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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天 气

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西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

31℃，最低气温21℃

■温馨提示

8 月 21 日上午，市教体局驻鲁山县四棵

树乡黄沟村第一书记陈京玉和村民张福生

冒雨来到山坡上查看天麻长势。“这是俺第

二次种天麻，第一次挣了 5000 多块。去年

又种了 500 多穴，今年估计能收入万把块

钱。”张福生说。

“我们引导村里贫困户和一般农户共

22 户种植天麻 1.5 万余穴，预计今年产值 30

万元左右。”陈京玉说。

黄沟村位于鲁山县四棵树乡与下汤镇

接壤处，全村辖 7 个村民组 9 个自然村，总

面积 6.8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420 亩，人均不

足 3 分地。全村 326 户 1510 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 109 户 405 人，截至目前，全村已

脱贫 97 户 390 人，剩余兜底户 12 户 15 人，

贫困发生率为 0.99%。长期以来，该村传统

产业以种植玉米、水稻，养殖鸡、鸭、鹅、猪、

牛等家禽家畜和外出加工销售丝绵为主。

由于该村近一半农户常年外出务工、

经商，一些农户还在城镇购置了房产，致

使部分民房和田地长期闲置。2018 年以

来，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紧紧抓住乡村

旅游发展契机，主动识变应变，以特色民

宿为牵引，探索出了一条依托旅游带动乡

村全面发展的路子。

黄沟村有效利用闲置房屋建设特色民

宿，相继建成了静园、雅园、慧园、耿园等 4

所自助式农家院，每所农家院可同时容纳

3-4 户家庭、8-10 人居住。自去年五一开

业以来，游客络绎不绝，受到新闻媒体的广

泛报道和游客的普遍好评，成为我市乡村

旅游的一大亮点。目前，该村“两委”又筹

集资金近 55 万元，动员群众新建三座木屋，

将于近期建成投用。

为更好地吸引游客，使游客住得好、玩

得好、吃得好、购得好，黄沟村在打造特色

民宿的同时，不断提升管理及服务水平。

该村针对村里外出务工人员多、服务人

员不够、管理经营能力欠缺的现状，积极创

新经营服务。一方面，通过公开竞价方式，

引进专业团队承包经营，村集体每年可获

得 7 万元的租金收益，其中 3.5 万元用于扶

贫保障。另一方面，结合越来越多的游客

热衷于自助式“农家乐”、自助式餐饮的旅

游度假新趋势，确立了自助休闲游的发展

方向。该村给民宿配齐基本生活、娱乐设

施，提供厨具及米、面、油、调料等食材，开

辟自助式果园、菜园，让游客尽享自给自

足的快乐、天然绿色的餐饮和恬淡宁静的

田园时光。同时，配套提供上门烹饪、送

餐送货等服务，满足游客多样化、差异化

需求。

“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不 能 有 等 靠 要 思

想，必须立足村情，主动作为，科学规划，长

远发展。”陈京玉说。

2018 年底，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结

合村情，科学谋划，成立了种植养殖合作

社，研究确定了黄沟村赤松茸种植（1 年收

益）、天麻种植（2 年收益）、果园种植（3 年收

益）的“近期、中期、远期”发展规划，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帮助

贫困户拓宽增收渠道，实现脱贫致富。该村

已建成日本甜柿子果园一个，种植树苗 1000

余棵，并带动村民在房前屋后种植“致富树”

蜂糖李近 1200棵；利用 4户贫困户到户增收

资金 16000 元种植赤松茸 4 亩、油葵 4 亩；推

广种植天麻 1.5万余穴。

通过发展多种产业，该村打造了五种

扶贫增收模式，实现了从“输血”扶贫到“造

血”扶贫的转变：贫困户通过参与特色民宿

的服务管理、卫生保洁、花草蔬菜种植等，

每年可稳定增收 6000 元以上；贫困户可以

利用自己的农家院，以租赁或入股等形式

每年享受分红；村集体订单收购贫困户的

四季豆、秋黄瓜、板栗、猕猴桃等时令果蔬

和柴鸭、土鸡、山羊、土猪等禽蛋肉品提供

给游客，同时对外销售；贫困户通过建设采

摘园，种植各类瓜果和时令蔬菜，让客人现

场采摘增加收入；村集体经济二次分配时，

倾斜照顾兜底贫困户。

“黄沟村已经形成政府主导产业‘千头

线’生猪养殖基地和村级光伏电站项目，村

集体自主产业项目、特色民宿项目共同良

性发展的局面，我们将继续努力，建设美丽

乡村，吸引更多的人来休闲、旅游，让全村

的人都享受到脱贫攻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

成果。”陈京玉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黄沟村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五种扶贫模式变“输血”为“造血”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8月 24日，叶县仙

台镇布杨村村内的 7 亩多平地上，施工机械

正在做基础打桩。“这是我们 8月 13日开工的

菌棒加工厂，投产后，俺村就要甩开膀子上香

菇产业了。”该村党支部书记杨晓亮说。

十多年前，杨晓亮从部队复员后在外做

生意，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每次回到家

乡 ，看 到 村 子 还 是 老 样 子 ，觉 得 挺 不 舒 服

的。”他回忆道。于是，在村民的期盼中，他

撇下外边的生意回到了家乡，并当选为村党

支部书记。

布杨村是典型的农业村，有 1034 口人

1150 亩土地，村民多外出打工。出不去打工

的人怎么办？杨晓亮陷入了沉思。

2019 年，该村成立平顶山面杨农业发展

公司，着力发展高效高质农业。该村党支部

成员到泌阳香菇大县参观学习后，决定发展

香菇产业，示范带动全村种植。

说干就干，当年该村流转土地近 30 亩，

在镇政府的支持下，村“三委”干部通过贷款

等方式自筹资金 100 多万元，架线埋管建冷

库，建起 21座大棚，香菇产业园初步形成。今

年初，该村率先投用 14个大棚。记者采访时，

该村党支部委员李风波还在大棚里忙活。“风

波几乎每天吃住在大棚，操心得很，因为这是

村集体经济的第一炮，我们把家里财产都抵押

贷款了。”杨晓亮说。

“如果盘活村里闲置土地发展香菇产

业，成本会更低。”杨晓亮说，该村有一座大

坑，由于年久失修，成了垃圾场。该村投资

17 万余元，拉来土石将大坑填平，又筹资上

百万元在上面建起菌棒厂，建成后预计年生

产菌棒 80 多万棒，可以供应包括本村在内

的多个村子发展香菇产业。

近年来，该村加大了对一户多宅的治理

力度，村内近 40 户荒宅和多处荒地均可因

地制宜建设香菇大棚。“仅俺村已有一二十

户准备种香菇了。”杨晓亮说。

布杨与王老君、后司 3 个村党支部组建

成了联合党支部，3 个村村情类似，联合党支

部决定共同发展香菇种植产业，带领群众致

富奔小康。

布杨村香菇种植促增收

脏坑变厂房 荒宅建大棚

本报讯 （记者巫鹏）“这么快就送过来

了，谢谢县民政局和爱心单位的帮助，感谢

党和政府的关心……”8 月 20 日，从宝丰县

民政局和爱心单位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褥疮

垫，该县观音堂林站大石扒村贫困户曾要光

激动地说。

今年 38 岁的曾要光 10 年前因意外事故

造成高位截瘫，家里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和

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较为困难。由于常

年坐轮椅，他身体多个部位生了褥疮。该县

民政局工作人员在入户走访时得知他需要

褥疮垫这一“微心愿”后，立即在全县爱心社

会组织中开展心愿认领。很快，闹店镇西牛

养老服务中心认领了这个“微心愿”，并和宝

丰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一起，将两套褥疮垫和

医护用品送到曾要光家中。

“‘微心愿’代表着困难群众的心声，小

到柴米油盐，大到电脑、轮椅、洗衣机等，每

个‘微心愿’都是一份深深的期盼。”该县民

政局局长张玲玲说，该局积极引导社会组织

助力脱贫攻坚，以生活困难群众、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等群体为重点，采取入户走访的形

式，详细了解其家庭情况、生活需求，征集

“微心愿”，满足“小需求”。

“圆梦‘微心愿’活动圆了我们回馈社

会的心愿，让我们可以为困难群众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西牛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

杨双捧的一番话，说出了众多爱心人士的

心声。

小小“微心愿”，传递正能量。近年来，

该县民政局动员社会组织持续开展形式多

样的助力脱贫攻坚活动，通过搭建“爱心桥”

的方式，让更多困难群众得到关爱和帮助。

近两年来，该县民政局动员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活动 80 余次，捐助物资 50 万余

元，1200 余人次困难群众从中受益。

征集“微心愿”满足“小需求”

宝丰县汇聚社会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韩苗这两天又忙碌起来了，因为中

秋蚕开始喂养，她得精心照顾她的宝贝。

“小蚕刚开始喂养得用二叶，稍大些

再喂三叶四叶，等转大棚后什么样的桑

叶都可以喂了。”8 月 24 日上午，在汝州

市焦村镇邢村桑蚕养殖扶贫基地，忙着

采集桑叶的韩苗说。

韩苗是邢村脱贫不脱政策户。2018

年，焦村镇大力发展桑蚕养殖，韩苗流转

土地种桑养蚕，开启了致富路。

“2015年，我患腰椎间盘突出，腰疼得

直不起来，手术治疗后干不了重活。那时

候女儿上大学，小儿子读高中，到处都需

要用钱，俺家由此被认定为贫困户。”韩苗

说，幸好家里有丈夫支撑，忙完农活他就

外出打零工，日子勉强过得去。2016年身

体恢复后，她和丈夫分工协作，一人务工，

一人照顾家里，当年就脱贫了。

“种桑养蚕是个好项目，镇里统一流

转土地，1 亩地还有 100 元的地膜补贴，

政府这么重视和支持，我觉得肯定能赚

钱，便报名流转了土地。”说起种桑养蚕

的事，韩苗笑了。2018 年冬，她流转 10

亩地种植桑树。

经过一年的学习，2019 年秋，韩苗

正式开始养蚕。“10 亩地一个养殖大棚，

就建在桑田边上，非常方便。”韩苗说，因

为没有实践经验，她的 10 亩桑园两茬只

养了 9张蚕种（一张蚕种约 2.5万只蚕）。

“一张蚕种最后收蚕茧 50 多斤（1 斤

＝500 克），扣除人工成本，9 张蚕种最后

挣了 1.5 万元。”韩苗说，这样的收益让她

很知足，“种小麦玉米肯定没有这么高的

收益，况且桑树种下，一年能养春、夏、中

晚秋四茬蚕。”

第一次养蚕就有不错的收益，让韩

苗充满希望。

“今年的春蚕长得非常好，到四五龄

蚕转大棚养殖，一张蚕种一天要吃 200

多斤桑叶，春蚕我养了 8 张，一天就得打

近 2000 斤桑叶，为此我又雇了两个人帮

忙。”韩苗说，“桑叶撒上去，就能听到蚕

沙沙的进食声，一条条蚕宝宝白白胖胖

的，非常招人喜欢。”

养蚕周期短见效快，短短 20 几天春

蚕养殖结束。不过韩苗发现蚕茧产量并

不是很高，一张蚕种只有 60斤左右，而别

人家都是七八十斤甚至上百斤。韩苗总

结疏漏：家里的蚕生长期没有生病死亡，

产茧量不高是因为结茧技术不过关。为

了掌握养殖技术，提高产茧量，今年夏蚕

韩苗根据桑树长势只养了两张蚕种。

“夏蚕收获还不错，蚕茧产量有所突

破，一张蚕种产茧 70 斤，不过我都没有

卖，而是抽丝准备做蚕丝被。”韩苗笑着

说，“女儿去年研究生毕业找了工作，又

谈了对象，我得做几床蚕丝被给女儿做

嫁妆。”

秋风乍起，秋蚕开养。韩苗再次购

买 8 张蚕种。“理论上来讲一亩桑树可

以养一张蚕种，但现在两年龄的桑树比

较小，加上还有晚秋蚕，这样的养殖规模

正好。”韩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0 亩地

流转金 5000 元，养蚕大棚年租金 6000 元

（前 3 年免费使用），养一茬春蚕就够了。

“这 10亩桑园就是我家的‘固定产业’，种

上后年年获利，有了它不愁没钱花。”

风吹叶舞，10 亩桑园在阳光下绿得

透亮。 （本报记者 魏森元）

——韩苗种桑养蚕
开启致富路

十亩桑园谋幸福

我公司舟山市隆日腾祥商贸有限公司拟发起设立宝丰
县源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一）公司名称：宝丰县源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二）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杨庄镇文峰路(建业森

林半岛商铺第一单元 S6101)
（三）公司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四）股东及股权比例如下：

（五）公司拟：徐宝平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撖树公任副
总经理；黄红霞任监事。

我公司郑重承诺，股东入股资金均为自有资金，资金来
源真实合法，权属明晰；所呈交的全部材料真实准确，依法合
规经营，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舟山市隆日腾祥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25日

公 告

名称及姓名 出资方式

舟山市隆日腾祥
商贸有限公司
杨战会 货币 2000 20%
王俊杰 货币 2000 20%

股
东
（
发
起
人
）

出资金额
（万元）

占注册资金
比例

货币 6000 60%

本报讯 （记者何思远）8

月 21 日 ，记者从市慈善总会

获悉，2020 年“99 公益日”网络

募捐筹款申请已启动，我市因

突发意外或突发重大疾病陷

入困境的家庭可在慈善部门

的指导下通过网络申请社会

救助。

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

介 绍 说 ，参 与 救 助 的 患 者 需

在 重 大 疾 病 范 围 内 ，包 括 第

一诊断或主要诊断患有儿童

白血病（0 至 14 周岁）、儿童先

天性心脏病（0 至 14 周岁）及

终 末 期 肾 病 、乳 腺 癌 、宫 颈

癌、重性精神疾病、耐多药肺

结核、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肺

癌、食道癌、胃癌、结肠癌、直

肠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

性 心 肌 梗 死 、脑 梗 死 、血 友

病 、Ⅰ 型 糖 尿 病 、甲 亢 、唇 腭

裂 、BH4 缺 乏 症 、危 重 孕 产

妇、意外伤害、重型烧烫伤等

22 类重大疾病。

参与报名的病患除了提

供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簿）

外，还须提供 2019 年 9 月以来

的住院出院证明、诊断证明、

村（社区）级以上困难证明及

不 少 于 个 人 总 筹 款 70%的 医

疗 结 算 票 据 。 咨 询 电 话 ：

8886998。

“99公益日”关爱困境家庭

我市重病患者可网络申请救助

本报讯 （记者韩江法）8

月 24 日 ，记 者 从 市 公 共 交 通

有 限 公 司 获 悉 ，因 近 期 联 盟

路 、迎 宾 路 交 叉 口 将 进 行 封

闭 施 工 ，即 日 起 途 经 此 路 段

的 28 路、34 路公交车临时绕

行。

具体情况如下：

28路调整前：
途经道路（城北公交枢纽

站发往凌曙路口方向）：东环

路、矿工路、体育路、联盟路、

光明路、园林路、凌云路；

途经道路（凌曙路口发往

城北公交枢纽站方向）：曙光

街、光明路、启蒙路、迎宾路、

体育路、矿工路、东环路。

28路调整后：
途经道路（城北公交枢纽

站发往凌曙路口方向）：东环

路、矿工路、光明路、园林路、

凌云路；

途经道路（凌曙路口发往

城北公交枢纽站方向）：曙光

街、光明路、启蒙路、迎宾路、

建设路、光明路、矿工路、东环

路。

34路调整前：
途经道路（城北公交枢纽

站发往凌曙路口方向）：东环

路、矿工路、迎宾路、曙光街、

凌云路；

途经道路（凌曙路口发往

城北公交枢纽站方向）：曙光

街、凌云路、园林路、光明路、

联盟路、迎宾路、矿工路、东环

路。

34路调整后：
途经道路（城北公交枢纽

站发往凌曙路口方向）：东环

路、矿工路、光明路、建设路、

迎宾路、曙光街、凌云路；

途经道路（凌曙路口发往

城北公交枢纽站方向）：凌云

路、园林路、光明路、矿工路、

东环路。

详情请咨询公交客服热

线：3382000、3382111。

因道路封闭施工

28路 34路公交线路调整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鸿 雨

通 讯 员 高 鹏 程）8 月 20 日 上

午，郏县堂街镇伟科烟叶合作

社里一片忙碌，180 余名工人

正在熟练地进行烟叶预验。

“我以前就是种烟的，这

几 年 不 种 了 ，就 帮 着 给 人 家

拣 烟 、上 烟 ，有 干 这 行 的 经

验 ，看 到 合 作 社 招 人 我 就 来

了 。 在 这 一 天 工 资 60 块 钱 ，

还 能 照 顾 家 ，我 已 经 干 了 十

几天了。”来自堂街镇小谢庄

村的贫困户尹雪占一边干活

一边说。

伟科烟叶合作社负责人

王伟科介绍说，这 180 余人都

是经过培训才上岗的，每人能

干 3 个月，一个季节下来每人

可以增收 5000 余元。

据了解，为进一步做好烟

叶预验工作，堂街镇确定了 4

家烟叶专业合作社为预验点，

成立了一支 700 余人的预验员

队伍，每名预验员分包 2-3 户

烟农，上门为烟农提供预验服

务及烘烤、分拣等技术指导，

帮助烟农分清烟叶等级。烟

农也可自行前往合作社预验，

由合作社免费代烟农售烟，帮

助烟农顺利交售。

“实施预验是为了让烟农

售烟更顺利，解决以往售烟过

程中混部、混级等问题，让群

众少跑冤枉路；合作社每预验

一公斤，县烟草局会给予相应

补贴；对烟站来说，可以加快

收烟进度，提高入库效率，缓

解烟站的工作压力。实践证

明，烟叶预验能够实现群众增

收、合作社增效、政府增税的

‘三增’效果。”堂街镇有关负

责人王冰涛说。

堂街镇烟叶预验实现“三增”

群众增收 合作社增效 政府增税

8 月 24 日，湛河区河滨街道潘庄村村民曹庆

立在自家黄豆地里喷洒农药。

据了解，时下正是黄豆生长的关键时期，我

市近郊部分农户的黄豆出现了豆青虫，为预

防虫害蔓延，农户纷纷喷洒农药，力保黄豆

丰收。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加强管理保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