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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村民们有的在采摘香菇、有
的在给菌棒撕膜……日前，
瓦屋镇土桥村的香菇种植基
地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这些香菇由咱村里的
海扶山农民食用菌种植合作
社统一管理、经营、销售，还有
专家手把手指导，村民们只需
管好种植，其他完全不用担
心，到期就有专人上门收购。”
该村村委会主任于彦说。

瓦屋镇土桥村现有贫困
户61户，可耕地面积1200亩，
以前村民们收入主要依靠种
植粮食，都是靠天吃饭。驻村
第一书记王凯去年到该村后，
发觉该村气候适宜，适合发展
袋料香菇种植，经过村两委会
商议和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于
去年9月份正式成立了海扶
山农民食用菌种植合作社，合
作社采取“农户＋基地＋销
售”的发展模式，邀请专家到

村里，对该村有意向种植香菇
的农户进行培训和指导。

目前，该合作社已建成
84个香菇种植大棚，33万余
袋新型袋料环保可持续发展
香菇，带动村里27户农户参
与到合作社香菇种植，吸纳
富余劳动力100余人。

“每月能拿1500元，在家
门口就能赚钱，带孩子、做饭
啥事不耽误，不比在外打工挣
得少。”该村50岁的张舒说。
过去她家以种地为生，村里成
立了合作社后，她主要工作是
摆放菌棒、采菇，平均每天能
挣50多元。

据了解，海扶山农民食
用菌种植合作社年产香菇30
万公斤，每个大棚每年纯收入
4 万余元，去掉成本、工人工
钱，每户菇农平均年纯收入5
万元。由于该合作社香菇个
头饱满、口感鲜嫩，吸引了驻
马店等外地客户前来订购。

瓦屋镇土桥村：

发展香菇产业助农增收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8月22日，记者从
鲁山县驻村办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驻村工
作沟通交流，驻村办创建了驻村工作微信、
QQ交流群，实现了县、乡、村三级即时交流
互动，成功打造出“指尖上的工作服务平
台”。

县驻村办设立“鲁山县驻村办”微信、
QQ交流群，各乡(镇、街道）党(工）委负责组
织本乡镇主管驻村工作副书记、乡镇驻村办
工作人员、驻村第一书记进群互相加好友。

驻村第一书记负责通知派出单位联络员及
驻村帮扶工作队所有成员扫描二维码加为
好友。全部成员加为好友后，由县驻村办统
一分类建立：驻村第一书记家园、驻村帮扶
工作队园地、驻村工作管理团队、乡镇驻村干
部家园等微信群、QQ群，成员包括驻村第一
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派出单位驻村工作联
络员、县乡驻村工作管理服务人员以及农、
林、牧、副、渔方面有关专家学者等，共计约
800人。

交流内容分为日常工作、活动信息、工
作部署、驻村感悟、风土人情等五个方面，群
内成员一律实行实名制，并制定了微信、QQ
交流“十不准”等群规。通过微信、QQ交流
群，重点推广驻村工作中的先进经验、优秀
典型，倾听驻村干部意见建议，挖掘派驻村
人文风情和历史文化资源等，及时邀请农、
林、牧、副、渔方面有关专家学者为驻村搭建
参谋服务平台。

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安排专人负责

本乡(镇、街道）驻村工作微信、QQ交流群成
员的日常管理，建立好交流制度，履行好监
管责任，积极引导驻村干部通过交流群分享
和传播驻村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提出工
作建议，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对日常交流情
况定期总结，存档备案，并作为驻村干部开
展工作情况的一项重要依据。县驻村办将
及时进行综合评定，对作用发挥好的单位和
个人进行表扬，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通报批评。

建立驻村工作微信、QQ交流群

鲁山县打造“指尖上的工作服务平台”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8月24日，记者
在鲁山县扶贫办了解到，全县扶贫攻坚工作
已进入精准施策、产业扶贫阶段，目前正通
过建立项目库、实施产业带动、实施易地搬
迁等举措，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

建立扶贫产业项目库。县扶贫办成立
产业调研组，对全县与扶贫有关的产业进一
步进行筛选、排查，建立扶贫产业项目库。
结合贫困户自身特点，从项目库中选择适宜
其发展的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旅游业、

服务业及光伏产业，实行“菜单式”帮扶,一
户一策，一人一策，实施增产到户，让贫困
村、贫困户有致富项目，致富资金，有致富带
头人，经济收入有提高、生活面貌有改变。

实施产业带动。以循环农业为抓手，发
展农牧结合的沟域经济，发展壮大以酥梨、
蓝莓、玫瑰、血桃、葡萄、蔬菜等为主的特色
种植业，以猪、牛、羊、驴、鸡为主的畜牧养殖
业，以丝绵加工为主的传统加工业，以旅游
和光伏发电为主的新兴产业，带动贫困户稳

定脱贫。各乡镇立足贫困村和贫困户实际，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培育乡、村支柱产
业、主导产业。

组织易地搬迁。鲁山县进一步完善易
地搬迁项目规划，协调好局部与全局、扶贫
与生态、近期与长远的关系，整合有效资源，
破解搬迁难题。完善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确
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
制订工程实施详细计划，明确责任人和完成
时限，倒排工期，全力推进，实施“五天一督

查、十天一报告、每月一小结”的方式，狠抓
工程进度。同时，继续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努力提高补助标准，探索采用贷款贴息
等多种形式，保障贫困群众的基本住房安
全。

鲁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年的工
作时间已过半，脱贫攻坚工作已经到了关键
时期，扶贫工作将以更精准的思路、更有力
的举措、更严实的作风，克难攻坚，强力推
进，确保完成全年脱贫任务。

建立扶贫项目库 实施产业带动 组织易地搬迁

鲁山县加快推进扶贫攻坚步伐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崔亚东）“真没想到你
们把证办好还专门给我送
来，真是太感谢了。”近日，库
区乡迎升购物广场老板刘迎
升接到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工作人员送来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时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
食品经营企业办证的积极性，
提高办证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今年7月份以来，鲁山县食药
监局组织开展了食品经营许
可集中办证月活动，以集中
办证、上门服务为主题，让商
户足不出户就能把证办妥。

为方便食品经营商户办

证，县食药监局在调查摸底
和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安排
工作人员手把手上门指导商
户在网上填报办证申请，录
入办证信息，并填写所需要
的材料，有效提高了商户办
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积极
性。积极协调体检单位组织
人员上门为商户体检身体，
并把体检结果及时送到商户
手中。为节约办证时间，由
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带齐资料
在县行政服务大厅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证》后，并送证上
门，帮助张贴。

7月份当月，共为群众办
理食品经营许可证532份。

县食药监局开展集中办证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在园区
办企业，可以将原材料分配、零部件加
工、集中组装成品、回收外销产品等各
个环节串起来，最大限度减少运输成
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近日，张
良镇一名返乡创业的企业家说。

张良镇饰品产业发展迅速，尤其
是腰带产品，产销量位踞全国前列，
有“中华腰带之乡”的美誉。在这一
庞大的产业中，大多数腰带都需要带
扣加工（带扣中又分为若干个零部件
加工）、电镀加工、皮带条加工等几个
步骤，最后完成组装。而目前在张良
镇，除个别龙头企业能一条龙生产出
成品腰带外，其他数十个加工厂分散
在本县及浙江义乌等地，零部件经装

卸运输后的成本居高不下。
近年来，手工编织腰带、塑料珠

子穿成的手镯、脚镯、钥匙链和各类
绢花制品成了市场新宠，张良人就从
南方运回原材料，分给邻近乡镇的近
百个村庄的留守老人和妇女加工，加
工后再把成品发到南方。但由于是
手工家庭作坊式生产，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挨家挨户分发回收也加大了运
输成本。

如何把生产腰带的各个零部件
企业集中到一起，减少运输成本，如
何促进小饰品手工生产企业化、规模
化、规范化，成了张良镇饰品产业进
一步发展需突破的瓶颈问题。

该镇党委、政府从完善产业链

条、发挥集聚优势入手，于2012年开
建了全县唯一的乡镇级饰品产业园
区。目前，该园区规划面积100万平
方米，首期已征地 700 亩，区内产业
主要以生产腰带、手镯、手链、头饰等
小饰品为主，还将规划引进饼干类、
油炸类、豆酱类等小食品产业。张良
镇招商引资紧紧围绕该园区的定位，
目前已入驻企业两家，另有多家企业
的入驻事宜正在洽谈中。

“凡入驻张良镇饰品产业园的企
业，可统一享受县产业聚集区相关政
策。我镇在外发展的很多成功人士
都看好园区的优势和前景，表达出回
乡创业的强烈意愿。”该镇相关负责
人说。

完善产业链条 发挥集聚优势

张良镇加快建设饰品产业园区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8月23日，在马
楼乡丁楼村“巧媳妇工程”服装加工点，十几
名留守妇女坐在缝纫机前忙着加工衣服。

“在这里做工一天能赚50多元钱，还不
耽误照顾家庭，姐妹们又能在一起说说话、
聊聊天。”丁楼村三组留守妇女陈延芳说。

“这些都是我们村的留守妇女，村里建
起这个‘巧媳妇工程’服装加工点后，她们踊
跃报名来务工，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丁楼
村党支部书记王建武介绍。

“我乡以‘巧媳妇工程’为载体，紧抓服
装产业转移的机遇，实施产业发展助推脱贫
攻坚，既有效整合了资源，又确保贫困户和
留守妇女就地、就近就业，实现稳定脱贫。”

马楼乡党委书记田朝阳说。
马楼乡是农业大乡，现有贫困人口1638

户、465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贫困留守妇
女。考虑到她们中的很多人有从事服装加
工的经历，该乡积极行动，通过外出考察，与
河南巧媳妇红妞创业联盟平顶山富进民制
衣有限公司进行对接，引进“巧媳妇工程”，
走出了一条适合该乡乡情的脱贫道路。

为推动工程顺利推进，马楼乡组织丁
楼、贾集、小庄3个贫困村留守妇女70余人
到该公司位于襄城县的培训基地、鲁山县
产业集聚区培训基地先后进行了两次培
训，同时充分利用村内的空房闲房建立服
装加工点，每个加工点购进 30 台工业缝纫

机，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实现了“巧媳妇工
程”从谋划到开工投产。

“我们负责原料购进和成衣销售，工人
们只需负责加工，按天按件计算工钱，先期
会让她们加工简单的工装，每月收入 1500
元左右，随着技能的提高和服装复杂程度
的提升，她们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也就是说
谁的手越巧，谁赚的钱就越多。”该公司董

事长王鹏说。
截至目前，马楼乡“巧媳妇工程”已建成丁

楼、贾集、小庄、高岸头村4个服装加工点并已
开工投产，每个加工点雇用留守妇女50人左
右。下一步，该乡将对良西庄、永乐、官庄、老将
庄等贫困村的留守妇女进行培训，并逐步把工
程推广到该乡的12个贫困村及大部分行政村，
力争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扶贫新路子。

一天能赚50多元钱，还不耽误照顾家庭

马楼乡“巧媳妇工程”走出产业扶贫新路子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近日，全市乡（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培训班学员分两
批到鲁山县，观摩该县党群
服务中心（站）三级服务体系
建设工作。

观摩团一行先后到县党
群综合服务中心、汇源街道
党群综合服务中心、董周乡
党群综合服务中心、熊背乡
大年沟党群综合服务站、熊
背乡党群综合服务中心、梁
洼镇鹁鸽吴党群综合服务
站、张店乡林王村党群综合
服务站、露峰街道新华社区
党群综合服务中心等处进行
实地观摩。每到一处，观摩
团都认真听取服务中心（站）
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党群综
合服务中心（站）服务项目、

办事流程、岗位设置及建设
资金来源和使用等情况，仔
细查阅值班日志、党员活动
开展信息记录、党建台账等
资料，察看了硬件设施建设、
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建设及
村室建设等。

据了解，目前鲁山县已
建成县、乡、村三级党群综合
服务中心（站）网络，实现了
县党群综合服务中心与25个
乡镇服务中心、206个村服务
站的视频监控联网，其余村
正在推进中，年底将实现视
频监控全覆盖。截至今年 7
月底，县党员群众综合服务
中心共受理群众服务事项
72542件，乡镇党员群众综合
服务中心各窗口受理群众服
务事项31328件。

全市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
培训班学员莅鲁观摩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8
月22日记者从县农业局了解
到，市“鹰城名优”品牌农业
创建领导小组公示了首届

“鹰城名优”品牌农业审定结
果，鲁山县张良蔬菜专业合
作社生产的“张良姜”、河南
省龙潭峡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生产的“柴鸡蛋”、河南
靖焜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蚕丝被”3 个农产品被授予
“鹰城名优”农产品称号。

据介绍，张良蔬菜专业
合作社拥有生产基地 3600
亩，所生产的“张良姜”是受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无
公害姜，曾获第八届中国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金奖；河南省龙
潭峡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下汤镇龙潭村流转荒坡地
2000 余亩，创建了全省规模
最大的柴鸡散养基地，该基地
所生产的“柴鸡蛋”蛋清黏稠，
蛋黄颜色鲜艳，口感好；河南
靖焜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充
分利用鲁山县丰富的柞蚕资
源，专业从事蚕丝家纺和茧丝
绸产品综合加工的生产企业，
其生产的蚕丝被蓬松轻柔、透
气保健等优点。

鲁山县 3 个农产品上榜

首届“鹰城名优”品牌农业审定结果出炉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8
月23日，记者在库区乡婆娑
村文艺之家看到，十几位文
艺爱好者正在排练节目，他
们把豫剧《朝阳沟》选段、《香
魂塘》选段唱得声情并茂。

该乡党委办主任张留太
介绍，像这样的文艺爱好者
全乡有 400 多人，他们在节
日、农闲时演豫剧、说快板、
跳舞蹈、扭秧歌等，丰富了山
区群众的文化生活，深受群
众欢迎。

库区乡群众居住分散，
该乡把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营造正气新风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加强文化资金投
入，注重培育文艺骨干，积极
组织文艺爱好者演出群众喜
闻乐见、内容积极向上的剧
目。该乡党委、政府提出“配
合中心做策划，服务中心去
演出；根据乡情编剧目，结合

实际做宣传”的指导思想，依
托乡文化站这一阵地，强化
创作力量，引导文艺骨干创
精品、提质量，对各村文艺宣
传骨干定期召开会议，传达
党的政策和文艺宣传重点，
提高演出人员的艺术修养和
理论知识。多次邀请县文化
局专业人士对文艺骨干实地
培训，提升演出水平。

据了解，该乡先后创作
了《女儿也是传后人》《安全
生产警钟长鸣》《汽车上的乡
政府》等贴近群众生活的剧
本，并进行了巡回演出。每
年都举办文化艺术节，动员
各行政村进行文艺汇演。目
前，该乡有秧歌表演队18支，
曲艺表演队 5 支，铜器队 4
支，说唱团6个，表演人数超
过400多人，呈现专业型、业
余型、娱乐型宣传队同存在、
同发展的局面。

吹拉弹唱精 说学逗唱行

库区乡发展文艺轻骑兵400余名

8月 23日，几名党员群
众在董周乡党群服务中心

“红色网络教育家园”电子阅
览室内免费上网查阅信息。

“红色网络教育家园”自
建成以来，平均每天接待50

余名党员群众。该阅览室负
责人说，通过这个平台，群众
加大了与外界的交流，开阔
了眼界，很多人还找到了致
富渠道。

马松昭 摄

8月14日，一名游客在辛集乡东肖楼村路边挑选葡萄。
鲁山县辛集乡万亩葡萄远近闻名，每年葡萄成熟时节，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选购。 尹红岩 摄

近日，由鲁山县老年人
体育协会主办的2016“武极
堂杯”鲁山县第四届太极
拳大赛在该县宣传文化中

心举行。此次大赛共有 22
支代表队参加，参赛队员近
四百人。图为比赛现场。

马松昭 摄

克难攻坚 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