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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春节临

近，1 月 28 日下午，县委副书记贾

肖鹏一行看望慰问部分企业和困

难职工，送去慰问品、慰问金和新

春的祝福。

贾肖鹏一行先后到隆鑫机车

有限公司、中盐河南盐业物流配送

有限公司等企业，认真听取企业整

体经营情况和下一步发展思路，详

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

难，对企业为叶县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贾肖鹏一行还到省农业劳模刘

桂显和困难职工田征家中看望慰

问，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

鼓励他们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

度，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早日走出困境，重建美好生活。

县领导慰问部分企业和困难职工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2 月 1 日上午

9 点，由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平顶山

日报等媒体组建的全省主流媒体采访团

一行 10 人，赴昆山采访。“采访团专门采

访叶县务工人员在昆山如何过年。”随团

的叶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范长坡说。

外出务工是叶县群众脱贫的重要方

式之一。叶县十分关注在外务工人员的

生产生活，在各地设立叶县商会，了解、

关注务工人员的情况，并在昆山成立党

支部，既体现了对他们的关爱，又利于维

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去年，为助推昆山

复工复产，该县各级党委政府派车把务

工人员点对点送到岗位，使昆山市委、市

政府深受感动，双方由此结为友好城市。

家乡采访团来到昆山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 月 31 日一大

早，一辆货车驶进辛店镇南王庄村，叶县

人社局驻该村工作队队长李钦锋等人将

准备好的粉条和面粉装上车。“这是我们

人社局专门购买的，准备发往昆山送给

当地的叶县务工人员。”他说。

原来，这是叶县人社局送给在昆山

务工人员的新春礼包。该局花费近两万

元购买了 150 份南王庄村的红薯粉条和

石磨面粉，让老乡在外地也能感受到家

乡党和政府的关心，安心过年。

叶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全县常年外

出务工人员在 20 万人以上，仅在昆山打

工的就有两万多人。今年，该县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动员外出务工人员就

地过年，要求各地相关人员安排好务工

人员的生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保安镇党委组织委员刘晓奇在昆山

挂职学习。近段时间，他走访了昆山市

花桥经济开发区的多家企业，了解叶县

务工人员的生产生活情况，询问他们是

否需要帮助。一周前，他与叶县其他 5 名

乡镇干部共同被该县县委组织部送往昆

山学习，服务在昆山的叶县务工人员，其

中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就 是 深 入 务 工 人 员 当

中，与他们一起在昆山过年。

1 月 29 日，县长徐延杰来到叶县融媒

体平台，以视频的方式向各地商会负责

人拜年，并委托他们向叶县务工人员转

达新春的问候。近年来，为加大与叶县

在外务工人员的联系，也为了助推招商

引资，该县在广东、上海、北京等地设立

了叶县商会，除定期走访外，每年春节前

都会上门拜年。今年考虑到疫情防控形

势，该县通过视频慰问商会人员，并通过

他们转达家乡人对当地叶县务工人员的

关心。

一项项举措给叶县在外务工人员吃

下了一颗颗定心丸。目前，八成以上务

工人员表示将在当地过年。

送去家的味道 转达心的问候

叶县支持外出务工人员安心就地过年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2 月 1 日，位于

保安镇境内的平顶山新时代能源有限公司

16 台 风 力 发 电 装 置 的 巨 型 扇 叶 随 风 转

动。“全部并网发电后，已经发电 1500 多万

度（千瓦时）了，真没想到！”该公司项目经

理侯春雷说。

侯春雷没想到的是，他们公司在保安

镇境内建设的风电项目施工期才 8 个多

月。要知道，当初他们估计最快也得一年。

去年 3 月底，该公司投资 3.2 亿元在保

安镇境内开工建设 16 台风电项目，设备重

且长，仅扇叶就有十几层楼高，运输路线也

长，哪个环节都牵涉着施工进度。

让项目尽快投建，既是该公司的心愿，

也是保安镇政府的心愿。因为该项目由保

安镇和全镇村集体入股投资，早一天发电

就能早一天有收益。

时间紧，任务重。保安镇专门成立了

领导小组，镇领导任组长，镇村干部为小组

成员，协调征地、占地补偿等问题，交通部

门也积极配合。“保安镇政府说到做到，再

难 的 问 题 一 两 天 就 解 决 了 ，施 工 就 没 停

过。”侯春雷说，尤其是运输塔基和扇叶时，

走的是乡间道路，空间有限，许多地方需要

搭桥从田地里过，当地政府及时与村民协

调，保证了施工进度。

平顶山新时代能源有限公司是金风科

技公司旗下分公司。金风科技科学谋划、

做好预案、交叉施工，有效缩短了工期。

去年 12 月 24 日，16 台风力发电装置

全部并网发电。

“再难的问题一两天就解决了”

保安镇 8个多月建成风电项目

2 月 1 日上午 9 点，由河南日报、河

南电视台、平顶山日报等媒体组建的全

省主流媒体采访团一行 10 人，驱车赴昆

山采访。叶县宣传部对外宣传事务服务

中心主任刘烨受在昆山市挂职学习的叶

县保安镇党委组织委员陈晓奇委托，驾

驶陈晓奇的车同行。

从叶县出发，中途在高速公路服务

区休息两次，到达 800 多公里之外的江

苏昆山时，已是晚上 6点半。

“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没接着大

家，多谅解。”晚上近 7 点，打车从 31 公里

外的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赶到采访团

入住酒店的陈晓奇说。

“谢谢！车送来了，出行就方便了。”

当刘烨将车钥匙递给陈晓奇时，陈晓奇

说：“真是巧，我从叶县县城家中到保安

镇上班也是 31公里。”

陈晓奇今年 34 岁，1 月 19 日被县里

抽调到昆山市挂职学习 3 个月，被分配

到了花桥经济开发区。除了学习当地先

进的营商理念外，他还有另一项任务，就

是为叶县籍在昆务工人员提供服务。

“上周跑了 14 家企业，了解到从叶

县和河南其他地方到这儿务工的人不

少，他们大多表示会响应国家号召，在昆

山过年。”陈晓奇说，他除了在花桥经济

开发区工作外，还要不定时地到设在昆

山市区的叶县驻昆山市流动党员委员会

汇报工作、办事，“没有车真是不方便。”

“要知道你们来，说啥也要让你们把

我的车也开来。”今年 32 岁、从叶县常村

镇到昆山市经济开发区挂职学习的李明

欣也来到了酒店。

昆山市开发区是国家级开发区，仅

规模以上企业就有 2000 多家，是叶县籍

务工人员的集中务工地。

“我已经同开发区的人社部门对接

过了，现正逐家企业统计叶县籍乃至平

顶山籍务工人员情况，建立档案，为他们

提供各种服务。来回跑，没有车真是不

行。”李明欣说。

“以后不一样了，有了车，我们能更

好地为在昆山务工的老乡服务了。”陈

晓奇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千 里 送 车 记

2 月 1 日，在田庄乡道庄村村

外的塑料大棚里，草莓长势喜人，

不时有人带着孩子来采摘。

“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品种

白雪公主和宁玉。”大棚主人、竹林

农本农业发展开发有限公司股东

之一李石磊自豪地说，公司农业园

仅草莓大棚就有 36 个，他们高投入

购买有机肥，采用物理原理捕捉害

虫，草莓味道出众，每斤（1 斤=500

克）最高卖到 50元。

田庄乡曾被称为蔬菜之乡，李

石磊是乡里最早种植大棚蔬菜的

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无奈放

弃蔬菜种植，但是始终不甘心，因

为他认为绿色农业大有前途。

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竹林农

本农业发展开发有限公司另一位

股东景奇，他是清华大学硕士研究

生。几年前，他放弃上市公司高薪

回乡养羊喂鸡，发展绿色种植养殖

业，并带动群众致富，还开了多家

网上店铺，打响了自己的稻谷泉品

牌，把村里的土特产卖向全国。

公司第三个股东叫许广亮，是

位于田庄乡东李村的望三江公司

的经理。望三江主营电子元件加

工、中低压电器安装等业务，带动

上百名村民就业，当地政府给予了

大力支持。看到许多乡亲外出务

工，许广亮一直想做点啥，把乡亲

留在家门口就业。

在乡村振兴大潮中，田庄乡借

助土地平整和紧临城区的优势，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恢复蔬菜产业。

于是，有着同样梦想的 3 人在乡政

府的支持下，流转道庄村上千亩土

地发展绿色农业。

去年，3 人在大部分土地上种

植高强筋小麦，同时陆续投建了 90

亩的大棚，利用资金、技术和市场

优势，种植草莓和蔬菜，尽管受到

疫情影响，但还是小有收获，草莓

也打出了一定的知名度。

今年，他们在大面积种植草莓

的同时，自己育苗销售，竟然多了

50 万元的进账。目前，草莓陆续进

入 收 获 期 ，每 天 都 有 不 少 人 来 采

摘。

他们还种植了 6 棚羊肚菌，目

前已经露头。每斤羊肚菌的售价

在 100 元以上，再有 3 个多月就能

成熟上市。

该公司还种植有车厘子，虽然

目前还未挂果，但是凭着稻谷泉品

牌的影响力，已被预订一空。同样

正在预订的，还有他们种植的秋月

梨、蓝莓。

当天，记者注意到，村民李晓

君在草莓大棚里时而组织村民采

摘，时而让人浇灌草莓苗。原来，

该公司将草莓大棚按照每亩 6000

元的价格承包给李晓君，她负责按

照公司的要求栽种、疏果、浇地和

采摘。草莓大棚总共有 60 多亩，每

亩利润上千元。

为做实做大产业，3 人谋划后

年上马果蔬加工业，将果蔬做成干

脯，延长产业链，既能增加产值，又

能解决销售难题。他们还成立了

合 作 社 ，通 过“ 公 司 +合 作 社 +农

户 ”的 模 式 让 更 多 人 加 盟 绿 色 农

业，共同致富。利用区位优势，3 人

还开办了农家乐，提供采摘、餐饮

“一条龙”服务，进一步推动绿色农

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杨沛洁）

一个执着绿色农业，一个放弃高薪返乡卖土特产，
一个想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就业——

三人拾柴火焰高 致富路上铆劲跑

2 月 1 日晚，在昆山预订酒店办完入

住手续后，采访团来到酒店餐厅用餐。

“你们是河南人吧？”餐厅一名男服

务员高兴地问道。

听到肯定答复后，他马上补充道：

“我是叶县人。”

老乡见老乡，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这名服务员叫许廷召，今年 50 岁，

常村养凤沟人，2005 年同妻子一起来昆

山打工，目前在这家酒店当服务员，每月

收入 6000 元左右。

“儿子、儿媳也在昆山打工，今年 1

月初才回去。”许廷召说，他还有一个小

孙女，在家乡上幼儿园，妻子 2017 年回

乡照顾孙女，没再出来打工。

许廷召和儿子、儿媳在不同的企业

工作，每年全家收入 20 万元以上，在家

乡新农村社区买了楼房，家里各种家用

电器一应俱全。他还花十四五万元买了

一辆小汽车，回乡时驾车往返。

“最近，我们很多老乡都商量不回家

过年了，就在昆山过，还能拿高工资。”许

廷召说。

“初步统计，八成以上叶县籍在昆山

务工人员表示要留在昆山过年。”叶县驻

昆山市流动党员委员会组织委员、转移

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谷丹丹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老乡见老乡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 月 28 日上午，

保安镇镇政府迎来了 10 位小客人，该镇党

委书记贺利民将崭新的棉衣、棉裤一一送

到小客人手里。

“谢谢好心人，我一定好好学习！”接

过棉衣、棉裤的保安镇豹沟村 10 岁的朱验

亭说。他的父亲长年有病，不能外出打

工，家庭经济困难。当天，收到新衣服的

10位小客人都来自困难家庭。

春节来临之际，负责保安镇镇区和所

属村庄保洁工作的市义生祥物业管理公

司花费 5000 元购买了棉衣、棉裤，送给该

镇 10 位困难儿童，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

的温暖。

保安镇属山区乡镇，农村基础条件较

差，人员居住分散，保洁任务繁重。2018

年，从事物业管理工作的市义生祥物业管

理公司在全镇的质疑声中接手了该镇的

保洁工作。他们在投入充足的车辆、机

械，派来得力的管理人员的同时，优先招

用困难群众为保洁员，最多时招用了 80 多

名困难群众，成为招用困难群众的龙头企

业。

经过短暂培训后，该公司员工埋头开

展工作。由于保安镇村庄多、战线长，不

少地方尤其是桥下、沟中堆积了不少陈年

垃圾，且工作条件差，难以清理。该公司

员工克服困难，采用肩扛人抬等办法，将

清扫出来的垃圾运出，全镇环境卫生很快

得到改善。在全县人居环境观摩中，保安

镇获得了较好名次。

此后，该公司用真抓实干让该镇保洁

工作一直位于全县前列，赢得了越来越多

人的肯定，也在该镇开拓出更多的业务。

镇卫生院等单位纷纷邀请他们去保洁，该

公司营业收入稳定增长，去年仅在保安镇

就盈利 300 多万元。随着业务的顺利展

开，该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持续在当

地开展公益事业。

近年来，随着人居环境整治和路域环

境整治的深入，该公司经常接到绿化、修

剪等额外任务，但他们总是积极接受、不

讲条件、按质按量地完成。杨令庄村是该

镇这几年快速发展起来的明星村，去年，

一座大型娱乐项目在该村落户并投用，也

是村集体经济项目。为吸引更多游客，同

时让游客玩得舒心，项目的绿化、保洁也

随之需要提档升级，然而，当地村民没有

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合适的机械设备。

正在此时，该公司无偿伸出援手，投入多

台机械、清扫车辆，还从外地调来施工人

员。“前后干了 3 天，投入了两万多元，但是

最后一分钱没要，真是感谢他们。”贺利民

感慨地说。

“我们公司能有今天离不开保安镇人

民的支持，所以我们会继续开展公益事

业，回馈当地群众，尽一份民营企业的爱

心。”该公司负责人王勇杰说，下一步他们

将购买面粉、食用油等物品慰问保安镇一

些困难人员。

回馈社会 奉献爱心

市义生祥物业管理公司热心公益获点赞

1月 30日，龚店镇水牛杜村志愿者在

疏浚白龟山水库南干渠八支渠。

为巩固脱贫成果、筑实脱贫根基，该

县继续加大农田设施投放力度，加快冬

春水利建设，把沟渠、河塘利用起来，把

水系连通起来，留住空中水、蓄住过境

水、补给地下水，打造水韵乡村，助力乡

村振兴。

郑潇 摄

连通水系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 月 31

日 ，在 夏 李 乡 岳 楼 村 村 外 的 空 地

上，20 多名工人正忙着垒砌圈舍、

焊 接 钢 架 、开 挖 坑 塘 、平 整 场 地 。

“这是岳楼村上马的生猪养殖综合

体项目，是我们县目前最先进的养

殖模式，投产后年出栏商品猪近万

头。”叶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兰世庆

说。

叶县属农业大县、生猪调出大

县。近年来，随着环保力度的加大

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深入，因粪

便无法及时处理且易产生气味，村

内 或 家 内 散 养 生 猪 模 式 被 淘 汰 。

该县曾鼓励村民将圈舍建到村外，

然而依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污染

问题，导致养猪业发展滞后。

经 过 多 次 考 察 ，结 合 脱 贫 攻

坚工作，2018 年，该县出台政策引

导实施“千头线”生猪养殖模式：在

村外建一条年出栏千头的养猪线，

粪便施入百亩田中，每建一条合格

的“千头线”，政府补助 20 万元。两

年内，该县增加了 177 条“千头线”，

生猪养殖模式悄然升级。由于粪

便入田，“千头线”还带动了该县的

果树和农作物种植业发展。

2019 年，为全面助推村集体经

济发展，该县整合多方资金发展村

集体经济项目。依托养猪业的优

势，县委、县政府牵头，引入银行、

保险公司和养猪专业公司等，实施

生猪养殖综合体项目，除建设标准

化生猪养殖区外，还建设了有机肥

粪污环保处理区，“千头线”成功升

级 。 综 合 体 项 目 年 出 栏 商 品 猪

9600 头，投资额在 500 万元以上。

为解决资金投入大、市场风险高的

难题，该县引入财政风险金，为养

猪户和银行降低风险。目前，西刘

庄等 3 个村的生猪养殖综合体项目

已建成投用，返租给正大等国内知

名专业养猪公司，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百万元以上。由于收益可观且

无环保顾虑，该县的生猪养殖模式

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岳楼

村在建的生猪养殖综合体项目投

资 700 万元，除了村集体自筹及贷

款外，部分村民也积极入股。

叶县主动升级生猪养殖模式，

有力确保了生猪生产总体稳定，获

评 国 家 级 畜 牧 业 绿 色 发 展 示 范

县。目前，全县生猪存栏 52.68 万

头、出栏 80.73万头。

从散养到“千头线”再到综合体

叶县生猪养殖模式持续升级

1月31日，龙泉乡干部和该乡齐

庄村村干部前往困难群众家中慰问。

当 天 ，该 村 新 当 选 的 村 党 支

部书记范晓杰带动村“两委”干部

捐 款 5200 余 元 ，购 买 了 面 粉 、食

用油等物品，慰问全村 80 岁以上

老人和困难群众。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捐款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