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
2017年6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 焦葵葵 李若晨 美编 李永伟 校对 李京晶

每隔一段时间，位于洪庄杨
镇的国润集团就会迎来一批贫困
户。这是该县启动的企业帮扶计
划，用企业带动贫困户，实现企业
发展与贫困户脱贫的双赢。

叶县是养殖大县，但贫困户
缺乏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更缺
乏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国润集
团是该县龙头肉牛养殖企业，但
缺乏转型资金，更缺乏充足的牛
源。叶县财政拿出500万元，企业
自筹500万元联合组成资金池，将
贷款规模放大到上亿元，为贫困
户提供贷款养牛，为无能力的贫
困户提供贴息贷款从而入注企业
股金，国润集团再以合作社形式
为贫困户提供种牛、技术等，承诺
以市场价收购肉牛……

产业项目扶贫是叶县强力实
施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在上级
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叶县打响了
脱贫攻坚战：成立脱贫攻坚指挥
部，古松、徐延杰分别担任政委和
指挥长，指挥全县的脱贫攻坚工
作；县级领导分包贫困村，各单位
也向贫困村派驻驻村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

资金扶贫，是该县实施的又
一脱贫举措。“只要贫困户上项
目，而且这些项目切实可行，就会

给予资金扶持。”该县扶贫办主任
贾俊杰说。

叶县还实现了贫困资金互助
社全覆盖，即每个贫困村都有一
个资金互助社。目前，该县互助
社资金规模达到 6000 余万元，累
计发放借款超过2亿元，助力脱贫
攻坚。

去年第三季度，该县还启动了
“互助社种子资金+低息贷款”试
点项目，商业银行对准互助社投放
100万元左右的专项低息贷款，可
将贫困户贷款资金提高到5万元。

去年，河南卫视播出了叶县
健康扶贫的专题片，报道了其健
康扶贫的做法。针对贫困户看不
起病这一现象，该县推出一系列
健康扶贫措施：组织开展“健康扶
贫、服务百姓”义诊活动；为全县
1.4万贫困户、4.6万贫困人口建立
健康档案；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
室组建签约服务团队，实行“一
对一”签约服务，全部与医生结对
帮扶；开辟医疗绿色通道，实现贫
困人口 100%参加新农合、100%享
受签约服务、100%进入“三专”管
理、100%享受特殊政策、100%住
院特别关爱、100%计生特困家庭
患者得到重点帮扶。

针对因教而贫这一穷根儿，

该县对贫困家庭孩子上学实施免
费减费，提供资金帮助，解决贫困
家庭孩子的上学之忧。

劳动部门通过组织培训让贫
困户学习技能，从而提高其就业
能力。今年 3 月 15 日，一场招聘
会在该县人口文化广场举行，80
多家企业8000多个岗位供贫困户
选择。

扶贫先扶智，结合扶贫工作
的节点，该县文化宣传部门采用
多种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在《叶
县今朝》、《叶县新闻网》、叶县电
视台等媒体上宣传党和政府的扶
贫政策，同时及时宣传一大批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
人物和事件，还开展文化下乡活
动，传递了正能量，凝聚了信心、
鼓舞了斗志。去年，该县自编自
演的现代戏剧《槐花湾》除在全县
公演外，还为市党代会代表等表
演，得到了普遍好评，侧面展示了
叶县扶贫过程中的新人新事。

…………
一个个举措正如开出的一剂

剂药方，精准地涂到了穷根儿
上。叶县扶贫从原来的“大水漫
灌”变为“精准滴灌”，以增强贫困
地区群众“造血功能”为重点，八
策并举，打出了发展产业、转移就

业、互助资金、金融信贷、健康扶
持、教育补贴、社会保障、住房保
障的脱贫攻坚“组合拳”。

今年是叶县脱贫攻坚的关键
期，叶县继续推出一系列脱贫攻
坚举措：

——为每个贫困户减少新农
合缴纳费用，再为每人购置一份
商业大病保险，使相关贫困户能
够享受二次报销。

——5月开始，4700多名贫困
户走上村级公益岗位。县财政每
年拿出2000万元左右为他们发工
资，直到2020年。

——为每个贫困村投资 50
万元左右，支持集体项目，既确
保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又为贫困
户脱贫提供可持续保障。目前，
廉村镇甘刘村的集体项目正在运
作，远在常村镇与南阳市交界的
尹湾村也正计划开展集体培育菌
种项目。

——结合脱贫工作，叶县实
施了顶层设计，开展叶县南部山
区近百公里的扶贫旅游线路。目
前，该项目已通过审批，下半年就
能开工。线路全部通车后，将经
过4个乡镇29个贫困村，带动近5
万人致富。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撕开口子求突破 昆阳大地起辉煌

叶县，正向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大步迈进

亚洲产能第一的神马帘子布公司生产车间

2016年，叶县产业
集聚区获全省先进产业
集聚区荣誉称号。

2016年，实现农村
综合性党群服务中心全
覆盖。

2016 年，实现 120
个贫困村贫困资金互助
社全覆盖。

2016 年，实现 120
个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
全覆盖。

2016年，实现3200
户、11576人脱贫。

2017年，除了让贫
困户少缴纳新农合费用
外，还为每个贫困户缴纳
了商业大病保险，从而实
现药费二次报销。

2017 年 5月，由县
里买单的4700多名贫困
人口走上了村公益岗位。

6月8日，位于叶县产业集聚
区的河南隆鑫机车有限公司车
间生产线一片繁忙。“现在，各条
生产线均保持满负荷生产，正在
为东南亚及非洲的客户赶制摩
托机车。”该公司办公室主任周
海留说。

去年，该公司全部搬进了现代
化产业园区，上马了新的生产线和
现代喷漆生产线，实施了机器人操
作，产能成倍放大、生产成本明显
下降、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也有
力地促进了新产品的研发。尽管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该
公司还是实现了国内外市场的双
丰收，全年实现产值11亿元、利税
1.2亿元，均同比增长15%。其中出
口成为公司经营的增长点，最终实

现出口额 2400 万美元，同比增长
50%以上。

摩托机车制造是叶县的主导
产业之一。去年，叶县力帆摩托
车产业园基本建成，目前正在进
行安装调试。

叶县有中国盐都的美誉，制
盐及盐化工是该县又一主导产
业，这一产业规模在去年同样实
现了跨越发展。年产能 120 万吨
的联合盐化公司去年上马了三
期生产线，目前也在进行安装调
试，投产后产能将再扩大 100 万
吨。今年以来，盐价进入恢复上
涨期，目前该公司尽管满负荷生
产，但产品仍出现零库存。与此
同时，盐的产业链条也在向下游
延伸。该公司去年与台盐合作

上马的盐日化品生产线，近期也
将投产。投产后，利润将是制盐
的几十倍。

打造中国尼龙城是近年来我
市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这个尼龙
城就位于叶县境内。围绕这一主
导产业，去年，该县除了确保帘子
布生产线继续平稳运行外，30 万
吨己二酸己内酰胺项目（一期）已
经实现试生产，如今一直平稳运
行，且市场行情看好。同时，该项
目二期动工，并上马了尼龙6切片
项目。

今年3月，叶县启动了龚店乡
三村一校的整体搬迁工作，成立
了联合指挥组，制定了搬迁规划，
搬迁工作正按照节点强力推进。

“这样，就为尼龙等产业的发展壮

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龚店乡党
委书记李向伟说。

据了解，去年，叶县产业集聚
区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10.1 亿元，
建成县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昆北路开工建设，被评为“河南省
先进产业集聚区”。平顶山化工
产业集聚区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16
亿元，建成了污水处理厂、沙河一
路、沙河五路、220kV 变电站等项
目，园区道路绿化亮化工作进一
步提升，集聚区面貌焕然一新。
叶县产业集聚区还成为全市第一
个晋星的省级产业集聚区。

“主导产业的不断壮大，基础
项目的不断增多，使得叶县两个
产业集聚区的承载能力不断提
高。”古松说。

6月12日，天气晴好。在叶县
保安镇马头山上，20多层楼高的巨
大风叶随风转动，多晶硅太阳能发
电板在阳光下熠熠闪着光芒。“这不
仅为山下美丽的杨令庄村增添了新
的风景，也为我们镇增添了新的经
济增长点。”该镇相关负责人说。

这是由中广核集团和平煤神
马集团分别建设的风力发电项目
和1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项目，项
目投资分别为 4.7 亿元（一期）和
8.5亿元。去年，两个项目（一期）
均并网发电，截至今年 2月底，已
分别发电 5700 万千瓦·时和 2400
万千瓦·时。目前，项目二期建设
正在紧张地进行。

借助区位优势发展绿色能源
项目，是叶县在经济转型升级中
实施的重要举措。

该县南部多丘陵山区，风光
秀丽。近年来，该县借助国家支
持绿色能源的时机，积极向外推
介宣传，吸引风力及太阳能项目
入驻，中广核集团风力发电项目
入驻后，该县又借助平煤神马集
团转型发展新能源的好时机，吸
引了该集团 100 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落户。

随着项目的入驻，叶县形成
了绿色能源项目集群效应。平煤
神马集团的另一个光伏发电项目
已于两个月前开工，该集团将在

常村镇、夏李乡等地投资35亿元，
上马5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项目。

5月 26日，平顶山市 5月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投资7亿
多元的叶县大石崖风电场项目在
辛店镇境内开工。

叶县属省级贫困县，围绕产业
扶贫，他们又在各贫困村发展光伏
产业。目前，常村镇柴巴村和水寨
乡桃奉村已经分别投资 160 万元
上马了光伏发电项目。柴巴村的
光伏发电项目已投产，一年可以为
该村带来 22万元的利润。另外，
为贫困户而设的家庭式光伏发电
项目正在该县全面铺开，既为贫
困户脱贫打通了一条道路，又进

一步巩固新能源发展的地位。
在金晶科技公司二期项目生

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调试设备进
行试生产。该公司是一家利用大
豆蛋白生产食品添加剂的企业，
产品可替代进口，市场销售形势
良好且利润丰厚。距该公司不远
的德远科技公司的工地上，工人
们正在紧张施工，这是一家生产
电子元件的企业，是该县招商引
进的一家新兴产业。该企业落户
后，除能提高该县经济实力外，还
能够提供数千个工作岗位。

“在主导产业不断壮大的同
时，叶县的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兴
起。”县长徐延杰说。

今年5月22日以来，不少客商
及消费者来到辛店镇刘文祥村，因
为这里的油桃陆续成熟了。这个
贫困山村满坡油桃、黑李、葡萄，成
为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既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效农
业，又把农业拓展到其他领域，这
种农业新业态在叶县初露“尖角”。

叶县是农业大县，又是国家
现代循环农业示范区。为确保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该县积极推进
农业供给侧改革，目前，水寨、洪
庄杨等乡镇的高效农作物面积已
经达到总面积的近一半。

今年3月26日，叶县任店镇一
块田间，成片的油菜香味扑鼻，新栽
植的高大香樟树引人注目，施工人
员正在建猪舍，这是春晓农业示范

基地的场景。该基地原本种植绿
化树及花卉，去年还流转了上千
亩土地，种油牡丹、芍药、海棠、百
合等，如今他们进军养殖业。记
者注意到，猪舍的底部被架空。
该基地负责人介绍，这是为了收
集猪粪，猪粪与秸秆混合再加上
添加剂可用来生产有机肥，进而
发展有机农业。该基地拟投资
1.7亿元打造面积5000亩、集休闲
观光为一体的农业生态园。

近年来，叶县各乡（镇、街
道）还根据不同的区域特点发展
特色产业。保安、辛店等乡镇位
于南部山区，土地贫瘠，他们就
改种粮为种特色杂果。辛店镇
刘文祥村的黑李及油桃、叶邑镇
官庄的黄金梨都已小有名气，产

品销售到外省。辛店镇新杨庄
等村还种植有大面积石榴，要打
造软籽石榴基地。

豫晨庄园在燕山水库西侧种
植的葡萄、苹果等果树去年已挂
果。目前，该庄园还在郑州等地超
市铺设网点，他们还依地势筹建休
闲度假山庄，依托自然风光打造既
能采摘又能观光度假的休闲产业。
无独有偶，在叶邑镇境内，集采摘、
度假、钓鱼为一体的青森园休闲度
假山庄已经初步形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沙河
是叶县境内的重要河流之一，目
前，沙河漂流、游乐等产业已经初
步形成，今年春节期间，该县首次
举办的灯展吸引了上万人，沙河
观光农业地块已经辟出，休闲养

老产业也在筹备中。叶县境内的
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灰河两岸已
被初步打造成了葡萄、蓝莓、油牡
丹、红枫种植基地和芦笋、食用菌
等蔬菜种植基地。

用项目也能“凭空”带动产
业。位于任店镇境内的金汇源田
农业科技公司，前不久成为在我
市举办的全国农业现场会的观摩
点。该公司利用病死畜禽、粪便
和农作物秸秆生产有机肥。他们
采用分散收集（病死畜禽及粪
便）、集中处理的方式进行生产，
在做大产业的同时，还带动周边
农民脱贫致富。

叶县农村不断萌生的新业
态，成为该县发展的一个又一个
亮点。

主导产业持续壮大

新兴产业蓬勃兴起

农业新业态显露“尖角”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

保安镇杨令庄新貌 赵启龙 摄

改造后的东环路

叶县县城城区一角

2017 年，叶县的春天来得特
别早。

春节假期刚结束，叶县就开
始了为期一周的全县经济观摩
行动。叶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
领县四大班子领导及各乡（镇、街
道）、局委一把手深入乡（镇、街
道），就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招商
引资、镇区建设等工作逐一观摩
点评。

第二周，叶县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又带着队伍，分两路冒雪赴山
东、山西、陕西、安徽及我省的部分
县（市、区），就上述工作学习考
察。整整一周时间，考察团白天考
察晚上交流。“像这么大规模的学
习考察活动，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今后我将加倍努力，创新工作，争
取取得更大的成绩。”该县水利局
原党组书记王留套感慨地说。他
在基层乡镇及水利局工作时间长
达十几年，看到了县委、县政府为

促进叶县经济发展所下的决心和
付出的努力。

近年来尤其自 2016 年以来，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在
县委、县政府“44121”总思路的引
领下，89 万叶县人民，无论是经
济发展、策划规划，还是民生改
善、机制体制等方面，均取得了欣
喜的成绩，实现了“十三五”良好
开局。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应该

得到充分肯定。因为这是我们
在国际国内整体经济下滑的严
峻形势下取得的，是在叶县深
层次矛盾凸显、风险隐患增多
的困难局面下取得的，是全体党
员干部牢牢树立服务发展大于
一切的工作理念，用撕开口子求
突破的工作态度，带领全县上下
凝心聚力干出来的。”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县委书记古松在多
个场合上说。

走上公益岗位的贫困户

在九龙街道杨庄村，一辆垃圾清运车正在收储垃圾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叶县境内干渠沿线

马头山上的风电及光伏发电装置

常村镇龙王山山下迷人的景色

大型现代戏剧《槐花湾》演出场景

常村镇柴巴村村民种灵芝脱贫

隆鑫产业园一角 联合盐化公司厂区

本
版
图
片
除
署
名
外
均
由
叶
县
新
闻
中
心
提
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