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镜头下的“三农”

“内外兼修”提升乡村颜值

本报讯（杨自炎）近年来，商

城县金刚台镇依托山水资源优

势、旅游产业等良好外在基础作

支撑，同步提升“外在美”与“内

涵美”，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从“宜

居、宜业、宜商、宜游”向“乐居、

乐业、乐商、乐游”转变，让群众

“住上好房子、培育好产业、过上

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

气”，全力打造美丽乡村、文明城

镇建设升级版。

放大美丽乡村创建效应，让

干部群众明白美丽乡村建什么。

该镇树立“全域大公园”观念，体

现“现代骨、传统魂、自然衣”，规

划建设 “两线 、两区 ”旅游循环

线。“两线”：县城至猫耳峰景区、

西河景区旅游主干道及何黄线；

“两区”：杜畈社区、街区富康社

区，将连二塘森林公园、猫耳峰

景区、刘老湾民俗风情园、清凉

寺、宝灵坛、胡太庙、毛公山、丁

家岩等景点串联起来，并沿线点

缀美丽乡村示范点、 采摘园、体

验茶园等旅游小品，打造稻草店

旅游服务集聚区、毛公山旅游服

务区， 打造一批集聚发展型、集

中新建型、新村完善型、保留改

造型、乡村旅游型、古村保护型

等美丽村落。

放大美丽乡村产业效应，让

干部群众明白美丽乡村获得什

么。该镇以抓大户上规模、抓特

色建基地、抓服务建体系、抓龙

头促工贸、抓典型带全面为基本

路径， 招商规划建设河口采摘

园、四顾墩村有机稻、食用菌种

植基地、金刚台村牡丹园、杜鹃

花卉苗圃基地、王坳大孤山中药

材种植等现代农业园区， 启动

“幸福茶农”计划，建设环金刚台

茶园观光带， 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坚持巧借山水、盘活资源、经

营村庄、繁荣文化，深入推进中

国新农村体验示范工程建设，加

快构建以重点景区为龙头、骨干

景点为支撑，“农家乐”休闲旅游

业为基础的乡村休闲旅游业发

展格局，形成环境美化与经济发

展良性互动。

放大美丽乡村统筹效应，让

干部群众明白美丽乡村怎么

建。该镇规划农旅结合型、产村

相融型、文化保护型、农业观光

型等不同类型的美丽乡村风景

带 。整合资金资源 ，镇村统筹 ，

凝聚合力 ，协同推进 ，做到 “美

丽乡村建设的点定到哪里 ，项

目和服务就配套到哪里”。积极

探索 “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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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的美丽乡村建设

新机制，坚持党建引领，精准发

力 ，物人共建 ，全面发展 ，强化

“物的新农村”与“人的新农村”

齐步前进。

放大美丽乡村联动效应，让

干部群众明白美丽乡村怎么抓。

围绕 “钱从哪里来， 垃圾哪里

去 ，环境怎么保 ，习惯怎么养 ”

问题，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

步强化“主角”意识、大局意识，

当好引路人、 引导群众要当好

主力军、运动员。充分发挥党政

机关协调各方的优势和公共财

政的导向作用，让党委政府成为

推动者、监督员。

“三农”在线

紫水办事处抓机关作风提效能

本报讯（佳 佳）为转变机关作

风，提高工作效率，光山县紫水街道

办事处五措并举提升工作效能。

增强学习意识。 该办事处认真

建设“学习型”机关，突出领导带头、

突出调查研究、突出问题整改、突出

公开承诺，促进该办工作科学发展。

增强服务意识。 面对当前城乡

建设征地拆迁工作的新形势、 新要

求，坚决纠正作风粗暴、不干实事、

不求实效的思想和行为。 加快建立

和谐公正、廉洁高效、群众满意的服

务型机关。

增强效能意识。 建立和完善党

政干部联系村街制度， 完善部门协

作机制，推进阳光政务建设；积极推行

“一站式”服务，实现一岗多能，规范办

事流程； 充分发挥便民服务大厅的作

用， 简化行政审批程序， 全力打造服

务、和谐、高效的党政机关。

增强廉政意识。 从加强作风建

设入手，努力提高工作效能。加强纪

律督查，并做到定期通报，增强干部

职工遵纪守规意识；加强追究问责，

严明工作纪律。

增强创新意识。不断总结经验，

创新工作方式， 提高理论知识和实

践操作能力。 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

度，把机关管理水平、工作质量和服

务效率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

本报记者 周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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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责任 全力以赴抓精准扶贫

———光山县县委书记刘勇谈精准扶贫

记者近日从光山县扶贫开发

工作（扩大）会议上获悉，该县将按

照脱贫攻坚计划，到

2017

年全县贫

困人口实现整体脱贫。

谈起精准扶贫，该县县委书记

刘勇告诉记者， 光山县是贫困县、

老区县、苏区县，对于扶贫工作，各

级党委非常重视，所以，要抓好精

准扶贫工作，确保与全国全省人民

一道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一是要精

准策动，就是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

脱贫， 要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

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

见实效，要做到精准识别 ，精准规

划，精准帮扶，精准退出。二是要发

展驱动。要跳出扶贫抓扶贫 ，坚持

把发展经济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

治本之策，增强“造血”能力。三是

要项目拉动。特别是对省委办公厅

光山扶贫工作座谈会上提交的

24

个重点项目，相关部门要与上级部

门及时沟通，充分对接，确保项目

早日落地，早日开工建设 ，早日产

生效益， 早日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四是要产业带动。要建好产业集聚

区和商务中心区两个载体，加快发

展工业主导产业，稳步发展现代农

业，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五是要

城镇化促动。要有针对性地发展城

市产业，解决好农民进城就业的问

题，要搭建产权流转平台 ，解决好

农村资源变资本的问题，要大力推

进货币化安置，解决好农民进城的

资金制约问题，要以美丽乡村建设

为抓手，加快小城镇建设 。要合力

推动，行业部门送项目，社会力量

送爱心，职业培训送技术 ，转移劳

力送岗位，基础教育送希望 ，财政

金融送资金， 救助扶助送保障。构

建专项、行业、社会“三位一体”大

扶贫格局。

刘勇说：“我们之所以召开这

么大规模的会议 ， 就是进一步学

习、传达和贯彻中央和省 、市委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将党中央的

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全力以赴做

好全县的扶贫工作 ， 确保全县

57847

名贫困人口在

2017

年整体脱

贫。所以，抓精准扶贫，还要不忘历

史抓扶贫， 要满怀信心抓扶贫，要

强化责任抓扶贫。要建立以 ‘目标

任务逼压力、 时间倒排逼进度、平

时考核逼落实、 考核追究逼争先’

的倒逼机制，要对牵头领导 、乡镇

（街区）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和第一

书记约谈问责，要把扶贫工作实效

与评价干部、 使用干部结合起来，

善于在精准扶贫一线发现干部、使

用干部。只要上下一心 ，让党员干

部紧张起来、行动起来 ，带着责任

抓目标落实，我相信，我们的扶贫

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县委书记谈精准扶贫

“十件实事”件件落实

本报讯（记者 周海燕 通讯员

杨绪伟）记者在商城县采访时获

悉，去年，该县李集乡着力推动

年度“十件实事”落实，改善了基

础设施水平，得到了群众的普遍

好评。

李集乡一是全面完成农业

综合开发高标准粮田建设项目、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

建设高标准良田

5000

亩， 硬化

斗 、农渠

124.38

千米 ，整修万方

大塘

43

口，新建和改造电灌站

11

座，新修道路

16.2

千米 ，配套渠

系建筑物

200

座， 廊道植树

4000

株。 二是投入资金

9055

万元，正

式开工建设李集村等

14

个村土

地整治项目，完成后将整修道路

85.84

千米。三是投入资金

200

余

万元 ，高标准打造 “和美 ”丁大

庄、“德临”彭小庄、“善至”彭家

公馆等

3

个美丽乡村示范点，在

片区观摩评比中均取得第一名

的好成绩。四是全面启动余围孜

社区建设， 一期投资

4000

万元，

完成社区规划、 土地招拍挂、征

地及补偿发放等工作。五是全面

完成

2015

年度

132

户农村危房改

造任务，户均补助

8850

元。六是

完成

42

口万方大塘整修任务，硬

化村组道路

31.2

公里。七是扎实

开展平安村建设 “五个一 ”活

动，实现村部、学校和重要活动

场所视频监控全覆盖， 技防水

平全面提升。八是投入资金

510

余万元， 实施李集乡中学和四

所完全小学的学校教辅用房 、

场地硬化和附属设施建设等工

程， 全面推进了

18

所中小学标

准化建设。九是投入资金

150

万

元， 实施李集乡卫生院病房楼

建设，建设住院病房

44

间。十是

配合完成

220

千伏蓼商线输电工

程李集辖区建设工程；投入资金

100

余万元，完成

2

个村农网改造

任务及部分村低电压治理工作，

供电能力显著增强。

小水利书写大民生

光山县水利工程建设亮点纷呈

本报讯（记者 周海燕 通讯员

秀 霞） 一个县城的 “南水北调”工

程，让县城居民吃上了放心水。两年

来， 光山县泼河水库新水源日均生

产

10

万吨， 很好地满足了光山县城

的用水需求。 可偏远农村居民及乡

村师生的饮水安全， 再一次牵动了

县领导们的心。

据悉， 该县为解决

10

余万农村

居民饮水安全和

1.265

万农村学校

师生饮水安全问题， 实施五岳水厂

管网延伸工程、 喻岗水厂管网延伸

工程，涉及

9

个乡（镇、办）

51

个行政

村，

22

所学校， 总投资

5413

万元。目

前，工程完成总投资的

65%

，铺设管

网主管道

408.17

公里 ， 支线管道

164.12

公里。“这个工程实施完毕 ，

咱们农村居民也用上了自来水，完

全过上城里人的日子啦。”县水利部

门工作人员高兴地说。

目前， 该县已超额完成水利建

设各项工作任务， 完成各类水利建

设项目

3260

项， 其中改造大塘

1060

口， 整修渠道

306.66

公里， 打机井

306

多眼， 新建整修提灌站

85

座，恢

复改善灌溉面积

17.85

万亩，新增有

效灌溉面积

3.07

万亩， 新增旱涝保

收高标准农田

3.15

万亩， 新增节水

灌溉面积

4.31

万亩， 完成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面积

20.61

平方公里，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

34.97

平方公里，解决

群众和在校师生

85312

人饮水安全

问题。

基本水利建设蓬勃发展。 该县

已经开工各类水利建设项目达

2006

项，完成总投资

2.7

亿元。在建的陈

兴寨水闸工程除险加固、 小水库除

险加固、 杏山泵站升级三大主题工

程如火如荼。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该县

对全县

56

个水厂实行全面水质监

控， 定期提取水样送县防疫部门化

验，特殊节假日期间和主汛期提高水

样送检频率，全面监控水质，确保抽

检合格率为

98%

，让全县

20

多万农民

群众吃上安全卫生水。 与此同时，该

县给有取水许可证的

58

户取用水户

下达《限期安装计量装置通知书》，完

成了

5

个水资源取水口

8

块 “国控”表

的在线监测设备安装、测试工作。

“水是万物之源，小小水利牵扯

的是民生大计。 我们连续

11

年荣获

河南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红旗渠精

神杯竞赛奖，目前正朝着‘山青、水

秀、天蓝、草绿’的长远目标大步迈

进。”县水利部门负责人信心满满。

商城县

金刚台

商城县

李集乡

昨日， 笔者来到平桥区肖

店乡三台村蔬菜基地， 总能看

到一片繁忙的景象， 蔬菜种植

户们大都在为反季节蔬菜忙活

着，有搭建大棚的，有除草施肥

的，还有采摘装车的。蘑菇种植

大户的老魏家也忙得不亦乐

乎。

只要谈起蘑菇种植， 老魏

就会骄傲地说 ：“那可不是吹

牛， 肖店乡周边只要是种蘑菇

的，可都是我徒弟。”有人就会

说了， 如果老魏不把种菇技术

教给别人，自己独家种植，效益

岂不是更好？ 老魏从来不这么

想， 老魏认为自家搞垄断绝对

是目光短浅的表现。

老魏说 ：“上世纪

90

年代

初，因为咱这地方太偏僻，蘑菇

在咱这个地方可是个稀罕物，

能见到的都是树林子里的野蘑

菇，更别说靠种蘑菇为生了。当

时整个肖店乡就我老魏一个人

种蘑菇， 我可是从教别人怎么

吃蘑菇开始的。” 老魏接着说

道 ，“我一个人搞宣传太吃力

了，这宝贝可比小麦挣钱，我就

先拉着自家亲戚种， 甚至亲自

帮他们种。种的人多，吃的人就

多，我的生意自然越做越大。再

后来我总觉着把市场局限于肖

店集市也不行， 不仅要销往周

边乡镇， 而且要销往信阳市区

和周边县市，从那以后，只要肯

有人跟我学我就肯教， 争取做

成地域性规模种植。” 就这样，

一批又一批的农户跟着老魏学

种菇， 老魏的种植面积也逐年

增加，经验也就越来越丰富。

“还是

1994

年的时候，我刚

初中毕业， 寻思着不能只靠传

统种植水稻、小麦养活一家人，

想玩出个‘花样 ’，当听说一个

外地亲戚在搞蘑菇种植， 挺挣

钱的，就投奔过去了。从第一年

的

500

袋， 到第二年的

1000

袋，

再到现在行情好时的

2

万袋 。”

20

多年的种菇生涯， 让魏新从

小伙子变成了黝黑壮实中年汉

子， 也让他成为当地受人尊重

的种菇大户、致富能手。

老菇农的致富经

陈礼建 文

/

图

正在大棚整理蘑菇的老魏

村民们正在制作菌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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