贫困村产业构建相结

合，带领贫困户走上致富路。③3

西峡：百家民企帮百村
唐河：企业引路同致富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

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干，是一

种付出，更是一种境界。打赢脱贫攻

坚战，必须“干”字当头、“干”字为先。

要敢干。扶贫到了攻克最后堡

垒的阶段，面对的多数是贫中之贫、

困中之困，一些干部盲目悲观，认为

“老大难”的贫困户没有技能、没有出

路，扶贫难有效果，遇到困难和问题

躲着走，如此，小困难演化成大困难，

工作越来越被动。因此，越是面对困

难，越要知难不畏难，越要有一股子

闯劲，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奋

力趟出一条扶贫新路。

要实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成绩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决定了的事，

关键在于抓好落实。面对脱贫攻坚

这场硬仗，只要我们发扬“钉钉子”的

精神狠抓落实，撸起袖子加油干，把

规划做实，把事情办实，把增收抓实，

一锤一锤地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

解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脱贫攻坚

就会看到希望与曙光。

要会干。会干是面对困难有战胜

困难的能力和方法。要坚持分类施策，

进行靶向治疗，由“大水漫灌”转向“精确

滴灌”，力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要把

产业扶贫作为主攻方向，有针对性地发

展特色林果、畜牧养殖等产业。要发挥

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教育引导大家不

等不靠，通过劳动创收，通过智慧增收，

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美好幸福新生活。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

为不成。”以敢干的勇气、实干的志

气、会干的底气，精准发力、狠抓落

实，南阳的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如期

打赢，全面小康的幸福阳光一定能够

普照一千万南阳人民！③8

“干”字当头
本报评论员

通讯员 潘毅

近日，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胡顺才带领该行其他班子成

员，冒风雨、踏泥泞，到对口帮扶

村——西峡县丹水镇袁庄村贫困群

众家中详细了解情况，并与该村两委

班子商议制订贫困群众脱贫计划。

这是该行全面落实全市“千企帮千

村、万名干部助脱贫”活动、立足帮扶

村实际真情扶贫的一个缩影。

西峡县丹水镇袁庄村共有16个
村民小组、1763人。按照市县安排，
袁庄村由市科技局、中原银行南阳分

行、西峡县市场开发办等单位共同帮

扶。中原银行南阳分行重点帮扶贫

困户13户，共有贫困人口31人。
为加快帮扶村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步伐，中原银行南阳分行成立了扶

贫工作机构，向西峡县丹水镇袁庄村

派驻两名工作队员长期驻村。同时，

由分行领导班子成员分包13户贫困
户，帮助贫困户理思路、引项目，时时

跟进，随时解决发展难题。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针对袁庄村

的现状和贫困户的实际情况，积极引

进扶贫项目，把精准扶贫落到实处。

一方面，引进河南亚盛牧业有限公司

和方城县汉邦养羊专业合作社项目，

采用“公司+农户”的合作方式和“互
联网+羊”的管理模式，一般每户贫困
户一期可领养种羊10只，3个月育肥

出栏后可获纯利润3000元左右，一年
按3期计算，可获利9000余元；另一
方面，引进太阳能光伏发电扶贫项

目，充分利用国家的光电扶贫政策，帮

助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建设一个30平
方米的微型太阳能光伏发电站，每年

可为贫困户节省5000元的自用电资
金，同时利用余电可获利3000余元。

扶贫工作中，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多方送科技、送资金，助力帮扶村发

展、贫困户脱贫。2016年5月17日，
由中原银行南阳分行与市科技局等

部门联手，在西峡县丹水镇举办了主

题为“科技扶贫，共建小康”的“中原

银行杯”南阳市第16届科技周活动。
在了解到袁庄村在建设村委办公

楼和村民文化大院尚有资金缺口的情

况后，该行积极向上级行争取，经过协

调，为村委提供价值5万元的办公设
施。2016年以来，该行先后募集水泥
20吨，帮助建设村民文化活动中心；通
过各种渠道争取协调项目资金1200
万元，帮助袁庄村完成全村道路整修、

河道疏浚和自来水入户，去年年底顺

利实现村组通水泥路、户户用上自来

水。该行6名班子成员结对帮扶的13
户贫困户也全部实现了脱贫。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该行将认真履行职责，强化

责任担当，因户制宜，一户一策，分类

帮扶，力助贫困家庭增收致富、稳定

脱贫。⑩9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真情扶贫暖人心 助力贫困户脱贫

本报讯（特约记者陈新刚）

方城县突出精准招商，按照“地

域精准、目标企业精准、服务措

施精准”的要求，积极围绕轴承、

超硬材料产业招商上项目，强力

培育以轴承产业为主的先进制

造业和以中南钻石为龙头的超

硬材料产业。

突出地域精准，轴承产业紧

盯长三角的上海、宁波、台州、衢

州、绍兴等国内轴承产业集聚

地；超硬材料产业紧盯京津冀等

地。突出目标企业精准，锁定一

批技术、市场和管理优势突出的

企业，由县主要领导亲自带队招

商。突出服务措施精准，对落地

企业实行金融支持、土地供给、

标准化厂房配套等精准服务，让

引进的企业留得住、成长得好。

该县通过精准招商，目前轴

承类企业达到43家，形成生产轴
承专用钢管、锻件、套圈、滚动

体、成品轴承装备等产品的全产

业链；超硬材料企业达到10家，
建成了以中南钻石为龙头，硬质

合金顶锤、叶蜡石、铰链梁、金属

粉等相关配套项目齐备的超硬

材料产业集群。去年，全县规模

以上企业总产值完成319亿元，
同比增长18%；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完成68.2亿元；工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117.8亿元。③8

方城轴承超硬材料产业发展壮大

突出精准做强主导产业

内乡县40多家本土电商企业与家庭农场、贫困户对接，实施电商扶贫。图为工人们在电商企业“蜜从山来”的仓储中心内，筛选包装来自该县赤眉镇贫困
村杨店村的油桃 ③8 特约记者 樊迪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樊迪 通讯员王彦

龙） 5月22日，笔者走进飞龙公司国家级
技术中心。来自武汉理工大学的曾春年教

授和他的团队正与飞龙公司开展产学研合

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目前，该中心每年

研发新品20余种并实现批量生产。
内乡县通过优化环境、拓宽渠道、建强

平台等措施，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引进培养、

服务保障等工作，为县域发展提供有力的

人才支持和智力保证。

优化政策招才。建立引才专项编制，

事业单位引才带编进入。坚持优秀人才特

殊对待，对刚性引进的硕士以上高层次人

才，给予10万元～50万元的安家补助和每
月2000元～5000元的工作补助；柔性引才
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资助；对新建立

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次性给予30万元
资助。每进站1名博士后给予10万元经费
资助。对经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研发

平台，分别一次性给予100万元、30万元、
10万元资助。

拓宽渠道引才。主动出去“引”。实施

“赴名校引才”行动，和牧原公司等企业一

道组建小分队赴北京大学等名校招揽人

才，重点服务技术研发、管理工作。实施

“急需短缺”人才招聘计划，面向全国招引

硕士以上人才。柔性合作“请”。开展“千

人计划专家”、“博士服务团”、“科技人才进

企业”等活动，柔性引进博士3名、各类专
家25名、科研团队13个。乡情召唤“归”。
开展“归巢创业行动”，回引3000余名优秀
人才返乡创业、回家发展。

建强平台聚才。围绕人才发展、作用

发挥搭建多样化的创新平台和阶梯式成长

空间，以良好的创新创业载体吸引人才。

该县已建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等创新平台3个，人才创新基地、孵化园
区等创业平台3个，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实
验室等智力服务平台5个。截至目前，全
县人才总量达到6.1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
2800人、专业技术人才3.8万人、高技能人
才1.9万人，人才智力为内乡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强大动力和蓬勃活力。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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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杆要自立”
——一个脱贫村党支部书记的心愿

新华社郑州 5月 22日电 （记者
刘金辉）记者从河南省财政厅获悉，

该厅与中原银行共同出资 100亿元
人 民 币 ， 设 立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基

金，重点支持在产品、技术、渠

道等方面拥有核心竞争力并且风

险可预期的初创期、成长期中小

企业。

河南省财政厅近日印发 《河南

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规

定基金重点投向河南省内工业、农

业、科技、教育、文化等各行业领

域的中小企业。基金总体框架采取

母子基金形式，河南省中小企业发

展基金为母基金，子基金由母基金

以参股方式，在市、县发起设立，

将财政资金的政策引导作用辐射全

省。基金投资实现的收益和本金收

回后，应按照合伙协议约定进行分

配，其中财政投资实现的收益及退

出投资收回的资金继续用于滚动发

展，扩大基金规模。

据了解，河南省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由河南省财政厅出资10%、中原
银行出资90%。基金不得投资股票、
期货、外汇、房地产以及国家和河

南省政策限制类行业。③8

我省设立100亿元发展基金
支持初创和成长期中小企业

我市强力推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快速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了城市

绿量，提升了城市品位。图为绿意盎然的邕河两岸

本报记者 阎亚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