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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姚广义李浩

一片深情献沃土

———记省科技厅驻光山县周湾村
第一书记陶曼帮扶二三事

6

月底的一天， 连续几天阵雨之后，

光山县罗陈乡周湾村， 不论是山上的油
茶，还是农田里的秧苗，处处是满眼的绿
色，处处充满着生机和希望。 看着一个个
正在实施的种养项目，该村党支部书记周
谋全和几位村民边说边笑：“这几个项目
实施后，年底俺们村都脱了贫，明年过半
群众会致富。 ”

“这都要感谢省科技厅驻周湾村第一
书记陶曼！ ”周谋全和几位村民跟记者
谈脱贫工作时异口同声地说。

项目帮扶富民心
“驻村帮扶，原来想得很简单，认识几

个企业老板说全力支持， 引进个企业不就
让一个村的群众脱贫致富了。”一直在大城
市里生活的陶曼，性格非常开朗，直言不
讳地介绍驻村前后的思路、工作情况。

2015

年
9

月份， 陶曼带着秸秆加
工项目满怀信心地来到周湾村，跟村干部
和村民说建秸秆加工项目，变废为宝，帮
村民致富，大家听后也颇有兴趣。 企业老
板来村论证一番后，项目还没上马就宣布
“流产”了。“信阳雨水多，不好收，不好运，

不好藏，项目水土不服。 ”陶曼说，“帮
扶也要从实际出发啊。 ”

“要沉下去，一家一户地去看，一家一
户地去谈，懂了群众的想法，明白了田坎
上的‘哲学’，思路就出来了。 ”陶曼笑
着说。

周湾村家家种植水稻， 全村
2000

多
人，人均

0.9

亩水田。 可这里种植的水稻
产量不高，收入不高，种植技术很低，还是
传统的人工插秧。

了解这些情况后， 陶曼又多方打
听，请教地方农学专家，决定先从改良水
稻种植品种开始。

今年
3

月
30

日， 陶曼邀请信阳市
农科院宋世枝研究员为村民讲解“籼改
粳”和抛秧技术的好处。与籼稻相比，粳稻
产量高，品质优，而且具有很好的避灾抗
灾效果。

这是增加群众收入的一条很好途
径，然而到实施时，这些种庄稼的“老把
式” 们却心存顾虑。 习惯了籼稻的种植
模式，很多群众不敢冒风险。

4

月
18

日、

5

月
10

日，陶曼又先后两次邀请宋世枝
到周湾村进行现场教学和讲解， 还购进
了足够该村用的粳稻种子和配套的无污
染化肥农药， 最终打消了一大部分群众
的顾虑。 目前，周湾村“籼改粳”水稻种植
发展到

1600

多亩， 达到
97%

， 覆盖
120

户贫困户，每亩能增收
500

斤，户均增收
上千元。

传统的人工插秧，不仅弓腰低头人劳
累，而且效率非常低，一个劳力一天也只
能插亩把田。 “像这样咋能脱贫致富？ ”陶
曼琢磨，要改变这一传统做法。 这里是
丘陵，田块都不大，又不适合机械耕作。

经调查了解， 陶曼要向群众传授推广
抛秧技术。“抛秧省时省力，（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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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伏瞻在信阳调研时指出

认真贯彻落实脱贫攻坚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朱殿勇）

7

月
4

日至
5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谢伏瞻到信阳检查防汛救灾情况、

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指导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

调研期间，谢伏瞻强调，要立足防大
汛、抢大险，认真落实防汛责任制，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把脱贫攻坚
作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精准施策、扎
实推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认识到
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 进一步增强做
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统筹兼
顾、多措并举，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连日来，豫南地区普降中到大雨，信
阳多地出现严重灾情。 谢伏瞻十分关心
防汛救灾情况，

4

日下午， 谢伏瞻一行来
到位于淮河干流上游的出山店水库建设
现场， 仔细察看出山店水库工程示意图
和信阳市防洪工程图， 详细了解工程建
设进展和防汛工作情况。 他指出，淮河流
域是我省防汛工作的重点， 要充分预估
汛情对工程建设可能带来的影响， 认真
做好防汛工作， 确保工程参建人员和财
产安全，确保已建工程安全。

在现场听取信阳市防汛救灾工作情
况汇报后，他指出，当前全省已经进入汛
期，预计近期可能还有强降雨过程，要保
持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预案，及时疏散受
灾严重地区居民，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安
置好受灾群众的生活， 保证他们吃住无
忧；详细制定农作物受灾的补救措施，及
时补种秋粮作物，使农民收入有保证；防
止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提前
勘测排查、着力消除隐患。 电力、通信、交

通等部门要各司其职， 切实保障受灾地
区电力供应、联络通畅、道路通达。

河区董家河镇楼房村是山洪灾害
重点防治村， 谢伏瞻首先察看了村里的
山洪灾害防御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 随
后他走进村委会，随机抽查贫困户档案，

向河区粮食局干部、 驻村第一书记王
宏信询问贫困户家庭情况、致贫原因、帮
扶举措等。 谢伏瞻说， 作为驻村第一书
记，要掌握每一户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

对没有劳动能力和重病残疾的贫困户要
实施兜底扶贫，做到“两不愁三保障”。 要
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 依托驻村帮扶单
位支持，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推
进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5

日上午， 谢伏瞻一行沿着山路，来
到光山县文殊乡诚信实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生态茶叶种植基地， 走进茶园察看
油茶长势，了解产业帮扶情况，叮嘱企业
负责人要找到产业发展和扶贫的结合
点，争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覆盖带动更
多贫困户脱贫。

随后，谢伏瞻来到文殊乡方洼村，走
进贫困户陈秀梅、 上官林秀家中看望慰
问， 了解他们的生活起居和家庭收入情
况。 在陈秀梅家中，得知两个孩子都在上
小学， 谢伏瞻关切地询问孩子的学习情
况， 鼓励他们要有信心有恒心， 勤奋学
习，不断进步。 他还叮嘱家长，孩子是家
庭的希望，要让他们吃得有营养、健康成
长、早日成才。

谢伏瞻还叮嘱帮扶干部， 动员对口
帮扶单位的党员干部， 带着爱心到贫困
户家有针对性地开展义务劳动， 帮助他

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谢伏瞻还看
望慰问了中央办公厅驻光山县帮扶干
部。

在方洼村村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

谢伏瞻与信阳市和光山县、 新县、 商城
县、 淮滨县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驻村帮
扶干部面对面交流， 听取大家对脱贫工
作的意见建议，了解工作中的困难问题。

谢伏瞻说，信阳是革命老区，也是大别山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多，脱贫攻
坚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今天与大家座谈
交流，既是了解情况、研究工作，也是交
心谈话、统一思想。

谢伏瞻强调， 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全部脱贫， 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
和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是必须完成
的政治任务，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职责所
在。 要提高思想认识，把脱贫攻坚当成头
等大事，提振精神，心无旁骛，认真做好
各项工作。 要真抓实做，结合本地实际，

抓好中央和省里关于脱贫攻坚各项决策
部署的贯彻落实， 切实提高脱贫工作的
精准度和有效性。 要统筹兼顾，把脱贫攻
坚和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反腐倡廉
等各项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推进、同
督查，全面推进各项工作。 脱贫攻坚根本
上还要依靠发展，信阳工业基础薄弱，要
以工业化、 城镇化为引领， 通过招商引
资、 发展民营经济， 进一步增强经济实
力，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谢伏瞻还考察了河区金牛物流产
业集聚区、平桥区公共实训基地。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李文慧参加
调研。

一 切 为 民 的 情 怀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许光先进事迹系列报道之三

在新县，听人唱起“许光之歌”，或听
人讲起许光的故事， 似乎是十分平常的
事儿。 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地刻进了
老百姓的心里

,

成为大别山一座永恒的
丰碑。

为什么许光的形象像漫山遍野的杜
鹃花那样，牢牢扎根在百姓心中？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每一个好干部
工作过的地方，都有过追问。 答案，也极
其相似，那就是：“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
之。”当年意气风发的共和国舰艇长放弃
似锦前程，替父行孝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奶奶去世后，三次拒绝走出大山的许光，

从此更是将自己的一生与家乡的父老血
脉相连。

他深入乡村排忧解难
,

他用一双长
满老茧的手为老乡耕种插秧， 他流着眼
泪走出穷苦人家的院落。暴风骤雨的夜，

又是他挺在了抗洪抢险的第一线……

削平人生的巨大落差，摘掉“高干子
弟”帽子的许光，很快与百姓打成一片。

每年下乡支农， 许光常常一走就是一个
多月，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作。卷起裤腿
插秧， 老乡们都惊讶于这位朴实的“农
人”竟是将门之后。田间地头的实地调研
中，嘘寒问暖的深切关怀中，许光深知民
间疾苦。 有一次县里一些干部为推广两
季水稻，不切实际地要把作为肥料、长势

正旺的紫云英
铲除。 得知此
事， 许光主动
站出来担责：

“我们没有及
时了解情况，

工作没做到位， 以后保证不会出现这种
情况。 ”

和许光一起共事的人都清楚他的脾
气，“嘴馋就不要跟我一起下去了”。计划
经济时代物资奇缺， 但淳朴的乡亲为了
表示对驻队干部的感激之情， 经常会想
方设法在他们的餐桌上多加几个菜，有
时是鸡蛋，有时是豆腐。 许光清楚，这些
鸡蛋和豆腐都是一顿顿从百姓嘴里省下
来的，他怎能吃得下去？后来，每次下乡，

他都会让同行的驻队干部谎称自己是回
民，告诉老百姓回民有“三不”：不饮酒、

不吸烟、不吃荤，甚至豆腐都不能吃。

在妻子杨定春的记忆里， 许光从来
把单位和百姓的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从不为家人亲友“开绿灯”的许光，却总
是想方设法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一次，有
个外地人到新县买化肥， 找到素不相识
的许光。 许光满口应允，来回奔波，亲自
为他协调了此事。对方出于感激之情，买
了些时令水果作为答谢， 但倔强的许光

怎么也不肯收下：“帮忙买化肥是为了不
耽误生产，收了水果就是不正之风！ ”

念群众疾苦， 谋群众利益。 为民情
怀，一言以蔽之，就是怀着真情干实事。

在大女儿许道江的记忆里， 许光从未向
位居高位的父亲要过照顾、谋过私利，却
对事关家乡建设、 百姓利益的事儿特别
上心。许世友将军也从来不认为儿子“多
事”，每次都认真对待。 为了尽早解决新
县的“通电”和“通话”难题，许光不惜四
处奔波，多次到地区和省里反映情况，协
调解决。 当老区人民听到来自外界的声
音时， 当明亮的灯光照亮老区人民的新
生活时，许光又默默地挽起裤管，奔向下
一户农家。

退休后， 许光仍然十分关注家乡发
展。 在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全国人大代表熊维政的印象里，一身
军便装、一双解放球鞋、手里总是掂着一
把旧雨伞的许光经常从公司门口经过，或
在院墙边停下来歇歇脚，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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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时秀敏黄宁

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聚 焦“第 一 书 记 ”

信阳市委组织部信阳日报社联办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乔新江会见国开行河南省分行行长傅小东一行
本报讯（记者程成）

7

月
6

日上午，

市委书记乔新江在市行政中心会见了国
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傅小东一
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合作，共谋发展进
行了交流。

乔新江首先代表市委、 市政府对国
开行长期以来对信阳经济社会发展，尤
其是在重点项目建设、扶贫开发、基础设

施建设、城镇化等方面给予的支持表示感
谢。他说，信阳生态环境良好，文化底蕴深
厚，区位优势明显，人力资源丰富，蕴含很
大的发展潜力。信阳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
构的支持，特别是信阳脱贫攻坚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希望国开行河南省分行进一
步发挥金融优势，加大支持力度，为信阳
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同时帮助信阳开拓

金融新思路， 积极运用好相关金融政策，

取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市委、市政
府将进一步优化环境、创造条件，努力实
现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傅小东表示， 国家开发银行与信阳
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 当前正处在脱贫
攻坚的关键时期， 国开行将以脱贫攻坚
为抓手和切入点，围绕信阳市委、市政府

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 发挥国开行的优
势，在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用好用足国家政策， 全力支持
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和信阳脱贫攻
坚工作， 为信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国开
行应有的贡献。

市政协主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冯鸣，副市长张武捷参加会谈。

7

月
5

日，省委书记谢伏瞻
(

前排中）在市委书记乔新江（前排右二）等的陪同下到位于河区的河南省鄂豫
皖一日达电商物流园视察。该园业务覆盖

3

省，日发送包裹上万件，提供一站式物流服务的有芳草集、七匹狼等
30

多家电子商务企业，成为“中国第四大快递园”。 本报记者郝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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