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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先行建好城市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蔡丹青）8 月 10 日，南阳市

城乡规划委员会 2020年度

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副

市长黄钫出席。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市住建局、市城市管

理局等市规委会成员单位

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

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南

阳城市新能源公交客运枢

纽站规划条件调整》 及中

心城区集中供热规划等 21
项议题。

会议要求，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坚持规划先行，

强化责任意识，加大审查

力度，切实提高规划的科

学性、前瞻性和精细化水

平，确保项目设计符合本

地 实 际 和 未 来 发 展 的 需

要，为南阳大城市建设提

供强力支撑；要正确处理

好近期建设与长远发展的

关系，切实发挥好规划的

引领和管控作用，确保高

质量、高标准完成项目规

划建设各项工作。②5

本报讯 （记者任华裔）全市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 504.2亿元，居全省第一；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5498.4 元 ，增 长

3.6%；已完成 47个省级、37个市级“四

美乡村”示范村建设……今年上半年，

我市农业农村工作交出闪亮成绩单。

这是近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的。

农业供给持续增强。上半年，全市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6个百分点，夏粮总产 422.84万吨，保

持基本稳定。生猪存栏 440万头，生猪

出栏 290 万头；肉蛋奶总产 51.7 万吨，

畜牧业产值约 140 亿元。水产总量达

5.5 万吨，产值 9.6 亿元。油菜籽产量

7.40万吨，同比增长 4.4%；蔬菜及食用

菌产量 398.87万吨，同比增长 2.2%；瓜

果产量 20.95 万吨，同比增长 7.1%；秋

粮面积 790万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达

到 774.5 万亩，目前在田作物长势良

好。

乡村产业持续拓展。涉农企业目

前产能已恢复到常年水平。19个省级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新上项目 15个，完成

投 资 75.24 亿 元 ；实 现 销 售 总 收 入

388.39亿元，其中核心龙头企业销售总

收入 292.78 亿元。新认定现代农业产

业园 5个、河南省美丽牧场 10个。全市

100 个都市生态农业园区，实现收入

10.3 亿元。全市农业电子商务交易额

达 81.3亿元，同比增长 34.6%。

农产品质量持续提升。新认证绿

色食品 4个，新登记地理标志农产品 2
个。1-5月全市农产品出口 29.2亿元，

占市总出口量的 59.5%，占省农产品出

口量的 46.4%。

农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土地

流转面积 418万亩，托管面积 440万亩，

196个乡镇设立了土地流转（或托管）服

务中心。目前全市 4762个村已经完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务，新发展农

民专业合作社 378家、家庭农场 171个。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向好。新改厕

所 10.7万户，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的

行政村 4201个，生活污水得到部分有效

处理的行政村 1533个。

农业产业扶贫持续发力。坚持开

展千名科技人员包千村活动，积极构

建“一三五五”工作机制，科学指导农

业产业扶贫。全市 3713名产业指导员

实现贫困村全覆盖，共开展技术会商、

宣讲、咨询和现场指导等活动 201 批

次，培训约 2.6 万人次；引导 3273 个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脱贫攻坚，带动

贫 困 户 约 1.8 万 户 ，参 与 覆 盖 率 达

95.5%。②5

我市上半年农业经济稳中向好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04.2亿元，居全省第一

特约记者 谭亚廷

通 讯 员 徐曼淇

立秋时节，在镇平县马庄

乡枫程农业瓜蒌种植专业合

作社里，记者看到颗颗瓜蒌挂

满藤架，长势喜人。瓜蒌棚上

面，雪白的瓜蒌花正在绽放，

花蕊飘逸着淡淡的清新气息。

“看这瓜蒌长得多好，等

成熟采摘后一点也不愁卖，这

可都是俺的金疙瘩！”合作社

工人叶红，看着郁郁葱葱的瓜

蒌笑得合不拢嘴。

说起瓜蒌种植，十里八乡

不能不提的人就是韩鹏，41
岁的韩鹏是镇平县城人，由于

家境贫寒，高中毕业后他做起

了摩托车修理工。

2001年，韩鹏到北京潘家

园经营玉器批发业务，摸爬滚

打几年后，在北京成立了珠宝

公司，还在广东开起了分店。

日子越过越好，事业蒸蒸日上。

“不管在外边混得多好，

心里始终还惦记着老家。”当

他得知镇平县近年来经济发

展环境越来越好时，便毅然告

别大城市，回到自己魂牵梦萦

的“小山村”。

回来后，韩鹏想通过发展

产业让群众也跟着过上好日

子。经过调研发现，马庄乡有

部分农民在试种瓜蒌，瓜蒌的

瓜皮和根茎都是中药材，瓜蒌

子在食品行业的前景也很

好。于是，2016年，韩鹏在镇

平县马庄乡夹河李村投资

500 万元成立枫程农业瓜蒌

种植专业合作社，安下心来，

积极投身乡村经济建设，一步

一步在家乡站稳了脚跟。

眼下，周边已有 10 多户

跟着韩鹏种瓜蒌。“自己富不

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能

够为脱贫攻坚贡献一点微薄

的力量，我还是很开心的。”韩

鹏说。②5

“小瓜蒌”结出“金疙瘩”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力

果）8月 10日，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张富治带领市直相

关部门负责人对卧龙区、

高新区“创文”工作进行检

查指导。

张富治一行先后来到

卧龙区光武街道中兴社区

和高新区百里奚街道岗王

庄社区，在实地察看了这两

个社区的卫生环境等情况

后，分别提出了整改措施，

并 要 求 在 规 定 时 间 内 完

成。张富治指出，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扎实推进“创文”工作，不能

浮于表面；要加大创建工作

的宣传力度，丰富宣传形

式，凝聚全民共创的强大合

力；要以存在问题为导向，

查漏补缺，细化整改措施，

实现“创文”全覆盖、全达

标；要进一步加强管理，注

意细节，不断提升城市文明

程度，提高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②5

凝聚合力推进“创文”

本报记者 于晓霞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就是奇迹。

德合养老，就是这样一个创造奇迹

的地方。一个卧床两年的高位截瘫病

人，在入住德合姜营医养中心两个月后，

又能站立行走了……8月 10日，记者走

进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德合姜营

医养中心，近距离接触在这里生活、工作

的老人和医护人员，探究“奇迹”发生的

缘由，解读德合养老的“幸福密码”。

卧床两年，医生曾断言
他终生站不起来

8月 10日，恰是德合姜营医养中心

开业满 3个月的日子。

见到“四集中”兜底保障老人段玉

先时，他正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康

复训练。看着推着助行器缓慢行走的

段玉先，记者不敢相信，仅仅 2个月前，

他还是一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高位

截瘫病人。

段玉先，今年 67岁，是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新店乡张苏庄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老伴王宁，患糖尿病、脑血栓多

年，长年需要他照料。2018 年 5 月，段

玉先在一次意外中颈椎骨折，导致高位

截瘫，从此卧床不起。瘦弱多病的老伴

不得不承担起照顾他的重担，为此不知

流了多少眼泪。“女儿嫁到了唐河，家中

只有我们俩，我又没有力气，想给他翻

个身都困难……”忆及当时的日子，王

宁苦不堪言。

当时治疗出院时，医生告诉段玉

先，如果他三个月后站不起来的话，就

终生站不起来。“吃饭老伴喂，大小便要

老伴清理，两年没下过床，更没洗过一

次澡。”两年的卧床生活，让段玉先对人

生充满了绝望，他做梦都不敢想，有一

天自己还能再站起来。

在德合养老，入住两月
后他能辅助行走了

今年 5月 10日，德合姜营医养中心

正式投入运营，并被确定为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四集中”兜底保障医养中心，

段玉先老两口成为首批入住的兜底保

障老人。

“当时护理人员到家中接我和老伴

时，我是咋也不愿意过来养老的。”段玉

先说，穷家难舍。尽管家徒四壁，他也

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还是在护理人员

的耐心劝说下，才勉强答应过来试住几

天。不承想，这一试，竟试出“奇迹”了。

入住德合养老后，护理人员对段玉

先进行精心护理的同时，康复医师针对

他的身体状况专门制定了一整套截瘫

康复综合训练计划，每天按时进行康复

训练。

有肌肉的轻微收缩—可在床上平

移—可以主动翻身—可以辅助站立坐

起—可在双杠内行走—可以独立站立

一分钟—可使用助行器行走……

经过康复训练，段玉先每天都在发

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短短两个月后，

他不但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了，更

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可以推着助行器

行走了。

“ 这 里 的 环 境 好 ，服 务 好 ，生 活

好……护理人员待我们比亲人还亲，还

有医生每天都给他做康复训练，效果非

常好。”看到段玉先又能站立行走了，老

伴王宁禁不住喜极而泣，“我们来到这

儿，真是掉进‘福窝’了。感谢政府，感

谢德合养老！”

医养零距离，打造入
住长者的第二个“家”

投资近 2000万元，高标准建设的德

合姜营医养中心是由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管委会与河南德合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合作共建，集康复医疗中心和养老

服务中心为一体的医养综合体。八楼

德合康复医疗中心，放射科、检验科、抢

救室、治疗室、康复理疗室、B超室……

一应俱全；九、十楼德合养老中心，住养

区、康复锻炼区、棋牌区、娱乐区、阅览

区……康复、医疗、养老照护楼上楼下，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医养零距离”。

记者采访了解到，德合姜营医养中

心运营三个月来，“奇迹”不只发生在段

玉先一人身上。

因患脑梗、老年痴呆而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的 85岁孤寡老人钱相成，如今已

能记起来很多事情，情绪稳定；因骨盆

骨折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 78岁孤

寡老人费成文，如今可以坐轮椅、轻度

站立……在德合养老，入住老人的幸福

指数和安全感大幅提升。

“专业照护、营养餐搭配、精神抚

慰、康复训练……德合姜营医养中心与

其他养老机构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将养

老服务与康复治疗密切结合起来，为老

年人营造了一个温馨、舒适、安全的晚

年生活环境，让老年人在享受品质养老

中乐而忘龄，乐而忘忧。”河南德合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尹达期待，德合养

老，能成为每一位入住长者心中的第二

个“家”。②5

〈〈〈 解读德合养老的“幸福密码”①
德合养老，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

入住老人们一起玩耍娱乐、唱红歌 本报记者 周 梦 摄

本报讯 （记者范 冰）

8月 10日，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景劲松带领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就张仲景健康

文化园规划建设土地资产

移交、房屋征迁等工作进

行现场办公。

景劲松到酒精厂旧厂

区等处，实地察看地形地

貌和征迁建设情况，并召

开现场办公会，详细了解

建 设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困 难

和问题，逐一分析研究，

现 场 交 办 明 责 。 景 劲 松

指出，要主动作为，细化

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加

强统筹调度，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确保如期完成

土地资产移交、房屋征迁

等 工 作 。 要 树 立 主 动 服

务意识，加大工作推进力

度，强化保障措施，加强

政策、资金、土地等要素

供给，统筹谋划，合理布

局，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高效落实，营造良好

环境，全力推进张仲景健

康文化园建设。②5

强化统筹加快建设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孙

义峰 郑 磊 通讯员丁胜举）

今年以来，宛城区自然资源局

以支持保障省、市、区重点项

目建设为主攻方向，坚守耕地

保护红线、强化要素支撑、保

障土地供应，为全区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资

源保障。

对省、市、区重点项目，宛城

区自然资源局前期主动对接、积

极服务，及时联系项目单位提供

相关报批资料，一次性告知所需

资料清单，主动沟通协调。同时

严格限定审查时间。把正常

规定用地报件内部审查时限

由原来的 10个工作日大幅压

缩为 3个工作日，对相关科室

的审查时间也作了精确细化，

最长时间为一天，最短时间为

半天。

2020年上半年全区共移

交 市 政 府 供 地 13 宗 ，面 积

815.898 亩，已组卷上报省政

府 待 批 土 地 6 宗 ，面 积

1346.8155 亩，保障了南阳市

第六完全学校、第十完全学

校、第十八完全学校和兰南高

速互通立交枢纽工程等省市

重点项目用地。②5

宛城区自然资源局

全力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上接01版）

与此同时，更大规模的就业帮扶在

南阳铺展开来。“千企帮千村”活动，建

成 580家扶贫车间，吸纳万余名贫困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科学设置公益性岗

位，安置贫困劳动力 7.4万人；擦亮唐河

保安、邓州护工、镇平玉工匠等劳务品

牌，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常年保持在 11
万人以上。

南阳大地，奏响了“小康路上不落

一人”的主旋律。

织网兜底解除后顾之忧
内乡县七里坪乡七潭村，67岁贫困

户王新成以前很久都不下山。面对 28
里山路拐的 20 道弯，老王经常自言自

语：“啥时候能经常下山看看，死了也瞑

目。”

如今，老王不说丧气话了。 2019
年，他搬进了山下的七潭幸福大院，逢

人就说：“每天有肉吃，这日子真美气！

真想像歌里唱的，再活 500年。”

王新成是南阳市“四集中”兜底

线的受益人之一。南阳把特困群体

兜底保障作为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的关键一招，投入 7 亿多元，聚焦

重度残疾人员、失能半失能人员等特

困群体，因人而异，灵活采取村级幸

福大院集中托管、乡镇敬养老机构集

中供养、社会福利机构集中托养、卫

生机构集中治疗康复“四集中”，从根

本上解决特困群体面临的生活难、自

理难、护理难、看病难等问题。目前，

该市已建成“四集中”机构 1233 家，

集中托管、托养、供养、康复治疗 4.01
万人。

除了“四集中”，南阳在织密健康扶

贫网、防止返贫风险上，又上了两道“保

险”。

“两户合一”托底板。全域化推进

实施贫困户、低保户“两户合一”工程，

将因学因灾返贫户、边缘户、新识别贫

困户等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同时大幅度

提高补助标准。

“两保工程”防风险。针对全市

60%以上贫困人口因病致贫问题，他们

联合保险公司探索“政康保”工程，实施

“医保救助”工程第四次报销，3年来补

助 288万人次 2.28亿元。目前，这个经

验已推向全国。

针对天灾人祸，南阳还探索实施

“政福保”工程，市财政每年投入 1000万
元作保险资金，针对突发事故造成贫困

群众的人身伤亡，在无赔偿义务人或赔

偿义务人不明的情形下，给付保险救助

金，目前已赔付 1677万元。

南阳市市长霍好胜说，全市 6.52万
农村贫困人口中，90%以上都是因病致

贫、因残致贫，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唯有织密织牢兜底保障网络，才能让贫

困群众没有后顾之忧，拔掉穷根奔小

康。

党建引领谱写奋斗之歌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于坚持党

的领导。

南阳市广大党员干部尽锐出战，把

初心和使命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

力。

内乡县文联驻大桥乡杨沟村第一

书记靳风月，带领干部群众打井、修路、

建设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等，让杨沟

实现了美丽蝶变；桐柏县埠江镇付楼村

党支部书记李健，带领群众发展香菇、

林 果 产 业 ，阔 步 走 在 乡 村 振 兴 大 路

上……他们用生命和汗水谱写出感天

动地的奋斗之歌。

严管硬碰硬，厚爱心贴心。为激

励扶贫干部积极担当、主动作为，南

阳实施“四访”联动、“三单”交办、“双

向”激励的督导机制，即建立市级领

导 随 机 暗 访 机 制、民 主 监 督 定 向 暗

访、扶贫部门定期暗访、监管力量专

项暗访，市委书记、市长带头，所有厅

级 领 导 全 员 上 阵 ，对 国 家 和 省 市 考

核、评估、督查发现问题，逐级定向下

发交办单，逐个核查，确保整改全面

彻底。

同时，在用人导向上，注重从脱贫

攻坚战中检验、识别、选拔干部，据统

计，近 3年从脱贫攻坚一线提拔 141名
副处级干部，树立了重实绩、重实干、重

基层的鲜明导向，极大鼓舞了士气。

南阳市副市长李鹏说，这一奖优罚

劣的举措，把扶贫干部锻造成为脱贫攻

坚主战场上的“尖刀排”，筑起了宛城大

地上脱贫攻坚的“钢铁长城”。

一个个有质感的数字，无声讲述着

南阳市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的显著成绩：

2014年，全市有 81.44万贫困人口，

1112个贫困村、7个贫困县。

2017年全市脱贫 39109户、122196
人，出列 25个村。

2018年全市脱贫 54919户、150602
人，出列 316个村，脱贫 3个县。

2019年全市脱贫 58232户、132746
人，出列 224个村，脱贫 4个县。

连年来，南阳平均每年减贫 10万人

以上。截至 2019年，实现了 78.65万贫

困人口脱贫、1100个贫困村出列、7个贫

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年底

的 6.63%，下降到 2019年年底的 0.63%。

行百里者半九十。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打赢这场硬

仗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

斗志，凭借“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胆识，

“不破楼兰誓不还”的信念，确保全面小

康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肩负新使命，迈向新征程。在 2.6
万平方公里的南阳大地上，南阳市委、

市政府带领 1100多万干部群众，朝着脱

贫攻坚的最后阵地，发起冲锋，不获全

胜，绝不收兵！②5
上图：内乡县马山口镇汪沟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小区——幸福社区 （资料

图片）

（原载2020年8月7日《河南日报》）

以以““有解思维有解思维””破解脱贫破解脱贫““方程式方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