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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坚决打赢两场硬仗

“对不住，今年你来晚了，这是我从果

园里好不容易采摘到的，也算是我们的心

意。”8 月 6 日上午 10 点多，叶县辛店镇刘文

祥村村民童路军来到村部后，一边将几个

黑李放到记者跟前，一边抱歉地说。

童路军是靠着种植果子成长起来的土

专家，如今已成为叶县的技术特派员，享受

乡县两级政府津贴。

今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多地

水果、蔬菜出现滞销。记者年年关注刘文

祥村的情况，今年果农销售情况如何，是否

也有滞销的？于是，记者来到了刘文祥村。

“今年我们的果子已经悄无声息地卖

完了，很顺利，价格也挺好，就路军卖得最

晚，也在 3 天前全部罢园了。”该村党支部书

记梁留恩说。

当天，十几个果农围坐在记者四周，有

2008 年首批种植户，有后来加入的种植大

户，有 60 岁以上的村民，也有 30 多岁的“归

巢雁”……

他们讲述着在水果市场历经的坎坎坷

坷、与果树同步成长的经营理念，脸上漾着

自豪的笑容。

曾经沿街叫卖 如今政府牵线

李 留 恩 家 里 至 今 还 保 留 着 一 个 电 喇

叭，这是他当初为走街串巷卖果子而购买

的，只要在喇叭里录上几句叫卖声，就可以

重复播放来吸引客人购买。“这里边还有个

笑话，当初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录制叫

卖声，就跑到没人的地方，可是不知道怎么

用。”他说。

刘文祥村的果农家里基本上都有这样

的小喇叭，因为他们销售果子的第一步就

是靠小喇叭。

刘文祥村是辛店镇最偏僻的山区村，

紧临南阳方城，土地贫瘠，村民靠外出打工

增收。2008 年，为增加收入，村“两委”干部

学习外地经验，结合本村实际，率先带领一

部分果农种植黑李，李留恩、童路军就是第

一批种植户。3 年后到了果子收获期，由于

没有客户，更没有销售经验，他们就只能拉

着果子走街串巷去卖。

童路军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卖果子的经

历。由于从没有做过生意，又喊不出口，他

就蹬着三轮车拉着黑李满街跑。到了一个

村子的树下，一群老人在打牌，他把车子放

到那里半天不吱声。有位老人问他是不是

卖果子，他不好意思地点头，有人尝了一

下，觉得果子不错，于是大家纷纷购买。

另有一些村民跑到城区去卖，还有一

些村民到城区超市推销。

然而，只靠沿街叫卖毕竟解决不了问

题。辛店镇党委、政府就将刘文祥村的果

子介绍到了市区市场，市场方面免去他们

的柜台费用，扶贫式帮助销售。由于果子

口感好品相好，第一次试拉的两车，不到天

亮就销售一空。于是，他们就三五一群，将

果子拉到市区市场销售，市场批发的经营

者也帮助促销。“就这样，我们结识了第一

批果子销售商。”李留恩说。

一个收获季下来，每亩收益平均 4000

多元，这大大鼓舞了果农。

闯市场就像他们调整结构种植管理果

树一样，一路蹒跚。

天道酬勤。第二年，刘文祥村的果农

又迎来了丰收年。

由于结识了一批市区的经营者，果子

采摘季，市区的经销商就来了。果农们面

对 着 园 子 里 累 累 的 果 子 ，都 想 早 一 点 脱

手。于是，客商们一来，都争着摘卖各自的

果子。这边价格刚说定，那边就有人悄悄

压价，一度让果农和经销商都受伤。

如何健康闯市场？刘文祥村的果农们

在思索着。

政府搭台宣传 果农诚信供果

“现在，收购商到我们这里，不再是相

互压价，而是悄悄抬价，因为我们果子的品

质好，更重要的是结识的客户多，对果子销

售有了充分的自信。”梁留恩说。

或许是为了证明此话，童路军还打开

了自己的微信群，群里标注名称的收购商

不下 20 个。当天座谈的果农，都有自己的

微信群。“这也意味着都有自己的客户群。”

童路军说。

“我们感谢政府所搭的台，让俺紧紧抓

住了机遇。”梁留恩说。

梁留恩所说的“搭台”，是叶县连续开

展的赏花节和采摘节。就在刘文祥村果农

苦苦破局时，叶县精准扶贫的号角吹响，各

部门八仙过海，借助各自优势在脱贫攻坚

舞台上大显神通。

叶县县委宣传部、叶县文广和旅游局、

叶县融媒体等单位连续举办 3 届赏花节和

采摘节，除请来国家、省、市级多家媒体宣

传外，还借助网络直播等形式，将包括刘文

祥村在内的水果产业宣传到了世界。刘文

祥村的果子不但走出河南走向全国，而且

远销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每到果子成熟

季节，客商们就及时联系了。”梁留恩说。

在 刘 文 祥 村 的 果 树 面 积 迅 速 扩 大 到

2400亩的过程中，不但产生出了像童路军这

样的土专家，而且培养出张法有、梁法旺等

种植大户，他们也都结识了一批批的果子经

销商。由于果子采摘期不同，且这家几亩那

家几十亩的，朴素的村民们自觉采取合作的

方式，他们会根据不同果子的采摘量，有计

划地招呼客商来收购。

由于一个大车能拉十几吨，货车来的

时候，他们就相邻几家拼齐果子。“村民们

也自觉做到了诚信，对方要多大的果就是

多大的果，绝不掺假。”梁留恩说。

所以，每到采摘季，果园旁往往有多辆

货车，因为村民诚信售果，也不再打价格

战，买卖双方均很和谐默契。“也由于规划

得当，也不会让客户的货车亏吨，赢得了他

们的好评。”梁留恩自豪地说。

销售形势稳，丰产当然丰收。刘文祥

村有十几家果农亩均收入超万元，用他们

的话来说，亩产五六千元是最常见的。

市场也会有波动。2020 年因为新冠疫

情，远处的客商不能来收果。在组织近处

客商收购的同时，童路军等人又拿起了小

喇叭、开动三轮车，走上了沿街叫卖的路

子。“遭遇疫情没有办法，我们不抱怨，尽力

克服困难。”他说。

村里有了经纪人 政府支持建冷库

张法有原来种植了 8 亩黑李，几年前又

流转土地 20 多亩种植油桃，成为该村的种

植大户。采访的当天，他盘算着今年果子

收获季自己进了多少个筐子。

“他也是我们村的一名经纪人。”梁留

恩说。

外地客户来村，总要有人领路组织货

源管食宿，于是，经纪人出现了。

“ 起 初 是 帮 忙 性 质 的 ，既 卖 自 己 的 果

子，又相互帮忙。”张法有说。

后来，与客户熟了，客户电话里说明要

多少多大的果子，张法有就帮着找货车、买

筐子、买包装绳子、包装……对于来村的客

户，他负责对方的食宿。一车下来，因提供

上述劳务，客户会给 200—600 元不等的费

用。

村民王建斌也种有七八亩果树，他还

买了货车，平时拉货，采摘季帮着客户收果

子运果子，足迹延伸到安徽、山东、湖北等

地。

中邢村的张二要原本在广东打工，自

己带了刘文祥村的果子过去后，当地人纷

纷抢购。他便与哥哥合作在家开起了网

店，他在家组织货源，哥哥在广东接货，销

量一年比一年大，现在他还注册了商标，销

售的产品已不止油桃和黑李了。

针对这一现象，该镇政府和村“两委”

积极引导和培育经纪人，既促进他们增收，

又有助于培育水果的销售市场。

童路军的果子在全村种得数一数二，

果子的价钱当然也卖得高，今年原本再等

几天卖个更好的价钱。却在记者到来前的

三天，全部匆匆出售。“因为听天气预报说

有暴雨，郑州已经遭灾了，所以赶紧出手。”

他说。

原来，刘文祥村的果农也学会根据天

气预报决定是否采摘。“如果不及时摘，风

雨过后果子落一地就是损失。”童路军说。

黑李、油桃是鲜果，收获期短，价格容易

波动。为此，县政府为该村建造了两座冷

库，既便于果子打冷，又为另一部分精明的

果农提供贮藏场地，从而进一步扩大收益。

“所以，随着机制在市场中成熟起来，

刘文祥村的果子销售市场日益成熟，果农

们的风险承受能力也随之提高，果子销售

越来越顺手。”该镇党委书记姜合强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刘文祥村水果种植与销售市场成熟记

经 营 理 念 与 果 树 共 成 长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王俊

鹏）8 月 18 日上午，在叶县保安镇魏岗铺

村烟叶种植大田，处处是烟农们忙碌的

身影，他们正将采摘后的烟叶运到统一

的地点，进行编杆、上炕、烘烤，并将烤好

的烟叶分级、扎把、销售。

目前，叶县 6000 多亩烟叶全面进入

“赶烤季”。为了规范采摘、烘烤，叶县烟

草公司又配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最大限度减工降本、提质增效，促农增

收。

“今年我们镇的烟叶长势非常好，目

前已经进入采收烘烤阶段。按今年的收

购价格，每亩烟叶纯利润 2000 元左右。”

保安镇烟站站长刘红远说。

叶县种烟历史悠久。近年来，该县

按照“一库二河三突出”的思路，牢牢把

握“烟叶+产业综合体”的发展方向，以

行政村或跨行政村为单元，围绕水源做

规划，稳步提升烟叶种植规模。他们利

用保安镇、夏李乡、龙泉乡入选全市 15

个重点种烟乡（镇）的有利契机，探索利

用合作社、村集体等多种模式构建社会

化、专业化服务平台。

该县推进以烟为主、多产业融合发

展的产业综合体建设。在烟叶种植区

域，该县以行政村为单位，依托烟草全产

业链，集聚优质土地资源，利用已建基础

设施，打造产业综合体，重点发展万担乡

和千亩村，带动全县烟叶产区产业振兴、

农民富裕。

为进一步确保烤烟质量和烟农收

入，叶县烟草公司在保证种植合同面积

的前提下多方争取政策，在烤烟采摘、烘

烤中早计划、早安排，提前抓好分级培

训、入户分级指导等工作，以确保从源头

上抓好烟叶等级纯度。

目 前 ，叶 县 共 建 密 集 式 烤 房 600

多 座 ，有 效 保 证 了 全 县 6000 多 亩 烟 叶

烘 烤 的 顺 利 进 行 ；共 设 有 保 安 、叶 邑 、

龙 泉 等 6 个 烤 烟 分 级 收 购 点 ，预 计 可

收 购 烤 烟 1.74 万 担 ，烟 农 收 入 2500 万

元左右。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好县政府、乡

政府关于烟叶发展的优惠政策，依托合

作社、村集体、家庭农场等多种模式，大

力发展烟叶种植面积，助推乡村振兴。”

该县烟草公司副经理朱磊说。

全县预计可收购烤烟1.74万担

6000多亩烟叶进入“赶烤季”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赵贝贝）“这笔

贷款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采购新设备、扩大生产

都不成问题了。”8 月 24 日，提起收到叶县泰隆村

镇银行 200 万元贷款一事，平顶山清月兴食品加

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峥洁充满感激。

该公司位于叶县田庄乡宋庄村，是一家定点

屠宰羊的乡村企业，消化全县 80%以上的羊，有力

支撑了全县的养羊业，带动周边村庄 60 余人就

业。了解到企业出现资金困难后，叶县泰隆村镇

银行第一时间提供金融支持，200 万元贷款当天

审批，次日就已到位。

今年以来，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叶县金融

系统按照该县鼓励发展的产业，持续加大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乡村振兴离不开众多分布在

全县农村的支农产业，然而这些产业规模小且分

散，人行叶县支行发挥再贷款政策引领作用，激励

法人金融机构精准对小而散的经营实体给予扶贫

贷款信贷投放，今年上半年为两家法人银行办理

扶贫、支小、支农等再贷款 7465 万元。截至 6 月

底，该行投放各类再贷款余额 4.4 亿元，带动法人

金融机构累计投入扶贫、支农、支小等低息贷款近

10 亿元。同时，该行充分利用央行两项直达货币

政策工具，做到“应贷尽贷”“应延尽延”，今年上半

年，已为两家法人银行累计办理贷款延期激励政

策业务 10 次，落实奖励资金 400 万元，为企业落实

贷款延期或无还本续贷 4.94亿元。

为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叶县各金融机构还建

立了包括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内的普惠金融特别

帮扶市场主体名录库。目前，该名录库录入企业

1881 家，银行已对接 1702 家，累计授信 1440 家，累

计为 1205 家发放贷款，金额达 35.5亿元。

当前，叶县农商行、叶县泰隆村镇银行、农行

叶县支行、邮政银行叶县支行等金融机构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和万人助万企活

动，以整村推进形式开展普惠授信。各行选择产

业发展兴旺、信用基础较好的乡村开展“党建+金

融”为主题的农村普惠授信工作，发放普惠授信贷

款。截至目前，全县已开展普惠授信行政村 200

多个，授信农户 5000 多户，授信金额达 2.4亿元。

截至 6 月底，叶县各项贷款余额 135.8 亿元，

同比增加 25.7 亿元，同比增速 23.4%，位居全市第

2 位，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有力扶持

了乡村产业的发展，为叶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

续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融动力”。

金融机构
精准为乡村企业“输血”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王国干）“村党支部就是群众

的‘主心骨’，面对疫情，必须担

当担责、敢打敢拼，铸起‘钢铁堡

垒’，守护好全村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8 月 23 日下午，

在叶县邓李乡銮场李村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值勤点，冒雨执勤的

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国岗说。

近一个月来，王国岗带领全

村党员干部及志愿者日夜坚守

在村疫情防控值勤点，守护着一

村群众的安康。

叶县辖 18 个乡（镇、街道）、

554 个建制村，有 89 万口人，面

积大人员多，并有 4 个山区乡镇，

疫情防控工作压力大。叶县充

分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激励各村党支部勇担当、冲

在前，牢牢守住“外防输入、内防

扩散”的坚定责任。

全县 554个村党支部就是554

个“钢铁堡垒”，他们全面动员，组

织基层党员干部，先后设立村级

卡点 869个，成立临时党组织 344

个，组建党员先锋队 672 支，动员

党员 12968 名，“三无”小区值勤

点下沉党员干部 233 名。同时，

实施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严防

严 控 ，切 实 把 各 项 防 控 措 施 落

实、落细、落深。其间，各村党支

部书记舍小家、为大家，不讲条

件、忘我付出。王国岗动员儿子

为值勤点捐赠物品，洪庄杨镇裴

昌庙村“90 后”党支部书记马文

杰在值勤点几天吃不上一顿热

乎饭，夏李乡滹坨村党支部书记

李磊驾车将价值两万余元的艾条

分送给防疫一线人员，水寨乡太

康寨村党支部书记杜春建为疫

情防控捐款捐物……村党支部

书记身先士卒、出钱出力，不仅

成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中的一

面旗帜，而且为村党支部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撑。7

月 5 日以来，除做好常规疫情防

控工作以外，各村共协助完成上

级交办的排查任务 4129 件，排查

出重点地区返叶人员 99 人、叶县

籍入境人员 30人。

“村党支部是群众的坚强依

靠，要经得起考验、受得了磨砺，

关键时刻必须担使命、善作为、

能冲锋、不打折，真正成为党旗

高高飘扬的战斗堡垒。”叶县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国领说。

村党支部筑牢疫情防控堡垒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郑鹤凌）“今天清风叶县微课

堂又发新内容了，你们快看看。

这是疫情防控不力的几起典型

案例。”8 月 24 日，在常村镇五间

房村的疫情防控卡点，村党支部

书记赵建民趁着空闲，组织卡点

的党员干部利用手机进行学习。

如今，这样的学习状态在全

县已经蔚然成风。

随着村（社区）“两委”换届

工作的顺利完成，为增强新任村

（社区）干部的政治思想意识，筑

牢防腐拒腐思想防线，叶县纪委

监委利用“清风叶县”“叶县廉情

监督网”，为全县 3479 名村“两

委”干部搭建起集教育、警示于

一体的指尖上的廉政“微课堂”。

“微课堂”上，叶县纪委监委

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法规法纪、基层违法违纪典型

案例以及村级财务管理知识、家

风弘廉小故事等，通过图文、h5、

微视频等进行推广，并利用各村

廉情监督员组织本村干部开展

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专题学习，使

党员干部将廉政学习学在日常、

学在随时、学在随地，在常态化

教育中得到浸润。

指尖“微课堂”之外，18 个乡

镇纪委都安排开展任前集体廉

政谈话活动，上好第一堂“廉洁

履新课”；通过“面对面”谈话，帮

助新任村干部明确纪律红线，严

守政治规矩，增强纪法意识。

依托“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叶县纪委监委把走访了解新

履职干部工作表现作为走访的

重 要 内 容 ，及 时 发 现 苗 头 性 问

题，有针对性地调整廉政“微课

堂”内容。同时，畅通基层信访

举报渠道，加大基层微腐败案件

查处力度，对查处的典型案例在

全县范围开展以案促改，让新任

基 层 干 部 们 心 有 所 畏 ，行 有 所

止。

开设“微课堂”基层大走访

叶县为新任村干部上好履新第一课

8 月 22 日，叶县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

帮助推出在雨水中抛锚的

车辆。

当天，一场暴雨导致

叶 县 城 区 部 分 路 段 积 水

60 多 厘 米 。 该 局 党 员 干

部带头上街，清理下水道，

实施临时管护，帮助受困

人员。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伸出援手

8 月 23 日，仙台镇辛堂村疫

情防控岗前，李睿嘉（左二）在为

进村的村民测量体温，他的母亲

贾晓璞（左三）在做登记。

李睿嘉是一名放假在家的

大学生。他们母子分工合作共

同值守疫情防控岗位已经 18天。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母子搭档

8 月 20 日，叶县税务局局长

张青民（中）带领业务骨干到市

恒成益纺织有限公司了解企业

经营状态、产品销售情况。

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该

局积极落实企业降税减费政策，

今年上半年为企业减负 3000 多

万元。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走访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