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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吴河乡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纪实

初夏时节，记者驱车来到商城县吴河乡采
访，这个素以山水闻名的豫南山乡，处处展现
出新的面貌：一个个农业产业化项目正在紧锣
密鼓地实施，一座座洁净亮丽的农家小院错落
有致，一汩汩清泉通往农家，一条条宽阔平整
的疲乏路在乡村延伸，新农村建设项目如火如
荼……

历史上的吴河是有名的山区乡、库区乡，

同时也是贫穷、闭塞、落后的代名词。当记者踏
上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时，看到如今的吴河乡
正在快速变化：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生态农业
快速发展，农村改革亮点频现，群众满意度不
断提高。

谈起这些变化，该乡党委书记纪道宝娓娓
道来：“吴河乡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
要做的事情很多，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关键
是下定决心抓落实。今后乡党委、乡政府将带
领全乡干部群众以‘让桂花香醉商城’主题理
念为引领，以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为
统揽，立足山水生态，突出建设‘山水吴河、仁
智之乡’这一主题，培育特色经济，发展民营经
济，打造旅游经济，坚持开放带动，统筹城乡发
展，力争通过

3

年到
5

年的时间，将吴河打造成
农业示范区、特色产业区、生态友好区、产业承

接区和富民保障区， 努力实现生态、 实力、魅
力、和谐吴河的发展目标。”

集镇“五化”添魅力
在集镇建设上， 按照园林化集镇建设标

准，努力实现吴河集镇街区硬化、绿化、净化、

亮化、美化的“五化”管理目标。加大集镇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投资

260

万元，高标准
建成面积

3000

平方米的吴河桂花文化广场，成
为集镇居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投资

53

万元， 对
4

条主街道
2000

余棵行道树进行了更
换，新建两处面积

600

平方米的绿化小品，街区
绿化面积达

2

万平方米，集镇品位进一步提升；

投资
87

万元，对街区下水道、公厕及附属设施进
行升级改造，

5

座公厕全部实现水冲式、 无害化
处理；投资

33

万元，拆墙透绿，高标准完成了乡
政府、乡财政所等

5

个园林桂花单位建设任务。

“三项创建”添引力
坚持以创建生态园林示范乡、生态文明示

范村、示范村科技服务站等“三项创建”为契
机，推进全乡试验区建设向纵深发展。投入专
项资金

80

万元，重点打造陈洼、曾油坊、开觉寺
等
6

个县级生态示范村。绿化村组公路
18

公里，

新建村级文化广场
3

处，图书室
3

个，配置健身
器材

8

套，全乡
15

个村级卫生室投入规范运营；

投资
180

万元，新建占地
面积

1300

平方米的集中
供养式敬老院投入使
用； 乡财政拿出

30

万元
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
形式，新建

6

所科技服务

站，成为培育新型农民、传播现代农业科技知
识的主阵地。

“三位一体”添动力
紧紧抓住土地流转这个“牛鼻子”，在促进

土地“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机械化生产”

上下工夫，三位一体，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向
纵深发展。依法有序推进土地流转，截至目前，

新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3000

余份， 累计流转耕

地、林地、水域面积
8.4

万余亩。坚持“育龙头、

强品牌、带产业”的思路，走“合作社
+

基地
+

农
户”产业发展模式，在政策、项目、资金上向有
潜力、带动能力强的粮油、茶叶、山货、中药材、

畜禽水产养殖等行业倾斜。

2010

年， 成立专业
合作社

6

家，入社农户
890

户、

2800

人，带动农户
2900

余户，农户参与率达到
34.3%

。

“回归工程”添活力
近年来， 吴河乡党政一班人坚持用真情

去招商，真招商、招大商，外引活水，借助外力
促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全乡有

6

位成功人士
回乡参与试验区建设， 引入回归资金

600

万
元，建成马槽村新农村建设示范区。郭庙村成
功人士王心明一次性投资

1500

万元， 实施吴
河集镇新区建设， 已完成土方工程

2000

万立
方米，土地平整

30

万平方米，为试验区建设增
添了新的活力。

新 农 村 新闻部

负责人：孟磊
电话：18937686698 13903763839

邮箱：xyrbxnc@126.com

!!!!!!!!!!!!!!!"

!
!
!
!
!
!

"

!!!!!!!!!!!!!!!"

!
!
!
!
!
!

"

图为该乡陈洼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文化广场。 本报记者孟磊摄

定城办事处

做好农村“六大员”工作

本报讯（何静）为贯彻落实
市、县建立农村“六大员”制度试
点工作会议精神，近期，潢川县
定城办事处采取“三抓”措施，认
真做好农村“六大员”工作。

抓选聘。 该办事处严格按
照“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的程
序，认真做好农村“六大员”选
聘工作。对参聘人员的推荐、考
核程序做到公开公示，将“四议
两公开” 工作法贯穿运用到每
一个环节、步骤，随时接受党员
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监督。

4

个农
业村共选聘了

24

名责任心强、

懂经营、善管理的村民，担任农
业、文化、卫生等

6

大类技术员、

协管员， 协助村两委积极开展
工作。

抓培训。 该办事处结合实
际制订“六大员”培训方案，各
主管部门领导亲自对“六大员”

进行定期培训， 提高他们的农
村实用技术能力和服务群众的
本领， 同时利用农村现代远程
教育网络， 加强法律法规教育
和业务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

抓管理。该办事处把“六大
员” 纳入村干部管理范畴进行
集中管理，将“六大员”基本资
料登记造册，“六大员” 在村两
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当好村两
委的参谋。

五星办事处

高标准完成新农保扩面任务

本报讯（刘文强汤秀云）建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体系是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
盖，改善民生、为民办好事、实事的惠民工程，

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近年来，河
区五星办事处在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工作中，强化领导、广泛宣传、精心组织、周密
安排、健全机制、强力推进，高标准完成了新农
保扩面任务。

强化领导，组织工作到位。该办事处及时
成立领导小组，由力事处党工委一名副书记任
组长， 专职负责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设立了专门办公室，抽调得力工作人员
51

名成
立
6

个包村工作小组， 每个工作组由一名副科
级以上领导任组长，全程负责组织、领导、宣传

协调工作，形成全员参与、整体联动的工作格
局。各村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村两委成员、村
民小组长为领导小组成员。村党支部书记为第
一责任人，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年度目标，实行
量化考核， 确保新农保扩面工作扎实有序推
进。

营造氛围，扩面宣传工作到位。该办事处
一是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制作展板进行宣传，

共悬挂横幅
30

余幅、张贴标语
50

余条、制作展
板
18

块； 二是出动宣传车在辖区内巡回宣传，

将新农保的有关规定、政策制作成录音进行播
放；三是印发《河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试点政策》宣传单

2

万余份，把新农保政策宣传
得更细、更深、更透；四是通过报纸、电视、广

播、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共报送电视新闻
4

条，

刊登报纸新闻
5

篇，上报信息
16

期，全面介绍五
星办事处的具体做法、先进经验和典型，营造了
氛围，形成了群众踊跃参保的良好局面。

明确目标，工作服务到位。该办事处一是
开展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摸底工作，做好各项数
据的统计登记工作，做到底子清、数字准。二是
三级联动，责任到人。每个村由一名科级干部
负责， 每个村民小组由一名村干部具体负责，

在办理参保手续时， 办事处科级包片干部、村
包组干部、村民小组长全程跟踪，现场办结。三
是一步到位，一站式服务。在每个村设立缴费
服务窗口，配备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等办公
设备，实行照相、复印、填表、审核、缴费一站式

服务，减少办事环节，提高了办事效率。办事
处、村共投入资金

90

余万元，对参保群众每人
补贴

100

元，以补代奖。其中平西村出资为每位
参保群众补贴

100

元， 大拱桥村为每位参保群
众补贴

150

元，对拱桥、平西两村，乡政府分别
给予奖励，补贴

5

万元的办公经费。

强力推进，工作措施到位。该办事处制订
了奖惩办法，对参保率达到

90%

以上的村，分
等次给予奖励，对人均缴费标准达到

250

元以
上的村（不含乡补贴），按照人均缴费情况，分
等次给予奖励。明确规定起止时间，超过时限
取消奖励。对各村民小组长、包村干部、各村
干部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的给予

200

元奖励，

完不成任务的给予
200

元的经济处罚，坚决兑
现奖惩。为了做到进展快速，每天下午

5

时召
开包村干部、村居委会一把手、乡新农保领导
小组碰头会，总结成绩，查找不足，解决问题。

一天一汇总、一上报、一通报。

截至目前， 五星办事处共参保
9167

人，收
缴参保金

324

万余元，人均缴费
353

元，参保率
达到

100%

，实现了参保全覆盖、参保标准高的
工作目标。

双井办事处

提升特色产业发展水平

本报讯（李金娥）今年
以来，河区双井办事处
按照“六个放大提升”的
要求， 充分利用沿淮、沿
路、近郊的区位优势，通过
土地流转、合作组织、资产
确权等形式积极招商引
资，扩大蔬菜种植规模，提
高蔬菜种植档次， 全面提
升特色产业发展水平。

该办事处以五纪、冯
湾、何寨、阜阳

4

个村为蔬
菜产业发展重点， 在引导
蔬菜生产的同时， 大力促
进土地的集中化、 规模化
经营， 通过土地流转积极
引进蔬菜种植项目，今年，

计划在已有
8000

亩蔬菜种

植面积的基础上新增
2500

亩， 建成万亩无公害蔬菜
生产基地。

该办事处把技术培
训、 良种引进两种方式相
结合， 加强对蔬菜种植技
术的指导， 多次组织相关
人员到山东寿光、 湖北仙
桃等地学习先进技术，引
进各类高级人才

15

人，邀
请信阳师范学院、 信阳农
业高等专科学校及市、区
农业部门专家来该乡授
课， 举办各类培训班

6

期，

受益农民
3000

余人。同时，

进行科学的测土配方，加
大对优质品种的引进力
度，丰富了蔬菜品种。

卡房乡

切实做好帮扶工作

本报讯（张宗华何勇）

为保证缺劳力户家庭的农
业生产顺利进行， 近期，新
县卡房乡党委、乡政府多措
并举， 切实做好帮扶工作，

确保农民增收。

该乡一是继续开展每
周一“义务支农日”活动，组
织乡机关及乡直站所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到“

1+1

”帮
扶户家中，帮助解决农业生
产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积极
参加义务支农劳动。二是积
极协调乡内劳动力资源，掌

握各户的劳动力情况，为缺
劳力户和劳力空闲户牵线
搭桥， 协调劳动力资源，确
保不误农业生产时机。三是
实行农机资源共享，对稻田
耕作农机具进行统一登记
造册，规定统一的农机耕作
价格，实现农机资源共享。

截至目前，全乡干部职
工已开展义务劳动

220

多个
工日， 解决各种问题

59

个，

办好事、实事
32

件，为
60

多
农户协调了劳力、 农机具、

耕牛。

罗山县

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本报讯（梅鹤群张丽平
徐元信）近期，天气干旱少雨，

大风天气增多， 极易引发森林
火灾。针对当前的严峻形势，罗
山县高度重视，出台多种措施，

进行全民动员， 切实做好森林
防火工作。

该县及时召开各村护林防
火会议， 调整和健全了森林防
火组织机构， 配备专业队伍和
专用扑火工具， 完善森林火灾
应急预案，层层签订责任状，落
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和各项预防
扑救措施，做到有主管领导、有
分管领导、有责任人，确保不发
生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

该县充分利用广播、标语、

车辆等多种形式进行森林防火
宣传， 在各进山道路的醒目位

置张贴宣传标语。 严格遵守
24

小时值班及火灾报告制度，领
导坚持带头值班。 一旦发生森
林火灾应立即报告森林防火指
挥部， 积极组织扑救。 凡违反
《森林防火条例》和造成森林火
灾的，将依法严肃处理，追究有
关人员的责任。

该县结合实际， 制订了切
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以多种方
式做好森林防火隐患排查工
作，并积极做好痴、呆、聋、哑及
精神病人的登记工作， 落实监
护责任，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

进一步完善火源管理制度，强
化对痴、呆、聋、哑人员及精神
病人的监护管理， 实行责任到
人、到山头、到地段，严防死守，

防患于未然。

弦山办事处

土地规模流转势头强劲

本报讯（王宏吴正宇）

近年来， 光山县弦山办事处把
放大土地流转效应、 提升土地
经营水平作为试验区建设的突
破口，创新流转机制，汇聚攻坚
合力，土地流转规模明显扩大、

速度明显加快。

该办事处不断探索土地流
转的形式和办法， 规模集聚效
应日益显现。 先后培育出进万
家蔬菜专业合作社和创新农牧
专业合作社， 在此基础上成立
了弦山蔬菜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催生了万亩蔬菜基地。上官
岗村集中流转建设用地， 以土
地置换商铺， 建起了上官岗农
产品批发市场和聚龙国际家具
城，市场运营后，既可通过就业
安置增加村民工资性收入，又
可通过商铺出租增加村民资本
性收入，催生一大批“薪金、租
金”农民，走出了一条在推进工

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保持农村
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
路子。

该办事处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核心，继续在深化、完善、规
范、提升上狠下工夫，土地流转
规模势头强劲。 上官岗村抢抓
省级示范村建设机遇， 以土地
综合整治为契机， 采取依托大
商、入股合作等方式流转土地，

成立了全市首家开源土地股份
合作社，促使

8

个村民组实现整
村土地流转，流转面积

2500

亩，

上官岗综合产业园三里桥现代
农业示范园和乡村生态旅游园
应运而生。 先后吸引台湾鸿恩
农业科技公司建立了

200

亩的
蔬菜良种推广基地、 北京大学
未名集团凯拓公司建立了

300

亩的高分子鄂豫皖鲁试验站、

省农业厅建立了
800

亩优质种
苗培育基地。

固城乡

开展“瘦肉精”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孟磊）为
贯彻落实农业、 卫生等部门关
于严禁使用“瘦肉精”的相关文
件精神， 切实加强畜禽养殖场
(

户
)

“瘦肉精”监管工作，近日，

淮滨县固城乡开展了“瘦肉精”

专项整治。

该乡召开“瘦肉精”专项整
治工作会议， 成立了各村专项
整治领导小组， 制订专项整治
方案， 确定检疫站人员负责专
项工作， 并与相关部门成立联
合检查组对全乡生猪与畜产品
质量进行安全监管。

为确保工作落到实处，该

乡“瘦肉精”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派出所、卫生、工商等部门
进行联合检查， 重点对全乡的
养殖户和饲料经销点进行拉网
式排查。同时，与各养殖户和饲
料经销点签订责任承诺书，做
到按比例抽检， 从源头上制止
使用“瘦肉精”等违禁药物。

为形成良好的舆论范围，

该乡派出乡、村两级防疫员，包
村领导干部、 各村两委班子成
员对养殖大户、生猪经纪人、饲
料经销点， 进行检查并发放宣
传资料，设立举报电话，扩大监
督范围，确保不留死角。

我市小麦后田间管理的技术建议

今年以来，我市降雨较少，土壤墒情
较差，针对当前小麦苗情墒情和病害发生
特点，提出后期管理技术建议：

一喷综防、 抓好小麦病虫害综合防
治。防治小麦蚜虫、锈病、白粉病和赤霉病
等病虫害，要进行“一喷综防”，要及时用
杀虫剂

+

杀菌剂混合叶面肥喷施。

杀虫剂品种及浓度：

10%

吡虫啉（一
遍净）可湿性粉剂

2500

倍液或
50%

抗蚜威
可湿性粉剂

3500

倍至
4000

倍液。

杀菌剂品种及浓度：

20%

粉锈宁乳油
40

毫升
/

亩或
15%

可湿性粉剂
60

克至
80

克
/

亩。赤霉病的防治一般情况下用多菌灵或
甲基托布津防治效果较好。

及时排杂。及时清除田间杂草、野麦、

燕麦和杂麦，避免成熟落粒，增加第二年

田间杂株基数。

叶面喷肥、延长叶片功能期，促进灌
浆。对施肥量特别是氮肥施用量较小的麦
田要延长叶片功能期、 防早衰， 可喷施
0.5%

至
1%

尿素溶液。

清沟排渍。 在减轻干旱影响的同时，

要清好“四沟”，保证灌排畅通，雨驻田干，

预防久旱后的大雨、暴雨，防止小麦成熟
前渍害的发生。

及时收获。在小麦蜡熟期趁晴天抢时
收获，防烂场雨的发生。

潘新镇

以土地综合整治拉动试验区建设

本报讯（戴登奎）近年
来， 罗山县潘新镇以土地
综合整治为突破口， 以土
地流转为抓手， 放大土地
规模流转效应， 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该镇积极引导申林
公司在提高土地流转费
用标准、帮助土地流转村
组完善基础设施和反哺
流转农户等优惠条件上
做文章、下工夫，充分调
动薮北茶基地临近

4

个乡
镇

5

个行政村
3000

多户农
户流转土地的积极性，规
模流转山场，目前，申林
公司已累计流转山场荒
地

2.2

万亩。同时，该镇积
极争取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资金，对薮北茶基地开
展综合整治。

该镇依托万亩生态基
地， 联合当地

1030

户茶农

组建薮北茶专业合作社，

采取“合作社
+

公司
+

基
地”的运作方式，对茶叶生
产实行茶苗供给、 茶园管
理、 采摘加工、 市场销售
“四统一”， 提高茶农种茶
的积极性， 茶农户均增收
近万元。 帮扶申林公司牵
头成立薮北茶发展互助
社， 筹资

40

多万元为社员
发展薮北茶种植提供小额
贷款业务， 深受广大茶农
欢迎。

该镇计划用
3

年时间
将薮北茶生态示范园扩张
到
3.2

万亩，在园区中心建
万头生态养殖场， 套种油
茶， 实现立体生态种植养
殖， 在园区建成集茶叶生
产、生态旅游观光、茶艺表
演于一体的申林茶韵园，

引领茶产业发展， 加快试
验区建设步伐。

上石桥镇

扎实开展机械化育插秧工作

本报讯（柯建华）近日，商
城县上石桥镇全民动员、 全员
参与， 扎实开展机械化育插秧
工作。

该镇邀请县农业局、 县农
机局专家对全镇所有村干部、

土地流转大户、 种植大户和农
机合作社负责人进行集中培
训， 组织农业中心技术人员到
各村举办培训班

38

次， 培训群
众
1.9

万人。

该镇在适宜大面积机插的
杨寨、范围孜、李湖等

19

个村全
面推行机械化育插秧， 在适宜

部分机插的回龙、田元、李岗等
13

个村， 为农户免费提供软盘
育秧新技术，免费运输秧苗，激
发了农户参与机械化插秧的积
极性。

该镇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120

万元，对实际机插面积每亩补贴
20

元， 对购置插秧机的农户，除
中央、省级财政补贴外，每台累
计补贴

1000

元。新增狮子山村彩
虹粮油和范围孜村胡明武农机
两个

500

亩示范点， 通过典型示
范，有力推动了全镇机械化育插
秧进程。

□

本报记者孟磊

农 技 推 广

□

周国勤

日前， 由国土资源部发
起、国内多家媒体参与的“农
村土地整治万里行” 考察团
一行来到新县。近年来，该县
在土地整治过程中坚持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施工、精细化
管理的原则和取得的工作成
效获得国土资源部领导和媒
体朋友的一致认可。 图为新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扶廷胜
（右一）向考察团介绍该县土
地整治工作的经验。

冯康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