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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天 气

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西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最

低气温20℃

■温馨提示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市招办

9 月 3 日提供消息，省教育厅发布

《河南省 2020 年成人高校招生工作

规定》，9 月 5 日至 11 日网上报名，

10月 24日、25日考试。

据 了 解 ，今 年 我 省 成 人 高 招

实 行 网 上 报 名 ，并 首 次 将 网 上 报

名 分 为 考 生 网 上 输 入 报 名 信 息

和报名信息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进

行。其中网上报名时间为 9 月 5 日

8 时至 11 日 18 时，报名信息确认时

间为 9月 15日 8时至 21日 18时。

在 网 上 输 入 报 名 信 息 阶 段 ，

考 生 登 录“ 河 南 省 成 人 高 校 招 生

考生服务平台”查询学校招生的有

关情况，按照系统提示和要求，输

入相关信息，并在网上支付相应的

费用。在报名信息现场确认阶段，

考生要按防疫要求在自己预约的

时间到选定的信息确认点办理信

息确认手续。凡经过网上报名而

未进行报名信息确认的考生，网上

报名无效。拒绝签订考生诚信考

试承诺书、疫情防控承诺书者，不

接受其参加成人高校全国统一考

试。

考生在网上输入报名信息时，

要填报学校和专业志愿，并须进行

确认。每个考生只可填报一所学

校和一个专业志愿。若考生达到

录取分数线而未被录取，可依据向

社会公布的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

校和专业情况，在规定时间填报征

集志愿。

成 人 高 招 统 一 考 试 时 间 为

10 月 24 日 、25 日 ，考 生 应 于 10

月 19 日 至 10 月 25 日 登 录“ 河 南

省 成 人 高 校 招 生 考 生 服 务 平

台 ”，按 提 示 要 求 网 上 打 印 准 考

证 。

10月 24日、25日考试

成人高招 9月 5日至 11日网上报名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市招办

9 月 3 日提供消息，省教育厅发布

今年我省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

招生（以下简称“高职单招”）政策，

符合条件的考生应于 9 月 15 日至

17日网上填报志愿。

据 了 解 ，高 职 单 招 的 招 生 对

象为已通过 2020 年河南省普通高

校招生考试报名和对口招收中等

职 业 学 校 毕 业 生 考 试 报 名 ，未 被

统 一 高 考 、对 口 招 生 等 其 他 类 型

的 普 通 高 校 招 生 考 试 录 取 的 考

生 。 根 据 安 排 ，符 合 条 件 的 考 生

应于 9 月 15 日 9 时至 9 月 17 日 18

时 登 录“ 河 南 省 普 通 高 校 招 生 考

生 服 务 平 台 ”进 行 网 上 志 愿 填

报。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填报一

所 高 校 志 愿 ，并 可 进 行 不 超 过 两

次 的 志 愿 修 改 ，以 网 上 最 后 一 次

保存的志愿为准。填报时间截止

后将无法补报和更改。

高 职 单 招 考 试 录 取 时 间 为 9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高校须在规

定时间内按照国家教育考试和疫

情常态化防控要求，分专业、分时

段 、多 批 次 、小 规 模 自 主 组 织 考

试、录取工作。考试全程封闭，到

后 即 考 、考 后 即 离 ，减 少 人 员 聚

集 、停 留 。 高 校 原 则 上 在 本 校 校

区 内 开 设 考 场 。 对 高 中 毕 业 生 ，

高校原则上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或部分科目）原始成绩进行录

取 ，确 有 专 业 培 养 需 要 的 可 组 织

职 业 适 应 性 测 试 ，根 据 高 中 学 业

水平考试（或部分科目）原始成绩

和 职 业 适 应 性 测 试 成 绩 进 行 录

取 。 对 中 职 毕 业 生 和 社 会 考 生 ，

高校原则上不再组织文化知识考

试 ，只 组 织 职 业 技 能 测 试 并 依 据

测试成绩进行录取。对参加统一

高 考 和 对 口 招 生 未 录 取 的 考 生 ，

可将其考试成绩作为高职单招录

取依据。

另 外 ，省 教 育 厅 一 并 发 布 了

今 年 技 能 拔 尖 人 才 免 试 入 学 政

策。获得由教育部主办或联办的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

以 上 奖 项 ，或 由 省 级 教 育 行 政 部

门主办或联办的省级职业院校技

能 大 赛 一 等 奖 的 中 职 毕 业 生 ，以

及 具 有 高 级 工 或 技 师 资 格（或 相

当职业资格）、获得县级劳动模范

先进个人以上称号的在职在岗中

职 毕 业 生 ，可 免 试 录 取 进 入 高 校

专科阶段学习。考生本人应在规

定 时 间 内 填 写 登 记 表 ，提 出 免 试

入学申请。由考生所在学校将登

记表及相关材料报送考生申请免

试 入 学 的 高 校 ，由 高 校 进 行 相 关

资格审查和公示。

9月 15日至17日网上填报志愿

高等职业教育单招政策出台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9 月 3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河南

省公安厅扫黑办公开征集徐飞等

人违法犯罪线索。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

知》精神，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近日河南省公安厅指定平顶山市

公安局管辖，异地用警成功打掉了

驻马店市汝南县以徐飞为首的黑

恶势力犯罪团伙，目前主要犯罪嫌

疑人徐飞、袁树华、苏军、万强、姜

洪泽、汪国军、朱华伟、李宁、冯文

忠、朱明扬、马二峰、杜金龙等人已

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经查，该团伙自 1998 年以来先

后在驻马店市汝南县、平舆县、新

蔡县、驿城区等地多次实施故意伤

害 、寻 衅 滋 事 、聚 众 斗 殴 、非 法 拘

禁、强迫交易、骗取银行贷款、故意

毁坏公 私 财 物 、开 设 赌 场 等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严 重 侵 害 了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人 身 和 财 产 安 全 ，严 重 破

坏了社会治安秩序。为深挖彻查

该 犯 罪 团 伙 的 全 部 违 法 犯 罪 事

实，依法惩治黑恶犯罪势力，铲除

其 经 济 基 础 及 幕 后 保 护 伞 、关 系

网 ，公 安 机 关 号 召 社 会 各 界 及 广

大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该团伙

的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将对

检举、揭发者的身份严格保密，对

于举报的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违

法 犯 罪 线 索 ，一 经 查 实 ，将 依 据

《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奖励

办法》予以奖励。

举 报 电 话 ： 刘 警 官

18695905110（微 信 同 号）；举 报 邮

箱：v13137538110@126.com。

省公安厅扫黑办公开征集
徐 飞 等 人 违 法 犯 罪 线 索

本报讯 （记者王民峰）9 月 3

日，从市总工会传来消息，为更好

选树高技能人才优秀代表，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激发广大职工学技术、练本领、强

素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技能人才支持，市总工会、市人

社 局 决 定 开 展 第 三 届“ 鹰 城 大 工

匠”评选活动，申报推荐日期截至 9

月 20日。

“鹰城大工匠”评选对象为我

市各类企业中长期在生产一线岗

位 工 作 ，掌 握 关 键 技 术 、绝 招 绝

技 ，富 有 创 新 创 造 精 神 和 广 泛 影

响力的职工，重点在煤炭、机械制

造、化工、钢铁、电力、纺织及传统

工艺等行业中推荐产生。“鹰城大

工 匠 ”应 有 广 泛 的 社 会 影 响 力 和

行 业 知 名 度 ，并 具 备 崇 高 的 职 业

精神、高超的技能专长、较强的创

新能力、突出的领军作用、创造较

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

条件。

本届活动拟评出 10 名“鹰城大

工匠”，届时将由市总工会和市人

社局联合颁发“鹰城大工匠”荣誉

证书。

申报推荐日期截至9月20日

第三届“鹰城大工匠”评选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9 月 3 日，记

者在位于省道 520 两侧石龙区高庄街道

山高村的梨园内看到，该村建档立卡贫

困 户 高 三 正 在 梨 园 除 草 。 梨 园 成 立 以

来，高三就在园里干活，每天工资 60元。

山高村旧址位于高庄街道东南部，

有 1723 人、1000 余亩耕地。之前由于长

期的煤炭和非煤资源开采，出现了大量

的采空区和地面塌陷区。2018 年，该村

实施整体搬迁，村民分别被安置在同心

和谐小区、观湖小区。虽然进入了城区，

但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里连路灯都

没有安装。

2018 年，山高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在

外 做 生 意 的 高 向 超 当 选 为 村 党 支 部 书

记。高向超决定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带动

群众富起来，改变村庄落后和发展后劲

不足的现状。

“现在区里正在鼓励调整种植结构，

我们还得在土地上做文章，先搞短平快

项目，带动集体经济滚动发展。”高向超

说。

说干就干，2018 年 6 月，由山高村党

支部、村委会发起，村集体企业——石龙

区 民 兴 农 业 生 态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挂 牌 成

立。该公司先后筹资 40 多万元，购买拖

拉机、微耕机、花生收获机、播种机、秸秆

还田机等 20 多台农用机械，同时流转村

民土地 390 亩。该公司一方面对复垦后

的 400 余亩土地和流转的土地实行统一

耕种，大力种植油菜、花生、芝麻等经济

作物，另一方面对农机器具进行租赁，实

现多渠道创收。

付出就有回报，该公司去年栽种的

200 多亩梨树，今年已经挂果；种植的 260

余亩油菜喜获丰收……

同时，该村不少村民获得了“流转+

务工”的双重收益。“我的 3 亩半土地全部

流转出去了，除了每亩地 400 多元的地租

外，我还在地里帮工，现在光工钱就已经

赚了两三千元了。”高三说。

今年，该村又注册成立了山高社区

股份经济合作社，投资 10 多万元，购买山

羊 100 多只，准备发展养殖业。高向超

说：“合作社成立后，村民变成了股东，盈

利后村民就可以享受分红，困难群众收

益更多。”望着争相进食的山羊，高向超

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土地上做文章 在养殖上下功夫

山高村集体经济发展劲头足

9 月 2 日早上 5 点钟，天刚蒙蒙亮，郏

县渣园乡西冯庄村二组贫困户谢全保就

赶着羊群来到村西河边。一见到青草，

羊儿欢快地啃起来。

“我的羊是散养的，吃的是青草，长得

壮，买羊的争着要。这 4 只中秋节前人家

来拉，价钱都说好了。现在政策好了，靠

自己的双手一定能脱贫致富。”谢全保说。

谢全保今年 57 岁，因为家境不好，他

40 多岁才成家。其妻耳聋伴间歇性精神

病，没有劳动能力。2016 年 12 月，他家被

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群众有难处，政府来帮助。谢全保

的妻子之前流浪在外，户籍已被原籍注

销，为顺利给他们办理低保，乡干部孙文

涛等设法为她办理了户籍。“现在我俩一

人一个月 230 元的低保金，村里还为我申

请了一个保洁员的公益岗位，一个月 850

元，加上卖羊的收入，生活开销不用愁

了，日子越过越美。”谢全保笑着说。

为了让其有稳定的收入来源，2017年

9 月，该村一村干部将自家的公羊和母羊

各免费送了他一只，让他如获珍宝，切饲

草、打扫羊圈、喂水、加料格外用心，晚上

睡觉小羊羔就拴在床头。

“看着羊，俺就有了致富的念想。”谢

全保说，经过精心喂养，半年后公羊膘肥

体壮地出售了；10 个月后，母羊产了 3 只

小羊羔。他用卖公羊的钱又买了两只母

羊羔。就这样，他的羊群越来越大，最多

时达到 33只。

养殖初期，由于缺乏经验，他接连损

失 3 只母羊。为了帮他降低养殖风险，提

高饲养技术水平，乡里安排他参加县人

社局组织的养殖培训班。“培训不花钱还

有补贴，机会多好啊。”谢全保说。在培

训班上，他认真记笔记，学会了科学配

比、绿色养殖等专业知识，为走上科学养

羊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要进行危房改造，我连 200 元

钱 都 拿 不 出 来 ，更 别 说 垫 支 8000 多 元

了。现在没有这样的烦恼了。”谢全保告

诉记者，因为住房老旧，2017 年乡里决定

对他家进行危房改造，但根据规定，前期

他需要垫付资金。因为没钱，他向好多亲

戚借钱才凑齐，而现在他已经有存款了。

“存款也不多，但比以前强太多了。”

近 3 年来，谢全保不仅还清了房屋改

造欠款，还买了部分家电。2019 年底，谢

全保家光荣脱贫。

“还得不断地学习，现在我基本上学

会了给羊看病、打针，掌握了育种、养殖

技术，羊的成活率也大大提高。”谈及下

一步打算，谢全保说他准备扩大养殖规

模，争取早日实现小康。

（本报记者 张鸿雨）

贫困户谢全保：赶着羊群奔小康

本报讯 （记者程颖）9 月 2 日上午，

记者来到鲁山县瀼河乡赵楼村，只见紧

临省道 233 的山坡上，占地近 10 亩的光

伏电池板一字排开，在太阳下熠熠生辉。

赵楼村共有 437 户村民，其中贫困

户 152 户。该村人均耕地仅 0.4 亩，主要

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产业基础几乎空

白。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市房产事务

服务中心对口帮扶赵楼村，通过推进光

伏发电站、“生猪千头线”等扶贫产业项

目，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还带动了

贫困户增收，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

血式”扶贫转变。

“为了找片适合的地块，扶贫干部可

费了不少功夫。”光伏电站维护员、村民

杨恒才说，光伏电池板对安装位置有要

求，要选在光照好、易维护的荒坡才行。

在扶贫干部的带领下，他们先后在村子

里反复选择、对比最佳位置，最终选了这

块荒地。

这块荒地让赵楼村从此摘掉了没有

村 集 体 收 入 的“ 帽 子 ”。 光 伏 电 站 于

2018 年初正式并网发电，国家电网以每

度 0.36 元的价格收购电力，另外每发 1

度电还可享受相应补贴。目前，该电站

年收益达 12 万元，主要用于村级公益性

支出和贫困户帮扶。

在该村的两条“生猪千头线”项目现

场，记者看到生猪已经出栏。“生猪千头

线”（每条线一年可出栏 1000 头生猪）项

目由政府出资建设，项目建成后交付村

集体，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赵楼村村

民李同欣租赁经营“生猪千头线”项目

后，每年向村集体交纳租金 10 万元，这

笔收入的 40%用于村里公益事业的支

出，余下的 60%用于支持贫困户脱贫致

富。获得稳定收益的李同欣还办起了制

饼厂，吸纳同村十多位贫困户在家门口

就业。该村贫困户赵娟已在制饼厂打工

两年多了。她说：“以前全靠外出打零

工，村里照顾俺，给俺安排了这份工作。

每天早上 6 点多上班，下午两三点就能

回家，不耽误接孩子、干家务活儿，还能

在家门口赚钱，俺可满意了。”

在该村距离省道 233 不足 1 公里处，

去年刚刚投产、主要从事现代化全自动蛋

鸡养殖的星粲农牧有限公司分拣车间里，

3名工人正忙着将新鲜的鸡蛋装箱，然后

供应市区多家超市。今年起，该公司可为

赵楼村贡献4.65万元的租金收入。

市房产事务服务中心主任马琳告诉

记者，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就业是最有

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造血式”扶贫，

实现了赵楼村集体经济和贫困户共同增

收的双赢局面。

引进项目 发展产业

“ 造 血 式 ”扶 贫
让 赵 楼 村 蜕 变

“ 这 花 生 秧 可 是 好 东 西 ，富 含 粗 纤

维，粉碎后掺在猪饲料里，可以增强猪的

肠胃功能。”9 月 2 日，正在收集花生秧的

脱贫户潘留海说。

当日，在汝州市农业农村局驻枣树

庙村扶贫工作队队员王俊杰的带领下，

记者在一处山坡田地里见到了潘留海。

“农村几乎户户都养过猪，但之前我

真没想到还能通过养猪脱贫致富。”说起

养猪，潘留海打开了话匣子。枣树庙村多

山岭地，之前都是靠天收，他家的 4.8亩地

一般种植红薯、花生、玉米等，因为干旱，冬

小麦很少种植。种地基本上不怎么挣钱，

再加上孩子上学，潘留海一家人的日子捉

襟见肘，2015年他家被认定为贫困户。

2017 年，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动员

下，潘留海开始养猪。“驻村工作队找到

我时，一时间我还不敢尝试，虽然有养

牛、养猪的经验，但对于规模养殖一窍不

通。”潘留海说，他虽然知道山区村适合

发展畜牧养殖业，但因缺少启动资金、怕

赔钱而迟迟不敢尝试。

潘留海说，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

他申请了 5 万元的小额贴息贷款，又向亲

友借了些钱建起猪舍，买回 60 头仔猪开

始了养猪之路。为了养好猪，他买来书

籍自学养猪技术，并经常参加饲料厂、兽

药厂举办的养猪技术培训班，边学边实

践边思考，学以致用。这一批仔猪生长

很顺利，6 个月后出栏，他挣了 4 万多元。

也是在这一年，潘留海一家脱贫了。

养 猪 挣钱了，潘留海的干劲儿更足

了 。 2018 年 ，潘 留 海 养 了 200 多 头 猪 。

“2018年虽然养得多，但没有挣到多少钱。”

潘留海解释说，当年 8 月生猪达到出栏要

求，他本和收购商约定次日来村收购，但

当晚他接到通知，因非洲猪瘟暂时停止

外调生猪。半个月后通知解除，他果断将

达到出栏要求的 110头生猪按照每公斤 13

元的价格卖掉，因此没有挣到多少钱。

2019 年初，非洲猪瘟的影响还在，谨

慎的潘留海只养了 80 余头仔猪，其中部

分还是自家母猪繁育的。“没想到这一年

挣到了大钱，2019 年猪肉行情看涨，80 多

头猪出栏净挣了 20 多万元。”说起去年养

猪挣钱，潘留海很兴奋。

潘留海家的猪很少生病，对此他有

自己的独特经验：“隔段时间我就在猪舍

里撒些山上的红土，红土里富含铁元素，

猪拱食后可以预防、治疗拉肚子，我还把

平时采的蒲公英、茵陈、野菊花、柴胡加

在 猪 饲 料 中 ，并 割 青 草 为 猪 补 充 维 生

素。”就是这些“土办法”，让潘留海家的

猪长势良好。去年 10 月，潘留海购进第

二批仔猪，今年 5 月出栏，150 头生猪卖了

68万元，净挣 20多万元。

有技术有市场，潘留海说出自己的新

打算：“我准备再建一个猪舍，专门养母

猪，产下的仔猪一是供自用，二是出售。”

今年 3 月，他被评为枣树庙村致富带

头人。“现在村里的贫困户基本上都脱贫

了，可仍有一小部分村民离小康还有一

段距离。我不光要自己富裕起来，还要

发挥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将自己的养殖

经验传授给需要的村民，带动村民一起

致富奔小康。”潘留海说。

临近中午，潘留海走进猪舍熟练地

向 食 槽 内 添 食 。 看 着 猪 舍 内 欢 快 进 食

的半大生猪，潘留海笑容满面：“现在存

栏的 246 头生猪元旦前就能出栏，看现

在生猪市场走势，到时价格说不定会更

高……” （本报记者 魏森元）

——贫困户潘留海养猪走出致富路

技术在手 致富有方

8 月 31 日上午，平顶山瑞宝红牛肉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书岐在用特制的梳

子为一公牛梳理毛发。

49 岁的李书岐从北京大学毕业后，

在北京成立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并

成功掘得“第一桶金”。2008 年，李书岐

返乡创业，养殖郏县红牛。该公司采用

“公司+合作社+养殖场+农户”模式，通

过红牛领养增重、吸纳劳动力就业、订单

种植饲草等方式累计带贫 137 户，并通过

分红帮助 11个村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养牛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