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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廖涛 通讯员 申桂林 马明献

“我们这些贫困户想种植香菇，但又

苦于没场地。县财政局建设了香菇种植

大棚，协调县职高在村内开展香菇种植

技术培训，让我们依靠种植香菇稳定增

收，脱贫摘帽有指望啦！”1月19日，南召
县马市坪乡黄土岭村贫困户靳德军激动

地对记者说。

黄土岭村有11个村民小组，327户、
1242人。现有贫困户89户、282人。这
里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禀赋差，贫困群众

增收渠道窄，脱贫攻坚任务异常繁重。

2015年底，南召县财政局抽调事业
心强、业务能力棒、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

3名干部组成工作队，驻村开展帮扶工
作。2017年，县财政局局长谭天德上任
后，通过反复入村开展走访调研，认为脱

贫攻坚的核心在于抓创业、产业、就业，

鼓励创业，培育产业，带动就业，通过抓

创业促产业，以产业带就业，让贫困群众

致富有产业，就业有岗位，增收有门路，

收获真金白银幸福奔小康。

黄土岭村拥有林地面积1.3万亩，荒
山面积广阔，柞木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便

利。立足山区实际，谭天德和驻村工作

队一起帮助村两委确定了“种植香菇，养

殖畜牧，车间带动”的发展思路，建设了

占地20余亩的香菇产业扶贫基地，谭天
德还协调资金400余万元建成了香菇分
拣车间、冷库、标准化香菇大棚、香菇制

棒车间，形成香菇种植的完整产业链。

全村种植香菇70万袋，仅此一项年收入
350万元，户均增收1万元。

得知马市坪乡外出务工青年高双保

有回乡创业的意向，谭天德立即沟通交

流，帮助注册、办理证照、协调建设用

地。被真诚所感动，高双保投资130万

元建成两座扶贫就业车间，可以安排30
名群众就业。谭天德又与村“两委”干部

积极引导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外出务

工，2018年，黄土岭村贫困户务工41人，
务工收入105万元，贫困群众获得“星火
计划”奖补资金4.4万元。

用足用好政策，谭天德积极协调“百

企帮百村”结对帮扶的河南源达集团公

司，在黄土岭村投资500万元建设养羊
基地。同时，利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项目资金120万元作为酵母资金，撬动
牛养殖合作社投资40万元建设养牛

基地，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目
前 牛种养殖合作社黄牛存栏40头，带
动6户贫困户入股经营，安置3名贫困群
众长期务工。

发展特色产业，拉长产业链条。南

召县茂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合

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引导200户贫

困户以小额贷款入股经营，每户每年分

红3000元；引导106户贫困户利用到户
增收资金入股，每户每年分红 500元。
随着养羊基地规模的扩大，构树饲料需

求量大，合作社已与周边8个村签订收
购协议，带动发展构树种植800多亩，拉
长了产业链条。

南召县财政局驻村工作队注重改善

基础设施，投资350万元完成水、电、路，
建成了两座村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

安全饮水工程等，硬化道路实现“组组

通，户户通”。协调贫困群众在危房改

造、残疾证办理、慢性病鉴定、七改一增

等方面享受政策“红利”，让各项惠农政

策落地生金，确保群众“应享尽享、一项

不落”。2017年，黄土岭村脱贫 29户、
127人，2018年脱贫58户、150人，贫困
发生率由12.48%降至0.4%，贫困发生率
由12.48%降至0.4%。

鼓励创业 培育产业 带动就业
南召县财政局多重覆盖多策并举帮扶脱贫

商贸服务型国家物

流枢纽承载城市离南阳

越来越近了。

物流枢纽是集中实

现货物集散、存储、分

拨、转运等多种功能的

物流设施群和物流活动

组织中心。而商贸服务

型国家物流枢纽则是依

托商贸集聚区、大型专

业市场、大城市消费市

场等，为国际、国内和区

域性商贸活动、城市大

规模消费需求提供商品

仓储、干支联运、分拨配

送等物流服务，以及金

融、结算、供应链管理等

增值服务。落地建设商

贸服务型物流枢纽，南

阳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

的工作。

首先，科学规划《南

阳市现代商贸中心》和

《南 阳 市 现 代 物 流 中

心》。南阳位于我国的

中心腹地，发挥优势打

好“四张牌”，推进实施

市委市政府的“两轮两

翼”战略，应选择“以优

势区位为依托、以物流

枢纽为起点、以物流服

务为跷板、以信息平台

为手段、以商贸交易为

主体、以产业群发展为

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思

路，扬长补短，融入商贸

物流服务型物流枢纽发

展理念，规划和布局南

阳市现代商贸中心和现代物流中心。

其次，根据南阳市物流产业发展基础和现代商贸

中心与现代物流中心发展规划，围绕建设南阳市区域

性商贸物流中心要求，对接郑州国家级中心城市、长江

经济带、秦巴经济线和郑州市副中心城市洛阳；结合南

阳市域区位优势、区位条件、交通网络、物流基础、产业

特色，牢牢把握区域外商贸与物流服务对象的结构和

需求，坚持内外结合，统筹发展；发展大物流、建设大枢

纽、增设大口岸，集中布局保税物流、商贸物流、制造业

物流、农产品物流、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应急物流等

业态，打造产业集聚、品牌汇集、业态丰富、功能完善、

辐射豫鄂陕三省现代商贸与物流中心。

最后，借助南阳市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建

城市的建设契机，利用区域及国内外的有利资源和条

件，自觉参与到国家枢纽经济建设体系，确定在豫鄂陕

区域性经济中的发展定位，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完善商贸与物流服务体系，提升商贸与物流发展水平，

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通效率，逐步形成辐射豫鄂陕三

省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国家级商贸物流节点城市、商贸

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

本报讯 （记者苏中）1月20日,
记者从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

指挥中心获悉,2018年南阳十佳食
品农产品安全优秀品牌、十佳食品

农产品安全诚信守望人物和十佳农

产品安全标准化示范基地评选结果

出炉。

食品农产品安全“三十佳”评选

活动是由市农业局、市畜牧局、市水

利局、市工商联、市绿色食品办共同

举办。参评范围为全市各类食品农

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农业种
养无公害标准化基地和坚持坚守在

食品农产品生产经营、检测、监管岗

位上的工作人员。参选食品农产品

安全优秀品牌须为南阳市注册的种

养企业生产的产品。参选食品农产

品安全诚信守望人物为全市坚持在

食品农产品生产经营、检验检疫、监

管检测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参选

农产品安全标准化示范基地为全市

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全市共有

100多家企业和基地、100多人报名
参选。

经过县市区初审和专家评审会,
多角度评议、审核,最终确定三色鸽
乳制品、“福森源”凉茶等10个食品
农产品安全优秀品牌,西峡县伏牛山
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有机猕猴桃

基地等10个农产品安全标准化示范
基地,南阳国安南都农业庄园有限公
司总经理余晓兵等10名食品农产品
安全诚信守望人物。

守护南阳人“舌尖上的安全”

2018年食品农产品安全“三十佳”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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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孝文化乡村”创建助推乡村振兴

从 清 河 镇 看 乡 风 文 明

“宛药模式”扶危济困
宛西制药获评全省劳模助力

脱贫攻坚“十面红旗单位”
本报讯（记者张松 通讯员靳玉玺）河南省工会劳

模助力脱贫攻坚表彰暨工作推进会日前在郑州举行。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被省总工会、省扶贫办联

合授予“河南省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十面红旗单位”

称号。

宛西制药多年来坚持扶危济困，连续28年关爱高
考学子。在脱贫攻坚中打造了“宛药模式”：成立专业

合作社，吸纳1195名贫困人员，发放分红近500万元；
为5个乡镇23个山茱萸基地村贫困户实施“四免一提
高”政策，鼓励贫困户通过种植药材实现脱贫；开发公

益岗位，安排贫困人员就业；出资500万元，为贫困村修
建道路、文化大院、村办学校、爱心超市等基础设施。

依靠企业的产业拉动、项目带动、创新驱动，宛西

制药帮扶西峡县千余名贫困人口实现精准脱贫。省劳

动模范、董事长兼总经理孙锋还个人出资300万元，与
县内其他企业家共筹措资金1300万元，设立了西峡县
企业家扶贫发展基金，扶持贫困村和贫困户改善生产、

生活条件，实现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

“扶贫车间”建到家门口
内乡县仙鹤纸业公司大力实施“扶贫就业车间下

沉工程”，把车间基地建到贫困群众家门口，已建成扶

贫车间35个，提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实现了贫困户
家门口务工和顾家两不误 本报记者 张戈 摄

别开生面的清河镇赵和庄村举办“迎国庆、颂党恩、传德孝”主题教育活动暨脱贫攻坚秋季“两貌”改善动员大会（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张飞

1月18日，在方城县清河镇
二龙山富康生态农业园活动中

心，一场德孝文化乡村创建表彰

大会正在这里举行，一段段淳朴

生动的颁奖词、讲述着一个个感

人至深的德孝故事，台上讲述者

声音哽咽，台下聆听者热泪盈

眶……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从“人之初，性本善”到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再到“百

善孝为先”，德孝文化在清河镇不

断生根发芽，文明乡风抽枝长叶，

乡村振兴呈现出了郁郁葱葱的蓬

勃之势。

德孝文化聚民心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魂。

“弘扬德孝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德润

方城，共筑文明’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载

体。”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说，要让老百

姓充分享受乡村振兴的红利，就要为百

姓建设一个生态环境最优美、村容村貌

最整洁、产业特色最鲜明、社区服务最健

全、乡土文化最繁荣的新时代乡村。

2018年，清河镇党委经过对农村现
状各种矛盾的排查和分析，按照县委“班

子在带、队伍在管、党员在教育、群众在

教化”的工作理念，为了走出目前农村工

作困局，实现基层工作人员思想、作风、

成效的大突围，把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

决定从孝老敬亲文化着手，率先在6个
试点村开设“德孝文化讲堂”。“抓好载体

促活力，我们与信阳市息县弯柳树村结

成了联建对子，相互学习对方开展‘道德

讲堂’的经验，加强阵地建设，提升服务

功能，弘扬德孝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讲

课的内容从政策法规到德孝文化，很受

群众欢迎。”清河镇党委书记郭毅说。

德孝文化更多地体现在农民的日常

生活中。清河镇借助“十大卫生家庭”

“十大好媳妇”“十大好婆婆”“十大党员”

“十大孝子”“十大德孝文化宣传队”等评

选表彰建设文明乡风。记者了解到，司

龙庄村自从乡亲们在新时代农民讲习所

学习德孝文化以后，村里的婆媳关系好

了，媳妇们都想方设法让婆婆舒心舒坦。

参加创建表彰大会的十里铺村驻村

第一书记赵怀国告诉记者，今天的表彰

会上一件件感人的故事，让他深感同

受。如今大家学习传承德孝文化的氛围

更浓了、积极性更高了，对打赢脱贫攻坚

战和推进乡村振兴的信心更足了、劲头

更大了。他表示回去后将和村“两委”及

时规划德孝文化宣传事宜，早日把十里

铺村打造成上游。

目前，类似于清河镇这样的“德孝文

化讲堂”正在方城县全面推广。各村里

开展传统道德文化教育，成立了党员志

愿服务队、巾帼志愿服务队等，建设“道

德银行”和同心超市，开展政策礼仪教

育，评比家庭环境卫生，引导广大群众培

养乐善好施、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的道德

情操，已经在方城广大乡村随处可见。

志愿服务振乡风
把志愿服务作为弘扬德孝文化的主

要载体，用志愿服务守望浓浓的邻里情，

清河镇党委通过帮助群众树立文化自

信，提升心灵品质，凝聚了积极向上的正

能量。

各村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群众志

愿服务队、巾帼志愿服务队以及贫困户

志愿服务队等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和人

居环境整治中，镇容镇貌、村容村貌、户

容户貌不断提升。

赵和庄村村民李萍是村里的宣传文

化使者，婆婆病重瘫倒在床、丈夫外出务

工，但她秉承着“婆婆就是妈”的淳朴思

想，坚持细心照料老人，成为村里人人称

赞的好媳妇，德孝文化在赵和庄村开展

以来，她主动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不仅带

领服务队在村里打扫卫生，谁家有什么

矛盾还主动前去调解，积极宣传德孝

文化。

司龙庄村2017年还是个软弱涣散
村，通过倡导志愿服务，首先是党员带

头、村组干部参与，村民人人动手，每星

期还进行一次评比，评出模范还要表彰，

发放流动红旗，群众的积极性都调动起

来了。村民刘书庆以前牢骚不断，自从

学习了德孝文化后，主动加入志愿者服

务队。

一年时间，司龙庄实现了村容村貌

大改观，文化广场、党群服务中心等各种

基础设施实现了配套完善，蔬菜大棚、裕

丹参种植红红火火，群众的腰包也慢慢

鼓了起来。同样是软弱涣散村的霍口村

经过整治，与司龙庄村一起成了镇里的

上游村、排头兵；2018年软弱涣散村草
场坡村，经过几个月也已经成为上游村。

司龙庄村争创乡村旅游示范村、草

场坡村争创文化自信示范村、赵和庄村

争创双貌改善示范村、丁庄村争创志智

双扶示范村……一个比学赶帮超、品牌

创特色、追梦奔小康的干事创业良好局

面正在清河大地形成。

如今在清河镇，干部主动进村入户

和贫困群众拉家常，帮助贫困户解决实

际困难，拉近了干群党群关系。各村党

员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坚持每周在村

公共场所、主干道打扫卫生、捡拾垃圾、

清洁家园。党员志愿者以点带面，越来

越多的清河群众加入志愿者队伍，利用

自己的努力，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

村民自觉养成干净卫生好习惯，特别是

贫困群众不仅保持自家卫生干净，还主

动打扫公共场所卫生，村风民风全面改

善，文明素养全面提升，人居环境面貌焕

然一新。

扶志扶心激活力
扶贫先扶志，扶志先扶心。

“物质上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精神上的贫穷。在工作中我们发现‘干

部干、群众看’，村干部不仅要干好本职

工作，还要在村里打扫卫生等，干得不好

群众还埋怨。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必须

找到一种方法，激发贫困群众脱贫攻坚

内的生动力。德孝文化乡村创建活动对

于化育人心、淳化民风、志心双扶、助力

精神脱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郭

毅说。

2018年，清河镇以德孝文化为切入
口，探索脱贫攻坚新路径，通过开展一系

类活动，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自尊、自信、

自强、自立”的新观念，以传统文化扶心

扶智，助力脱贫攻坚。打消贫困群众

“等、靠、要”思想，实现贫困群众从“要我

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引领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

为了使德孝文化助力脱贫攻坚落到

实处。去年9月4日，清河镇组织通过

“德孝文化示范村”建设活动评选出的司

龙庄村、草场坡村、赵和庄村三个行政村

的党员志愿服务队队长、优秀党员、群众

及妇女代表等30余人，到信阳市息县路
口乡弯柳树村，举办方城县清河镇与息

县弯柳树村联建德孝村签约活动并面对

面学习交流经验，他们还邀请北京感恩

智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著名爱心讲师薛

立峰，开展德孝文化公益讲座，让企业家

加扛起社会责任、让干部扛起政治责任，

形成扶贫攻坚合力。引导贫困户自尊自

强自立，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摘掉穷帽子。

在德孝文化的感召下，清河镇在外

创业人士、社会各界积极为家乡建言献

策，献计出力，有力地促进了清河全面

发展。“我们将德孝文化作为推进乡风

文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激励各村争当精准脱贫样板村、文化自

信示范村、乡风文明幸福村。”郭毅说。

清河镇通过开展“志智双扶”，帮

助群众树立文化自信，以文化扶心扶

志，在全镇营造“不等不靠、勤劳致

富、脱贫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助

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凝聚强大精

神力量。

2018年，清河镇已先后完成了司
龙庄村、草场坡村、赵和庄村、丁庄村

等6个德孝文化村的创建，计划三年内
实现德孝文化全覆盖，使贫困户脱贫的

自觉性、主动性有显著变化，由“要我

脱贫”变成“我要脱贫”。全镇原有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1790户、3661人，
2018年，实现脱贫退出 992户、2155
人，3个贫困村已全部脱贫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