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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上：让更多的人致富才算有本事

“啾啾啾啾啾……都来吃食
喽。”

8

月
8

日下午， 记者走到平桥
区邢集镇罗楼村宋庄村民组贫困
户李桂琴的门前时， 她正在铁栅
栏围成的鸡圈里呼唤小鸡。 一声
唿哨， 上百只黑色的小鸡飞奔而
至她的脚下，黑压压一片，煞是壮
观！这群黑色的鸡仔，有一个响亮
的名字———贵妃鸡， 它们身上承
载着李桂琴增加收入的梦想，所
以无论在名字上还是在用途上，

都显得格外珍贵。

李桂琴的遭遇令人同情。三
年前，李桂琴的丈夫和儿子在一
次车祸中离世， 留下她和带着

3

个年幼孩子的儿媳。 顶梁柱折
断，这个家面临着崩塌。为了养
家，李桂琴的儿媳妇外出务工挣
钱， 而李桂琴则在家里带娃，任
何事情都做不成，一分钱也挣不
来。“儿媳妇一个人挣钱养活我
们奶孙四个，日子过得要多难有
多难， 一点希望都没。” 李桂琴
说。就在李桂琴即将被生活的重
担压垮时，一个人的出现给她带
来了希望。这个人叫丁上，信阳
市平桥区稳发养殖专业合作社
的理事长。丁上响应党委政府关
于“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号

召，将李桂琴拉入了养殖贵妃鸡
的行列。

“一人富裕不算富，能让更多
人富起来才算有本事。” 丁上告
诉记者，“我也困难过，理解生活
的艰辛，所以我一直在琢磨着帮
助有困难的乡亲摆脱贫困。”自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平桥区
邢集镇推出了产业脱贫的政策，

通过项目倾斜和政策引导，主动
与合作社联系，帮助贫困户发展
特色产业，有效促使贫困户增收
脱贫。这一政策恰恰与丁上的意
愿相吻合，于是他主动向贫困户
伸出了养殖贵妃鸡的橄榄枝。在
丁上免费提供鸡苗，免费提供饲
料， 免费提供防疫的条件下，首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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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贫困户加入了养殖贵妃
鸡的行列，而李桂琴就是其中之
一。李桂琴一次性从丁上的合作
社领回了

500

只贵妃鸡， 鸡苗成
活率为

99%

， 按照每只鸡养殖
5

个月获利
10

元或养殖
10

个月获
利

20

元来算， 李桂琴今年能挣
5000

元至
10000

元。 李桂琴说：

“从没想过在家里照看孙子也能
挣到钱，明年我还养贵妃鸡，它能
给我带来收入， 能让我替儿媳妇
分忧。”

比起李桂琴， 贫困户刘元明
的梦想更大， 虽然他今年只领了

100

只贵妃鸡“练手”，但是他告诉
记者， 他用弟弟废弃的养猪场来
扩大养鸡规模， 决定在脱贫的路
上大展身手。“都说鸡窝里能飞出
金凤凰， 而我则相信在党委政府

的关怀下，在丁老板的帮助下，养
殖贵妃鸡能够让我家早日脱贫。”

刘元明信心满怀地说。

看着养殖户如此乐观， 丁上
的信心更加坚定：“到

2018

年，我

们争取吸纳
100

户农户养殖贵妃
鸡，解决闲散劳动力

2000

人，每人
每年收入提高

5000

元以上， 让更
多的贫困户早日通过产业帮扶摘
掉贫困的帽子。”

养

羊

户

的

脱

贫

梦

东汉语言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美”

作了如此解释：“羊大则美”。可通俗理解为家里养的
羊大而肥，则家里的需求就会更容易满足，生活也就
会更美好。古今之人心意相通，如今对羊寄予厚望的
依然大有人在。 平桥区兰店街道办事处兰桥村的

30

户贫困户就是如此， 他们将脱贫的梦想寄托在一群
羊的身上。

“我的爱人得过大病， 手术后劳动能力基本丧
失，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家里的负担都压在我一个人
身上，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昨日上午，记者在平桥
区兰店街道办事处兰桥村南黄组采访时， 村民黄立
全说，“自从有了这群羊，让我家里困难得到了缓解，

我爱人虽然不能干重活，但放放羊还是可以的，家里
的经济来源以后再也不是来自我一个人了。”

黄立全所说的羊是小尾寒羊， 而这群羊是兰店
街道办事处和宏润家庭农场送来的， 是当地党委政
府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实施的科技扶贫措施。“自扶贫
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们通过精准识别，对辖区的贫
困户进行了摸底排查后， 针对每个贫困户的实际情

况， 积极采取精准扶贫措施。” 兰店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告诉记者，“‘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认为，要让贫困户彻底脱贫，就必须让他们
自己积极参与进来，通过政府、社会的帮扶和他们勤劳的双手摘掉贫困
帽子。我们与辖区内的企业、农场联合对贫困户进行产业帮扶，兰桥村
的
30

户贫困户养羊就是我们采取产业帮扶的一个点。”

“我养羊已经多年了，有技术也有销路，更重要的是我也是从这片
土地上走出来的，我爱家乡的一切。当党委政府号召我对乡亲们进行产
业帮扶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宏润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徐具良告诉
记者，“党委政府出资免费给贫困户提供羊， 而我则无偿给他们传授养
殖技术和防疫知识，并对他们的羊进行回收集中销售。”于是，今年年
初， 兰桥村的

30

户贫困户从徐具良的农场里免费领回了小尾寒羊和波
尔山羊，有的领了

4

只，有的领了
10

只，他们把脱贫的梦想寄托在这些小
羊羔的身上。“我们老两口年纪不小了，身体也不好，所以这次只领了

4

只羊羔，从目前看，养羊还是很划算的，成本低，散养也不用太费神，如
果今年行情好，我明年肯定会多养。”村民陈家亮说。

三河尖镇

做大做强柳编产业

本报讯（张凌云李红丽毛得燕）

日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固始柳编
行进团前往固始县三河尖镇进行
柳编文化探访。谈起柳编的前生后
世，康镇长如数家珍，“柳编是我们
县的一种传统手工艺作品。 目前，

全镇共有柳编企业
76

家，年生产柳
制工艺品

500

万套（件），实现销售
收入

4.5

亿元， 其中自营出口
4

亿
元，

60％

的当地百姓是通过柳编产
业脱贫致富的。”

固始县柳编制品以其色泽洁
白、造型新颖、款式大方、风格独
特、 自成一体而深受消费者和客
商的青睐。 固始柳编先后荣获经
贸部、农牧渔业部“出口创汇名优
产品”金杯奖，三河尖镇的柳编获
得河南省“乡镇企业名优产品”金
杯奖。

在三河尖镇中国柳编文化艺
术馆，姚馆长带领笔者参观了这个
全国仅有的一座乡级镇宝柳编大
殿。艺术馆分为上下两层，一楼为
样品展示区，共展出柳、木、藤、草
及混编等五大系列

1500

多种柳编
样品，涵盖了目前国内所有最新柳
编花色品种，真可谓琳琅满目，应
接不暇， 产品奢华高端， 色泽靓
丽，清新自然，质朴实用，沉淀了
柳编产业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二
楼是综合服务区，为商贸洽谈、产
业开发等商贸活动提供全方位服
务。据姚馆长介绍，如今的艺术馆
已成为“中国柳编之乡”产品推介
和形象展示窗口， 不但推动了柳
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而且当地群
众更是通过发展柳编产业逐渐奔
向小康。

□

本报记者周海燕张方志文
/

图

连岗村：脱贫致富两手抓

本报讯（记者唐车通讯员
涂雅）

8

月
6

日， 记者在潢川县
仁和镇连岗村采访时，村民夏
国清拉着记者到他家坐坐，他
满脸喜悦地告诉记者， “要不
是党的好政策，我做梦也没想
到今生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是党帮助我摘掉了贫困帽
子。”如今，在连岗村像老夏这
样的贫困户不仅住上了新房
子，而且在

235

户
943

人贫困人
口中，有

144

户
585

人摘掉了贫
困帽子。

连岗村距离县城
30

公里，

属于丘陵地区，长期以来，由于
交通基础设施差， 农资难运进
来，绿色农产品也很难运出去，

基本上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为改善当地群众的生产
生活条件，村“两委”紧紧围绕
精准扶贫工作， 认真落实脱贫
攻坚扶持政策，结合实际，决定
以申报实施异地搬迁扶贫项目
为基础，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要致富先修路，村“两委”上跑
“项目”，下做群众工作，通过努
力，从新农村规划中“跑”来了
380

万元资金，修通了卡住村经

济发展“脖子”的路。为了解决
贫困户居住分散问题， 在县镇
两级党委的支持下， 该村将扶
贫开发与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
合起来，坚持一手抓脱贫，一手
抓致富。 经过几年的努力，终
于建成了

300

套住房。 村“两
委”结合村级经济实际，按照
扶贫搬迁政策， 采取搬迁项目
资金每人解决

6000

元， 从危房
改造资金中解决

10000

元，从贫
困户老宅基地退出中解决
21000

元等措施，帮助贫困户尽
快搬进新房。

茶园主要病虫害防治措施

根据全市各测报点上报的茶
树病虫调查情况来看，茶小绿叶蝉
是当前茶园重点关注的害虫，此外
还有少量的茶尺蠖、茶毛虫、茶棍
蓟马。

茶小绿叶蝉：今年茶小绿叶蝉
越冬残留虫口数偏低，加上雨水偏
多， 大多数茶园田间虫口数极低，

据平桥观测点调查，

6

月
30

日为
1.1

头
/

百叶，

7

月
12

日为
4.2

头
/

百叶，属
轻度发生年份， 但有少量茶园，特
别是春茶后不修剪或修剪早的茶
园，茶小绿叶蝉发生较重。据潢川
观测点调查，

6

月
24

日为
58.1

头
/

百
叶，

6

月
30

日攀升到
81.6

头
/

百叶，茶
小绿叶蝉猖狂发生， 茶园害状明
显， 但随着

7

月上旬的长期降雨，

7

月
13

日降低至
7.13

头
/

百叶， 虽然
7

月
14

日剧增到
13.4

头
/

百叶， 但是
7

月
19

日的特大暴雨抑制了该虫虫
口密度， 加上近期信阳天气进入

“烧烤”模式，也抑制了该虫发生，

因此近期茶园茶小绿叶蝉不会大
发生， 特别是不采夏秋茶的茶园，

不需关注该虫的发生，但要采夏秋
茶的茶园，

8

月上旬还需关注该虫
动态。 药剂可选溴虫腈

30

毫升
/

亩，或唑虫酰胺
30

毫升
/

亩，或吡虫
啉

12

克
/

亩， 或联苯聚酯
25

毫升
/

亩。 近期田间绝大多数都是若虫，

不宜用黄板进行物理防治。

茶棍蓟马：该虫由次要害虫上
升为主要害虫， 发生面积越来越
广，常与茶小绿蝉共同发，加重茶
园为害度，但该虫受强降雨影响极
大，目前，田间虫口密度不大，不需
防治。

茶尺蠖： 今年茶尺蠖发生量
小，危害轻微，近期不用关注。

情系家乡热土 共谋桑梓繁荣

———记光山县返乡创业青年甘平安

他在南方大都市有一个成熟
的公司

,

每年轻轻松松都能收入上

百万元，但为了响应家乡的号召，

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乡。这
个人就是光山县文殊乡的甘平
安。甘平安不甘于平凡，更对家乡

充满了情感。

10

年前，甘平安在广州市创办
了东再服饰有限公司， 积累了丰
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 同时也

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2008

年春节
前夕，光山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
各乡镇主要领导赴广东招商引
资。 本来就对家乡充满无限情感
的甘平安， 看到家乡领导为家乡
发展奔波的情景，决定响应号召，

返乡创业。

2008

年
9

月， 甘平安成立了光
山县金合欢林茶专业合作社。合
作社以农民为主体，本着“民办、

民管、民享”的原则，健全了合作
社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8

年来，

在县委、县政府、乡党委政府及
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合作社得到
了长足发展，地域覆盖文殊乡杜
槐村等

6

个行政村（其中
3

个贫困
村）

78

个村民组， 总面积
6500

亩，

总资产
7600

万元。

2014

年
12

月，金
合欢林茶专业合作社被省林业厅
确认为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

今年年初，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栗战书到光山县文殊乡调研时，看
到了当地两岗一冲的地形地貌时
说：“房前屋后一亩茶，一塘肥鱼一

群鸭。”对光山麻鸭养殖给予了充
分肯定， 这勾起了甘平安养殖麻
鸭的欲望。说干就干，甘平安立即
将养殖麻鸭搬上合作社发展的日
程。如今，甘平安养殖的麻鸭数量
已经达到

5

万只，土鸡的养殖规模
也初步达到

2

万只。目前，甘平安
正在筹划豫南黑猪的养殖事业。

“到
2018

年，合作社养殖的麻鸭要
达到

10

万只，豫南黑猪
3000

头，散
养土鸡

6

万只，山羊
2000

只。”甘平
安介绍说。

做事不忘乡亲，甘平安在打理
自家合作社的同时，在吸纳就业人
员上优先考虑贫困户，在养殖上为
农户提供鸭苗和技术。如今，合作
社有常年务工人员

100

余人， 最高
峰时能吸纳

400

余人务工。 在他的
带动下，

4200

户加入到养殖麻鸭的
行列。

“让梦想飞翔， 让激情绽放，

让智慧发光，让现实遂愿。我会
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合作社上，争
取早日做大做强，并带领乡亲们
走上致富道路。” 甘平安豪气满
怀地说。

□

本报记者周海燕张方志

李集乡：家庭农场助力精准脱贫

本报讯（梅阳）为加快脱
贫攻坚步伐，日前，商城县李集
乡春波农场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行动，多措并举，在帮助贫困
户增加收入的基础上， 全力为
残疾人解决就业问题， 受到当
地广大群众的赞誉。

春波农场是一个以种植养
殖为主的家庭农场，自脱贫攻

坚工作开展以来，积极帮助乡
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为了帮
助贫困户早日脱贫，该农场一
是以劳代补，安排贫困人员和
残疾人在农场上班，按月领取
工资。在农场做零工的贫困人
员和残疾人，每人每天分别按
正常工资标准的

1.2

倍和
1.5

倍
给予劳动报酬。 二是向部分贫

困户和残疾人家庭发放农药、

化肥等， 免费提供技能培训，

提高就业水平。三是对周边部
分贫困户及残疾人，将其责任
田地流转，并介绍他们外出务
工，帮助增加收入。目前，该农
场已流转土地

1100

亩， 大部分
贫困户从事苗木培育和中药材
种植等。

□

市农科院赵丰华

栏杆办事处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本报讯（邢永画） 为推动“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今年
以来，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不断
创新学习教育载体，积极推行“互
联网

+

党建”模式，创建“流动党员
微信群”，取得了良好成效。

该办事处加强对流动党员的
教育管理，有效解决了流动党员管
理难、活动开展难、学习教育难等
问题，在“微信群”开设“微”课堂，

为党员上党课，组织党员在线同步

学习党章党规、系列讲话和先进典
型等内容，提高了党课的趣味性和
实效性。同时，结合“党员活动日”

和“精准扶贫百家访”活动，包村干
部、村两委成员与

36

名年老体弱党
员和

126

名流动党员结成对子，通
过微信、

QQ

、短信认真开展“送学”

“寄学”活动。目前，该办事处建党
员
QQ

群
2

个，建“党员之家”微信群
8

个，发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信
息
2000

多条。

河区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记者杨柳通讯员
郝健）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市脱贫
攻坚政策兜底工作现场会精神，近
日，河区扶贫办召开脱贫攻坚政
策兜底和异地扶贫搬迁工作推进
会，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推进会上，该区传达了市脱贫
攻坚指挥部《关于对全市贫困家庭
实施政策兜底情况的通报》和省脱
贫攻坚督导组关于第二次督导意
见的反馈，并对《

<

河南省扶贫对

象精准识别及管理办法
>

等
5

个办
法的通知》《

<

河南省转移就业脱
贫实施方案

>

等
5

个方案的通知》

等文件进行了解读。同时，要求各
乡镇及脱贫攻坚责任单位，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乡村的责任主
体， 充分发挥农户的主观能动性，

积极开展部门联动，结合实际把握
“四加二工作法”及“四项制度”等
方法， 围绕脱贫攻坚工作中心，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工作。

□

本报记者周海燕张方志

图为甘平安夫妇在苗木花卉基地查看银杏树生长情况。 谢万柏摄

图为丁上（左一）向养殖户传授贵妃鸡防疫知识。

甘岸办事处

大力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陈丽）自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平桥区甘岸
办事处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作为
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工作，强化责任意识，细化任务
目标，多措并举，努力营造天蓝、地
绿、气爽的良好环境。

抓好整治重点。 该办事处把
辖区的

5

处废品收购站、

11

个砂石
料场等列为重点整治对象， 组织
召开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督促企
业严格落实环保责任， 做好防尘
降尘处理， 在对料场覆盖的同时
做好喷水降尘工作， 切实减少大
气污染。

加强日常保洁。该办事处要求

辖区市政管理所工作人员做好生
活垃圾的处理工作， 组织保洁队
伍， 每日做好对辖区内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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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沿线的生活垃圾清扫、清运工
作，确保垃圾无存留。

做好宣传工作。该办事处通过
广播、悬挂标语等形式，宣传当前
大气污染的严峻性，引导村民使用
清洁能源，禁燃秸秆、生活垃圾等，

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

加大督察力度。该办事处建立
长效监管巡查机制，全面做好村庄
净化、绿化和日常保洁工作，定期
对治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通报进
展情况，严格考核奖惩，确保大气
污染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