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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木、花卉、土鸡、土鸭……社旗县发展特色产业——

让群众搭上脱贫快车

本 报 讯（特 约 记 者
陈 新 通讯员赵 棣）7
月 8日，镇平县委政法委
驻石佛寺镇平地山村第一
书记丁强如往常一样，正
在走村入户为村民宣讲扶
贫政策，突然听到有人大
声喊叫呼救。原来，两名
村民因缺氧晕倒在红薯窖
内，情况十分危急。

来不及多想，丁强放
下工作，赶快拨打了急救电
话，并立刻组织驻村工作

队、村干部，带上绳子、电风
扇等救援工具，一路狂奔来
到现场。在村民的帮助下，
众人合力用绳子将晕倒的
村民从窖底拉了上来。丁
强招呼人群散开，打开电扇
通风，掐人中、心脏按压，一
番抢救，晕迷的两名村民慢
慢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
事后，村民们感激丁强，他
却谦虚地说：“情况紧急，谁
遇到了都会像我一样想尽
办法救人。”①2

村民晕倒红薯窖内
驻村书记带人营救

本 报 讯（通 讯 员 王
衡）内乡县创新年轻干部
培养选拔机制，开辟年轻
干部健康成长“快车道”，
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转型
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搭建历练平台。该
县从县直单位和乡镇选
派 88名表现优秀的同志
到贫困村任职第一支部
书记；选派28名年轻的科
级干部到项目建设、城市
建设一线工作，帮助解决
具体问题；从乡镇选派年
轻干部到县直单位跟班
学 习 业 务 ，培 养 梯 队 人

才。通过采取工作汇报、
谈心谈话、侧面了解等方
式，掌握年轻干部工作、
学习、生活情况。

畅通培优渠道。该县
各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开展“帮教带”活动，解决青
年干部成长中的“走弯路”
问题。注重年轻干部轮岗
培训，定期轮岗。构建县委
组织部和各单位共同考核
的联评机制，对年轻干部履
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建立
起基层一线干部培养链条，
确保年轻干部下得去、干得
好、有出路。①2

搭建历练平台培优
助年轻干部快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王炳
中）方城县券桥镇人大主
席团探索创新代表编组
形 式 ，人 大 代 表 深 入 基
层，有效开展工作，收到
良好效果。

按照驻镇县人大代表
和镇人大代表混合交叉的
方式进行编组，该镇将15
名县人大代表分别编入8
个代表小组，确保社情民
意和上级人大决策决议上
通下达速度快，无梗阻。
打破行政村和机关、镇直
单位界限，将全镇37个行
政村和镇机关、镇直单位
87名县、镇人大代表，按照
属地性质和工作关系编入
6个管理区，每个管理区为

一个代表小组，一个代表
小组成员包含6-7个村的
县、镇人大代表，这样不仅
使管理区、代表小组、代表
之家组成“三位一体”，而
且确保了代表活动在信访
稳定、环境保护、脱贫攻坚
等中心工作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按照行业系统，将
教育界人大代表单独编为
一个代表小组，发挥集合
整体效应和行业优势。今
年以来，教育系统人大代
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
秸秆禁烧工作中开展“小
手拉大手”活动，在脱贫攻
坚中落实教育扶贫政策，
在均衡教育发展中起到了
积极作用。①2

人大代表深入基层
社情民意畅通无阻

本报讯（特约记者申鸿皓
通讯员贾景）“这几天，来俺桃园
摘桃的人可多了。”近日，社旗县
太和镇闫店岗村的千亩桃园果
香四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的游
客络绎不绝，果农唐成海看在眼
里，喜在心头。唐成海说：“一部
分供游客采摘，一部分由村里成
立的福桃种植合作社统一收购后
销往外地，经济效益比以前种庄
稼强多哩。”

唐成海是闫店岗村的贫困
户，以前出去打零工，一年下来也
挣不了多少钱。如今，他种植的5
亩桃树陆续进入盛果期，再加上
今年雨水足、管理精，产量比往年
都要好，老唐一边接待摘桃的游
客，一边组织工人往地头的货车
上装桃，忙得不亦乐乎。“一亩地
能摘鲜桃2500公斤左右，按每公

斤 2元往外批发，能收入 25000
元，今年脱贫不成问题了。”

闫店岗村地处东大岗，由于
土质较硬，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
阻碍了群众脱贫致富的进程。早
几年，该村立足村情实际，开始发
展“桃经济”，并选育出了适合当
地栽植的仓方早生、玉田丰白、艳
红、油桃等7个品种，引领村里有
发展意愿的群众一起种桃致富，
种植规模发展到近1300亩。

为发展“桃经济”，壮大特色
产业，前年，村里通过县里实施
的千亿斤粮食项目，新打机井
130多眼，还争取资金修建 2.5
公里的柏油路，极大地改善了千
亩桃园的农业基础条件，为村民
脱贫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今
年 5月初，该镇党委、政府通过
互联网发布信息，积极为广大桃

农找销路。
无独有偶，与闫店岗村相邻

的宋庄村，采取的“苗木花卉+散
养土鸡鸭”的种养殖模式，带领贫
困群众踏着精准扶贫的步伐走上
了产业致富路。目前，在传统种
植的基础上，该村正在精心打造
集生态农业观光、餐饮休闲娱乐、
瓜果采摘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
基地，脱贫的路子越走越宽。

据介绍，下一步，该镇将引
导群众扩大种植规模，计划将闫
店岗、宋庄村、马埂村的白桃种
植规模扩大到 2500亩，并带动
白桃深加工产业发展，规划引进
建设以桃园为基地的果汁饮料
企业，打造太和白桃产业链，加
快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进程，
使之成为太和镇强镇富民的重
点支柱产业。①2

本报讯（特约记者廖 涛
任洪辉）南召县因地制宜，多元
化实施产业扶贫，为贫困户广辟
致富路。

针对有发展意愿而无启动
资金的贫困户，南召县在各乡镇
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由乡镇先期
借支给贫困户扶持发展产业项
目，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致富
项目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发放
到户增收项目资金 5000元，农
户再将前期借支资金归还给乡
镇。目前通过这种方式已发放
资金 2808万元，扶持贫困农户
发 展 到 户 增 收 项 目 5616个 。

同时，南召县围绕苗木花卉、柞
蚕、食用菌、中药材等特色产
业，依托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 社 ，建 设 各 类 产 业 基 地 43
个，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
入股分红等形式带动 1100余
户贫困户脱贫。

按照“县投资、乡所用、村使
用”的模式，南召县投资3000万
元，在重点贫困村、易地搬迁安
置点开建一批就业车间，让贫困
户足不出村在家门口就业，既能
照顾家人，又能务工挣钱，实现
两不误。就业车间建成后，必须
吸纳周边群众 20户、50人，其

中吸纳贫困家庭务工人员20人
以上，县里采取以奖代补形式给
予50万元补贴。目前南召县第
一批扶贫就业车间开建 67个，
已建成31个，其中12个就业车
间已吸纳贫困户进厂务工。南
召县城郊乡东庄村易地搬迁安
置点就业车间刚刚建成，就吸
引广东草根服装有限公司入
驻，缝纫机器已经安装完毕，采
取订单模式来料加工生产服装，
目前已招收、培训贫困家庭人员
20名，这些贫困家庭妇女将在
家门口上岗就业，预计月收入
2000元以上。①2

设发展基金 建就业车间

南召县产业扶贫广辟致富路

镇平县实施光伏扶贫，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利用村级
公共屋顶、荒山荒坡或废弃地，建光伏发电网，为贫困村摘帽和贫
困户脱贫输入新动能。图为镇平县高丘镇史岗村易地搬迁贫困
户光伏发电建设全貌。①2 特约记者 傅俊珂 刘理政 摄

光伏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