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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佩佩）12月
4日是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也是
第一个“宪法宣传周”，我市开展

了系列宣传活动。市领导张明

体、庞震凤、戚绍斌，市政协领导

吴冬焕，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秦

德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薛长

义参加。

本次活动主题为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

护宪法、运用宪法，重点组织

开展了青少年宪法学习教育、

面向社会公众的宪法宣传教

育。当天，参加活动的市领导到

市第十五小学，与学校师生一道

诵读宪法部分章节，到卧龙区法

治文化广场实地察看宣传一条

街活动开展情况，参加了市直行

政执法人员宣誓仪式，并与南阳

理工学院文法学院师生们一起

向宪法宣誓，从而加深了对宪法

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

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等的理

解。③8

开展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

加强法治建设 推进依法治国

特约记者 封 德 王玉贵

通 讯 员 章东丽

“以前村里垃圾到处都是，污

水乱流，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

两脚泥，现在，你看这儿多干

净，这水泥路、文化广场，还有

美德文化墙，跟城里没啥差别。”

日前，正在农家书屋借阅香菇种

植书籍的西峡县桑坪镇石灰岭村

村民梅良兴对记者说。

石灰岭村党支部从党建抓

起，狠抓班子自身建设，充分调

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党员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被调动

起来，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发挥，

班子的凝聚力增强，形成了风清

气正、团结和谐、干事创业的良

好局面。

仅2017年该村就争取上级项
目及相关单位项目7个，为村级
建设注入资金438万元。建成了
占地6亩的文化广场，新建了党
群服务中心，对瓦房院等三个组

群众的房屋进行了户容户貌改

造，同时为三个组修建了蓄水

池，实现了全村灌河沿岸5个组
路灯全覆盖。在搞好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该村还采用党员包户

的形式，鼓励群众发展袋料香

菇，如今该村80%的农户种植袋
料香菇。③5

桑坪镇石灰岭村党建引领激活力——

群众致富有了“主心骨”

南阳市中心城区自备井封停及南水北调
水源置换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醒您——

严禁违法开采地下水，
保护地下水资源

举报电话：市领导小组办公室63198665

本报讯（特约记者申鸿皓）送

戏下乡，文化惠民。日前，社旗县

下洼镇闫庄村文化广场上热闹非

凡，由市文广新局开展的文化帮扶

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了一道

“文化大餐”。

“春打六九冰河开，三月雁归

报春来……幸福不会从天降，要吃

桃子把树栽……”活动现场，歌舞、

戏曲、小品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

不时赢得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

其中，豫剧焦裕禄选段《春打六九

冰河开》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共鸣。

前来听戏的李大爷深受触动：“习

近平总书记就说过，幸福生活是干

出来的，说到底，脱贫致富还得靠

自己好好干才中……”

产业扶贫“富口袋”，文化扶

贫“富脑袋。”为解决贫困群众的

精神贫困问题，社旗县在全县广

泛开展“志智双扶”活动，特别

是以“一设两评四榜”（“一设”

即开设“初心屋”；“两评”即

“星级文明户（进步贫困户）”评

选、农户环境卫生评比；四榜即

贫困户进步退步 （红黑） 榜和农

户环境卫生先进落后 （红黑）

榜） 为重点的扶志助力脱贫攻坚

活动在全县 100多个村陆续铺
开，以辛勤劳动换积分，以积分

免费换奖品。各村在评选先进的

过程中，穿插文艺节目表演，并

让评上的先进户群众披红戴花，

大张旗鼓表彰奖励，鼓起了脱贫

精气神，“贫困不光荣，脱贫靠自

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社旗县在扶志活动的实践过

程中，充分发挥曲艺艺术得天独厚

的优势，在县委宣传部的倡导指导

下，整合曲艺说唱队、“文化轻骑”

和草根艺人等力量，抽调县农技中

心、商务局、林业局、畜牧局等部门

技术人员，组建文化扶贫传技讲习

巡回演出团队，把曲艺巡演和技能

培训结合起来，让“老曲艺”绑上

“新农技”，深入全县贫困村，搭文

化台、唱扶贫戏，传脱贫技，授致富

经，补足群众精神上和本领上的

“钙”。

曲艺演出，唱到了贫困群众的

心坎儿上；传技讲习，讲到了农民

朋友的最需处。至目前，全县已开

展曲艺下乡和传技讲习巡演近400
场次；依托职业学校、带贫企业及

社会专业机构，开展各类贫困人口

职业技能培训200余场次，潜移默
化中，广大贫困群众脱贫信心持续

高涨，增收本领明显增强，形成了

比学赶超争取早日脱贫致富的浓

厚氛围。③6

社旗县让“老曲艺”绑上“新农技”

唱扶贫戏 传脱贫技 授致富经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带

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

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近年来，我市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把群众关

切作为努力方向，把群众满意作为

工作标准，惠民生、促和谐，民生

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托底意识与保

障能力日益强大，民生的安全网越

织越密。但是成就属于过去，面对

未来，我们还有不少短板亟待解

决，特别是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解决民生问题，就

要回应群众关切，直面热点、焦

点、难点。

强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推进教育公平。补齐教育发展

短板，聚焦重点任务。一是加快推

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大

乡村教育振兴，特别是要抓住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这个关键所在；二是

在新城区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同步

规划建设中小学，要优化校点布

局，加快资源整合；三是坚持公办

和民办并举，普惠和优质并重，办

好学前教育；四是健全学生资助制

度，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孩

子，要保障他们受教育的权利，防

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稳就业。民生之本是就业，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这

是新时代就业工作的总体目标，也

是“六稳”工作之首。因此，我们

要始终坚持把“促就业”作为重大

的政治责任，坚持就业优先和积极

的就业政策，全力以赴保持就业局

势持续稳定。一是要坚守底线，多

措并举，做好各个群体的就业工

作。特别要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村

转移劳动力、去产能职工的安置，

以及一些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工

作；二是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全

力推进就业扶贫，拓宽就地就近就

业渠道，兜好民生底线；三是要进

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

四是要强化人力资源支撑，发挥创

业带动就业作用。

助养老。加快养老服务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我市养老事

业短板。打造“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

新模式。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

等方式，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立。

一是打牢养老软硬件建设这个基

础；二是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网

络，实施居家养老示范工程，学习江

苏“虚拟养老院”模式，努力建设南

阳市“12349”居家养老信息系统，
真正实现居家养老的全面升级；三是

推进“互联网+”养老服务创新，依
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加大

互联网与养老服务产业的深度结合；

四是把握医养融合发展这个方向；五

是抓好养老人才培养这个关键。

保脱贫。“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要让人民过上

好日子，先得让人民摆脱穷日

子。帮助他们脱贫，不仅要讲数

量，更要讲质量，不仅要保障外

力帮扶，更要激发贫困人口“我

要脱贫”的内生动力。这就在客

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创新扶贫模

式，创新扶贫思路，深入攻克深

度贫困。一要精准扶贫，靶向治

疗。要结合实际，探索精准扶贫路

径，深入群众，找准“贫根”，并围绕

发展，办好实事。二要创新扶贫方

式，实施扶贫供给侧改革。根据贫

困群体真实需求，提供更加有效的

供给和扶持。同时，要进一步优化、

配置扶贫资源，保障脱贫的可持续

性、长效性和稳定性。三要转变扶

贫发展思路。从单一扶贫向综合扶

贫转变，大力推广牧原集团的“5+”
扶贫模式；从物质扶贫向精神扶贫

转变，开展“扶贫+扶智+扶志”，激发
深度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民心是

最大的政治，民心所盼就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今后，我们要积极部

署，强化落实，补短板惠民生，切

实筑牢我们的民生安全网。③7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 袁微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 曹国宏

特约记者 廖 涛

南召，难找。

位于伏牛山腹地、南阳盆地北

缘，南召素有“北扼汝洛、南控荆襄”

之称，全县总面积2946平方公里，山
地丘陵就占了2800平方公里。

南召，不难找。

焦 枝 铁 路 、二 广 高 速 公 路 、

G207线、G345线、S333线、S248
线穿境而过，340个村全部通上水
泥路，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现代交通

网络。

变不利为有利，机遇就在眼

前，必须乘势而上。南召县委、县

政府结合县情审时度势，因势利导，

以“生态立县、旅游富县、工业强县、

机遇兴县”为县域发展的“四大路

径”，大力发展传统农业和特色产

业，并不断延链、补链、强链，全力培

育壮大六大产业集群，加速县域经

济发展，全面谋划乡村振兴。

四棵树乡，地处南召县西南，一

个3万多人的山区小乡，立足于山区
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林果种

植、林下药材、林下养殖等绿色产

业，建成了数十个产业基地。黄土

嘴村一个村就培育了软籽石榴基

地、林禽养殖基地、鱼虾共养基地、

牧草种植基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构

树种植基地、艾草种植基地、香菇种

植基地等12个产业基地。
地处南召最北端的崔庄乡有4

万多人，三分之二是山区，围绕特色

农业建基地，光3000万元以上的产
业基地就有6个。乡党委书记王维
元说，山上重点发展中药材，以天

麻、猪苓、山茱萸、连翘为主；山

下重点种植花卉苗木，以白玉兰、

五角枫、大叶女贞为主，沿河发展

乡村旅游，光回龙沟村就有30家农
家乐。

丹参、银杏、山茱萸、杜仲、

天麻、山楂、柿子、野葡萄、木

瓜、冬瓜、南瓜、香菇……南召县

境内有60多种水果、60多种蔬菜、
25种菌菇、30多种中药材，丰富的
自然资源成为南召发展特色产业的

独有优势。

南召县委、县政府秉承“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

念，坚持“出路在山、希望在林”

的务实发展思路，打特色牌，走绿

色路，实施四个“一体化”林业工

程，林+苗、林+果、林+药、林+
菌、林+游、林+禽、林+蚕等“林+
N”特色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林景苗一体化，以玉兰花木为

主产业，全县花木面积达38万亩，

让多彩南召更加出彩；林药果一体

化，全县中药材种植50万亩，林果
基地14万亩，让多彩山乡变成了金
山银山；林蚕菌一体化，全县春蚕

养殖产茧25万公斤，养殖生态柴鸡
300多万只，生态鹅20多万只，生
态鸭10多万只，林下圈养牛、羊、
猪等家畜10多万头，林下养蜂两万
多箱，林下驯养蛇、蛙、野猪、鹿

等野生动物1万多条（头），“一条
虫”成了发展林下经济的“一条

龙”；林养游一体化，以花木促进

生态，以生态融合旅游，以旅游拉

动三产，全民的生态幸福指数大幅

提升。

产业发展中，南召县委、县政

府深刻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

有一个关键的群体是最为稀缺的资

源，他们具有极强的整合资源能力

和创新创造能力。县委书记刘永国

把他们归结为企业家、特色农户、

经济能人、科技强人、成功人士和

新乡贤。他说，用关键少数带动重

要多数 ， 可以达到 “ 培育一人

（个），拉动一片，带富一方”的裂

变效应，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群众合力发展产业的新格局。

南召县采取政策支持、资金扶持、

信息引导等举措，大力实施“六抓

带动”，按下发展“快进键”，跑出

产业发展“加速度”。

河南联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

事名贵中药材种苗繁育、驯化、推

广、种植及中药材精深加工，发挥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与县内贫困户

签订定向带贫种植合同，实行统一

供苗、统一技术、统一管理、订单

回收的帮扶方式，推广种植石斛、

白芨、重楼、青钱柳、黄精、猪

苓、百合等名贵中药材。

乡乡有产业，村村有项目，南

召特色鲜明的传统产业优势凸显。

南召县委、县政府顺势引导，

强力开展延链、补链、强链，围绕

“承接产业转移、壮大特色产业、

培育产业集群”的发展思路，改造

传统产业，壮大优势产业，培育新

兴产业，按照“竞争力最强、成长

性最好、关联度最高”的原则，着

力于 “ 抓龙头 、 补链条 、 建集

群”，推动同类企业集聚发展，上

下游和关联企业协同发展，培育

“绿色建材、绿色清洁新能源、中

医药大健康、轻工、汽配铸锻、高

科技电子”六大产业集群，工业经

济从“洼地”里强势崛起。2017年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46.9
亿元，实现利润7.3亿元，同比增
长76.4%。

比如说，辛夷、柞蚕、苗木花

卉、中药材为主的特色产业基地，

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原料。南召

县以华扬龙生、天蚕生物科技、华

康艾制品等企业为龙头，研发生产

植物酵素、益生菌、杜仲深加工、

蚕蛹提取物、石斛饮料、辛夷制药

等中药材精深加工产品和健康养生

产品，培育壮大宝天曼药业、华扬

龙生产业园、中大宏业、天蚕生物

公司等10多家龙头企业，形成了地
方特色鲜明、市场竞争力强的产业

集群。台湾华扬龙生科技产业园研

发生产的植物酵素、益生菌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产品远销德国、韩

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

点，可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物质

基础。南召县委、县政府科学谋

划，先行一步，围绕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构建农村产业体系，以产业

兴旺为引领，实现农民富裕、乡风

文明、社会和谐。

南河店镇龙王庙村2000多人，
发展有石材加工、数据线车间及苗

木花卉、品种梨种植和村级集中光

伏产业，短时间内就由过去的软弱

瘫痪村发展到现在的市级文明村。

一所遗弃的农家老院改造成了

村里的讲习堂，讲上级精神，讲惠

民政策，讲脱贫技能，讲社会风

尚，讲出了村里发展的新气象；乡

贤榜、学习榜、光荣榜，榜榜生

辉，映出了村里的文明新风；图书

室、爱心室、谈心室，室室有人，

邻里矛盾、家庭纠纷，到了这里就

没有解不开的疙瘩，谈出了新时代

的和谐新曲。

村内新安装太阳能路灯92盏，
修建绿化带5000米，安装护栏1500
米；全村配备贫困户公益岗保洁员

13名，新增垃圾箱20个，修建标准
化公厕两个；新修建的文化广场配

套有戏楼、凉亭、休闲长廊、健身

器材等；标准化的村级卫生室配备

有专业执业医师。

曲径通幽的一个小山村，不仅

有宽阔整洁的文化广场，还有依山

而建的乡村公园，尤其是那盘上了

年代的石碾，现在依然是十里八村

老百姓腌制韭花的古老器具，成为

寄托乡愁的一个美好元素，乡村振

兴的画卷正徐徐展开。③7

产业兴旺全面引领乡村振兴
——南召县经济社会发展系列报道之二

喜领脱贫证

唐河县持续推

进“志智双扶”工

作，增强群众脱贫

自信心。日前，县

委宣传部、县法院

分包的上屯镇下屯

村 29户脱贫户喜
领脱贫证 ③7

特约记者 金

少庚 摄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笔谈

要闻

通讯员 齐国强 吴进良

“知恩不报——丧德，对老不

孝——无德，邋邋遢遢，家门不幸；

懒惰不勤难脱家贫……”这是中国

德孝文化讲师薛立峰，日前在新野

县上港乡王白村德孝文化大讲堂

上向村民讲的话。

王白村是新野县核定的贫困

村，经过县财政局脱贫工作组的

精准扶贫，经过乡党委、乡政府

的倾力扶持，经过村支部村委会

的不懈努力，王白村贫困帽子年

终有望摘掉。为从根本上改变村

容村貌和村民精神状态，上港乡

决定在王白村开设德孝教育大讲

堂，对党员干部、村民、贫困户

以及老年人进行德孝教育，提振村

民精气神。

党员进行宣誓，提振党员先锋

作用。在德孝文化大讲堂期间，全

村64名党员举行了宣誓，组建了
党员义工队，选举了指挥长，划分

为四个战区同时选举产生了战区

队长，带领村民对村容村貌进行治

理。

挑战家庭“雾霾”，巾帼不让须

眉。在德孝文化大讲堂上，“邋邋

遢遢家门不幸”这句话戳疼了妇女

们的心，家庭不整洁，原因在自己

本身懒惰，不去收拾。大讲堂举办

期间，妇女们成立了整洁之家督查

组，对每一个家庭的环境卫生、清

洁状况经行督查，以评选整洁之家

为载体，营造富美的家庭氛围。

如今，王白村村容村貌由过去

的脏、乱、差变成了道路平坦，整洁

有序，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家家户

户讲整洁，老人个个笑开眼，德孝

文化润心田的富美村庄。③2

上港乡王白村——

德孝文化润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