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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亚奇）上

月 28日，叶县第六小学（宏达小学）开工。

该校位于叶县昆阳街道辖区，占地面

积 23.2 亩，投资约 3892 万元，拟建 3 栋 4 层

教学综合楼，设 6 个年级 30 个班，可容纳

1350 名学生。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叶

县城区面积逐渐扩大、人口逐年增多，中小

学生入学压力较大。为有效缓解中小学生

入学难问题，该县克服困难建设了焦庄小

学等多所学校。

叶县第六小学由世界叶氏联谊会总会

长、深圳富士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叶宏达

捐建。

叶县是叶氏的祖地。长期以来，海内

外叶氏儿女长期关注祖地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并积极投资支持叶县发展。叶县举办

了多届叶氏联谊会，为叶氏儿女拜祖和投

资搭建平台。

由叶宏达捐建 可容纳1350名学生

叶县第六小学开建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上月 30 日上午

10 点多，在常村镇境内秀美的金龙湖畔，

随着发令枪声响起，几十名队员围绕金龙

湖开始了健步比赛。

健步比赛活动由市孤石滩水库管理局

工会和常村镇工会联合举办，参赛队员来

自两个单位的干部职工，行程为环湖一周

4公里。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角逐，比赛分别评

出男、女组一、二、三等奖，并一一颁发奖

品。

常村镇属山区乡镇，境内山清水秀，水

库众多。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该镇发展特

色养殖、种植业，致力于打造中药材种植基

地，帮助村民脱贫摘帽。同时，该镇依托山

水资源，借助正在建设的全县投资最大的

扶贫旅游线路，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尤其是

在柴巴等村发展民宿产业，让山水变成群

众致富增收的金钥匙。

参加活动的常村镇党委书记赵幸伟

说：“此次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激发了大

家热爱家乡的情怀。”

叶县举办金龙湖
健 步 比 赛 活 动

1 月 4 日，洪庄杨镇蒋湾村的花生产业

园里停放着几台花生收割机和花生摘果

机，厂房内，一袋袋装好的花生整齐地码放

在一起。不远处，该村党支部书记李伟逢

正带领工人建设新厂房。

“新厂房准备安装一套精选花生米设

备，这样明年就能扩大生产规模，让更多村

民入股分红，大家一起共同致富。”李伟逢

说。

洪庄杨镇被沙河、汝河、湛河三面环

绕，常年河沙冲积形成了沙质土壤，有着种

植花生的天然优势。蒋湾村位于洪庄杨镇

东 南 部 ，全 村 共 有 2185 口 人 ，耕 地 面 积

2200 亩，几乎家家种有花生，但以前花生产

量低、卖不上价甚至卖不出去。

2014 年，李伟逢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

从上任起他就思考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

况。为此，他多次到广东、广西及南阳、开

封等地取经。2016 年，在他和村“两委”的

引领下，不少农户开始调整种植结构，试种

高产量的“罗汉果”花生。经过试验，“罗汉

果”花生亩产可达 400公斤。

2019 年，李伟逢决定采取“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由村“两委”干部入股投资 300

万元，流转土地，以麦套花生的种植方式发

展村集体经济，建立了蒋湾村花生产业园，

这样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可以

帮助贫困村民增收致富。花生收购上来

后，经过分拣、精选等流程，花生米和花生

种装袋分区码放，销往福建、江西等地，出

售的花生种纯度、净度都保持在 95%以上。

“去年，精选出来的花生种我们卖了

1000 多吨，现在厂房里剩下的花生种马上

要运往东北三省。花生壳和花生秧加工成

了优质饲料，也可以增收。”李伟逢说。

“我们镇花生价格普遍提高了两毛钱，

这也得益于蒋湾村花生深加工设备的上

马。”洪庄杨镇党委书记王小红说。

今年 57 岁的李国俊是蒋湾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一直靠种地为生，农闲时在附近

打零工。去年 8 月，李伟逢想让村里的贫

困户到花生产业园工作增收，并一户一户

做工作，希望他们入股。李国俊就是在他

的帮助下贷款 5万元入股了产业园。

“前几天刚拿到了 3000 多元的分红，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而且，只要产

业园有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干

活每天能收入 100 元左右。”李国俊高兴地

说。

李伟逢说：“刚开始建花生产业园时，

村‘两委’动员村民入股，不少人抱着观望

的态度，村‘两委’就带头入股。产业园一

开，每天来参观的村民很多。现在销路也

打开了，不用我们动嘴宣传，大家都主动上

门要求入股。”

几天前，来自东北的花生和玉米也先

后被运到了蒋湾村。原来，由于库存加工

的花生少，他们就从东北运来花生和玉米

进行分拣，再以小包装卖到市场上，每斤

能净挣 5 毛钱左右，这让集体收入又增加

了。

“我们增加新设备后，在大量提高花生

加工能力的同时，还将筛选花生种子，这些

种子不仅提供给附近种植户，还将运到东

北提供给当地的种植户。”李伟逢说。

据王小红介绍，随着花生加工能力的

扩大，洪庄杨镇也在谋划花生榨油、花生米

加工等项目的落地，今后，花生种植、加工

将成为农业增效的“金钥匙”，成为农民致

富的“金豆豆”。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王梦琪）

花生成为村民致富的“金豆豆”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郑鹤凌）“这个图片形象生动，

宣传效果不错。”1 月 4 日，叶县纪

委监委“清风叶县”微信公众号平

台上发出的一条杜绝餐饮浪费的

H5，引起了关注点赞和热议。

春节临近，叶县纪委监委提

前部署，将强化餐饮浪费监督作

为近期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并

加大了宣传力度，利用 H5 便于传

播的特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

现了叶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狠

刹奢侈浪费之风的诸多举措，引

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的社会风尚。

这种宣传形式的创新是叶县

纪委监委狠刹浪费之风，对餐饮

浪费说“不”的一个缩影。

叶县纪委监委印发了《叶县

纪委监委关于加强监督执纪坚决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若干准则》，

围绕全县各级各部门落实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的部署推动情况、监

督监管、建章立制等情况开展专

项监督。在监督检查中，把压实

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作为监督重

点，着力发现并严肃查处违规公

务用餐、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及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违规违纪问

题，形成震慑效应。通过“清风叶

县”微信公众号和“叶县廉情监督

网”向全县党员干部发起拒绝“舌

尖上的浪费”倡议。

叶县纪委监委的 17 个派驻纪

检监察组更是充分发挥“探头”及

“零距离”监督作用，一方面，督促

县市场监管局联合相关餐饮行业

协会发起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书，指

导餐饮企业科学合理设计菜单；督

促县融媒体中心对节约粮食开展

公益性宣传；督促县教体局把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作为学校日常教育

的内容，在食堂内推出营养简餐，

大力培养学生的节约习惯。另一

方面，派驻组加大驻在单位干部职

工食堂监督，督促后勤负责人员从

食材采购、干部用餐、剩余菜品处

置、公务接待用餐等环节加强管

理，推进单位食堂节约用餐，减少

浪费，同时，对驻在单位和综合监

督单位班子成员开展谈话提醒，督

促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其

后勤、财务等重要岗位重点人员

强化教育、监督、管理。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

费。叶县纪委监委通过宣传教育

引导、制度严密防控、明察暗访突

击等，严肃查处超标准公款接待、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等突出问

题，严防“舌尖上的腐败”。

培养节约习惯 加强日常管理

叶县纪委监委加强制止餐饮浪费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吕浩）1 月 4 日上午，尽管寒风

凛冽，但是叶县盐都街道办事处

院内熙熙攘攘，锣鼓喧天，该街道

孙湾村村民将两面锦旗分别递交

到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森和孙湾村

党支部书记孟慧克的手中。

孙湾村位于沙河以北，共有

223 户 887 人，以沙质土地为主，

主要种植传统农作物。

2020 年 6 月 ，孟 慧 克 被 派 驻

到 孙 湾 村 任 党 支 部 书 记 。 上 任

后 ，他 走 访 入 户 ，倾 听 村 民 的 呼

声。孟慧克了解到，村里的通村

公 路 窄 ，地 面 坑 洼 不 平 ，晴 天 扬

灰、雨天积水，村民改变道路现状

愿望迫切。

到现场察看后，孟慧克心里

很不是滋味，就与村“两委”干部

商 议 ，决 定 带 领 村 民 翻 修 道 路 。

但是这个建议遭到部分村民的反

对：修路的资金怎么解决？影响

到村民利益怎么协调？

面对缺资金的问题，孟慧克

前期垫资，并向街道办事处争取

上级部门 8 万多元的资金支持。

去年 10 月，叶县县城新文化路升

级改造。孟慧克盯住了拆下来的

老旧道牙，迅速找到项目负责人，

拉回十几车供村里使用。

在孙湾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

力下，该村铺设柏油路 2400 米，新

修农田生产路 2000 米，打通断头

路 7 条，修排水道 1700 米，铺设道

牙 3500 米 ，加 宽 路 面 1 米 、长 度

860 米，栽种绿化树木 220 棵……

如今的孙湾村，村容村貌发生显

著变化，村内道路宽广平坦，环境

优美宜人，村民脸上乐开了花。

道路通了村民心气顺，村庄美

了群众干劲足。孟慧克为村里制

定了发展规划：利用村东 150 亩荒

地，种植沙土红薯、沙土萝卜、沙土

红花生和无絮杨树苗等，实现村集

体增收。增收后，村里将改造绿化

废旧河堤，让村子更加美丽宜居。

路通了 村美了 气顺了 劲足了

孙湾村村民送锦旗感谢好干部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 月 5 日，龙泉

乡党委书记王志远在各村了解村“两委”换

届选举工作进度时，特意了解了各村在外

创业人士春节何时回乡的情况。

“我们准备趁春节返乡探亲时召开座

谈会等，了解外边的信息，汇报一年来本地

的发展情况，吸引更多的人返乡创业。”王

志远说。

吸引在外人士返乡创业，是该乡开创

工作新局面的“第一板斧”。

龙泉乡位于叶县东南部，辖 35 个建制

村 5.1 万人，曾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乡镇，

也是叶县至今唯一不通省级以上公路的偏

僻乡镇。由于没有资源优势和交通区位优

势，所以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在全县一度垫

底。

为助力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该乡

从在外打工人数众多上做文章。全乡 35

个村共有在外创业人士 1200 余人、在家创

业意向人士 600 余人。于是，该乡首先在

“内功”上下功夫，整合多方资金、争取上级

支持，修建道路架设线路，克服重重困难吸

引门业老板回归，并帮助他们上环保设施，

形成了门业创业园。与此同时，该乡采取

以商招商的形式，乡党政干部经常外出寻

找招商机遇，利用微信群、朋友圈等，主动

与家乡在外工作的领导、成功人士等沟通

联系，利用清明节和春节等创业人士集中

返乡的时机，或分批或集中座谈，听取他们

对家乡发展的建议，动员更多的人返乡创

业。目前，全乡除有 30 多家门业企业外，

还有了橡皮泥、电子元件、家具、鞋业、箱包

等企业，且吸引了服务上述企业的包装项

目入驻。目前，投资 7000 多万元的整体家

装项目也在建设中。

前不久，位于龙泉村的一家箱包厂缺

工人，王志远通过朋友圈等帮助推介。促

创业以吸引更多的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从

而实现保就业，是该乡开创工作新局面的

“第二板斧”。

为此，该乡内、外兼修。外，就是向外

输出劳务，稳住就业存量。疫情期间，该乡

党委书记、乡长亲自抓，并抽调 10 名机关

干部充实到专项工作组队伍，动员全乡机

关干部、村组干部、驻村干部、社保员等投

入到复工复产和推动外出人员返岗就业工

作上来。为做到应输尽输，他们逐户对照，

逐人研判，排查出拟外出人员 7652 人，积

极对接外地企业 78 家，包括省内的郑州富

士康、思念集团，省外的上海施乐普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森永发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意

之趣科技有限公司，护送外出人员上岗，并

为他们提供口罩、食品、消毒服务等。

内，就是向内挖掘潜力，开发就业增

量。通过近年的持续努力，龙泉乡共招引

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41 家，加上一般合作

社等其他经营主体经济组织 90 多家，为保

就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该乡组织企业和

就业意向村民召开多个批次的就业双向对

接招聘会，先后帮助 600 余人就业。提早

谋划，动员乡内企业利用朋友圈、微信群等

网络形式推送招聘信息，先后动员 37 家企

业，推送就业岗位 899 个。积极动员本乡

企业复工复产，免费提供消毒液、食品、口

罩 等 防 疫 物 资 ，为 企 业 复 工 复 产 创 造 条

件。目前，该乡在本地企业上班的有 4262

人，还吸引了周边乡镇及舞阳县、鲁山县和

贵州省等外地务工人员 700余人。

去年第四季度，该乡在门业创业园又

悬挂上了龙泉乡红鹰创业工程孵化中心的

牌子。该孵化中心涵盖接待大厅、培训中

心、综合办公室，设置有政策协调服务组、

规划建设组、指导培训组、科技研发技术推

广组、信息化服务与交易保障组、产业融合

发展组。“促创业、保就业，最终目标是抓好

企业孵化，发展产业，这是我们实施高质量

发展的‘第三板斧’。”王志远说。

随着招商项目的增多和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的深化，该乡逐渐形成了门、迷迭香、

香菇、家具等产业，为此，该乡建立一系列

管理机制促进企业健康孵化，促使其不断

在 规 模 上 做 大 做 强 ，在 产 业 链 上 日 益 完

善。目前，该中心已经总结出实体型、土地

合作型、入股分红型等六大成熟模式，为谋

划更多的未来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龙泉乡各类个体工商户 772 家、

各类合作社 73 家、各类企业 175 家，全乡呈

现出发展势头强劲、产业兴旺发达、群众安

居乐业的局面。省、市、县主要领导等先后

多次到龙泉乡检查指导工作，近一年来全

省各地前来参观考察累计 200 余次，全市

乡镇扶贫产业培育暨招商引资现场会、全

市组织部长现场会等会议先后在该乡召

开。全乡还先后获得了省级乡村振兴试点

单位、省级电商扶贫先进单位、平顶山市脱

贫攻坚“鹰城榜样”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促创业 保就业 谋产业

龙泉乡“三板斧”劈出高质量发展新天地

1 月 4 日上午，在夏李乡西田

庄村村民王桂元、段春华夫妇的

花菇种植基地，一袋袋菌棒上下

整齐排列，20 多名村民穿梭于 24

座大棚间忙着采摘花菇。

“去年，我种了 4 万袋花菇，头

一茬卖了 7 万多元钱，接下来的 3

茬预计还能卖 30 多万元。”段春华

手捧着小花菇高兴地说。

王桂元、段春华夫妇都年逾

五旬，早年在广州打工时，了解到

花菇需求量大、价格高，而家乡气

候又非常适合种植花菇，于是于

2016 年返乡种植花菇。

花菇是香菇在生产过程中通

过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和通风等

条件，人为改变香菇的正常生长发

育，使菌盖形成褐白相间的花纹。

花菇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农药、肥

料和激素，可达到有机食品标准，

虽然价格高，却深受消费者喜爱。

为了掌握好花菇种植技术，

王桂元先后十多次奔赴驻马店等

地 学 习 香 菇 、花 菇 的 种 植 技 术 ，

2017 年建起花菇种植大棚。夫妇

二 人 起 早 贪 黑 ，吃 住 在 菇 棚 ，配

料、消毒、发酵、装包等 20 余道工

序一一把关参与，遇到困难时相

互鼓励支持，逐渐掌握了大棚花

菇种植技术，练就了一进棚房就

能感觉到湿度和温度是否合适的

本领，大棚花菇种植规模也逐年

扩大，走出了一条依靠食用菌产

业致富的路子，成为当地的花菇

种植大户、致富带头人。

小花菇撑起致富梦。如今，王

桂元夫妇的花菇种植基地里菇棚

达 24 座，去年国庆节前后已经开

始采摘，预计整个出菇期将持续 6

个月左右，年纯收入 20余万元。

“下一步，我们村将以花菇种

植基地为依托，打造支柱产业，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该村党支部书记王辉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王俊鹏）

小花菇撑起致富梦

本报讯 （记 者 杨 沛 洁 通 讯 员 艾 向

华）1 月 7 日，记者从叶县财政局获悉，因

财政工作成绩突出，叶县荣获省级奖励

500 万元，并获得省财政厅“2019 年财政

管理工作先进县”荣誉称号。全省共有 10

个县获此荣誉。

近年来，叶县财政局紧紧围绕县委、

县政府中心工作，着力培育财源，大力增收

节支，强化财政监管，在预算执行、民生保

障、财税改革、监督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

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为打好打赢“三大攻

坚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三农、保障

和改善民生等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

支撑，助推了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去年，叶县财政收入累计完成 17.32

亿元，同比增长 10.5%。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 收 入 累 计 完 成 9.2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2%；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完成 8.06 亿

元，同比增长 10.8%。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叶县财政局被评

为“省级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优秀等级”，获

得市“脱贫攻坚暨农业财政工作先进集

体”“预算综合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地方

债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全县发展

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努力克

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统筹推进财政管理

工作迈向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为全县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坚 实 财 力 保

障。”叶县财政局局长薛涛说。

叶县财政局获省级奖励 500万元

1 月 7 日，龚店镇楼马村村民在看公布的村委换届选举名单。目前，叶县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已经结束，正全面开始村委换届

选举工作，根据村委会自治的法律规定，首道程序就是张榜公布各村符合当选村委干部条件的村民名单。 郑潇 摄

村委换届选举启动

1 月 5 日，田庄乡干部与巡防

员在田庄村进行夜间巡防。为确

保社会治安持续好转，该县各地在

成立巡逻中队的同时，乡村干部排

班巡防，抓实冬防冬控工作，确保

群众安全。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夜间巡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