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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姬冠

鹏）6月 18日，位于夏李乡孙庵社区的澧

水湾电子商务直播间内，90后主播牛强

在通过电商直播平台展示艾草系列产

品，并引导受众有序下单。

与此同时，距离直播间不足 1 公里

处的艾产品体验馆内，烟雾缭绕、艾草

飘香，工作人员于子琇一边给顾客做理

疗，一边查看订单情况。用微信和牛强

简短沟通确认后，她便着手将产品打包

发货。

“目前基本都是团购和订单，线上

销售下单、线下体验发货，好的时候一

天能卖七八百单，销售额 10多万元。”夏

李乡滹沱村党支部书记李磊说。

澧水湾电子商务直播间属于夏李

乡党建联合体示范点，总占地面积约

1600 平方米，集办公、培训、商务直播、

农副产品优选、艾产品体验于一体，通

过直播带货将叶县农副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直播间主播共有 36名，展示销售

全县 22 个特色农副产品品牌、100 余款

产品种类，已成为叶县助农增收、对外

宣传的一张名片。”夏李乡党委委员、组

织委员李冬冬说。

2021 年 以 来 ，夏 李 乡 聚 焦 县 委

“45797”工作任务，围绕“伞具生产、电

商物流、文旅融合、烟叶种植”四大支柱

产业成立“伞业小镇打造专班、电商产

业发展专班、文旅融合专班、烟叶种植

加工专班”四大专班，由乡党政班子成

员分别任组长、副组长，积极引导干部、

人才、项目、资金、土地、技术、政策等多

元化要素向乡村聚合，通过供需对接、

资源共享、信息共通，把党建融合形成

的“红色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红色

能量”。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叶县“置顶”组织

建设，将建强阵地设为“特别备注”，以

“融合赋能”党建新思维引领乡村振兴

大发展，通过党建统领各类组织、统筹

各种资源、调动各方力量，让支部找到

道路，让集体找到思路，让党员找到门

路，让产品找到销路，奋力跑出乡村振

兴“加速度”。

“党建赋能既要列好资源清单、筑

好‘底盘’，又要强化资源对接、配好

‘拼盘’，还要抓好服务认领、打好‘算

盘’，推动不同条块、行业、层级、领域

等有机联结，从而激活一池春水。”李

冬冬说。

目前，河南爱上雨雨具有限公司年

销售 8大系列 20余个雨具品种 100多万

支，纯利润达 200万元，带动 143人就业；

“澧水湾农场”助力丁庄村“黄台湾”种

植基地销售翡翠丝瓜 5000 斤（1斤=500

克）、石榴 2000 斤，近期贝贝南瓜线上

销售供不应求；总投资 4000 万元的“听

蝉谷”民宿项目已初具规模；总投资 250

万元的烟叶育苗工场育苗规模达 4800

亩（1亩≈666.67平方米），可满足 3000亩

烟叶种植服务需求……一串串数字，点

亮了夏李乡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如今，在叶县大地，红色引擎，“花

叶”正繁。党建赋能正源源不断地激发

乡村振兴的红色动能，绘就叶县跨越发

展、精彩蝶变的最美底色。

列好资源清单 强化资源对接 抓好服务认领

党建赋能点燃夏李乡村振兴“红色引擎”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6 月 17 日上

午，田庄乡宋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新雨在

收完麦子的地头布置完抗旱保苗工作

后，又与村干部谋划秋季土地流转的事

项。“今年，我们党员干部信心十足，决

心 把 流 转 规 模 扩 大 到 500 亩（1 亩 ≈
666.67平方米）。”他说。

该村村集体流转土地 200多亩种植

高强筋小麦，今年亩产 1300 多斤（1 斤=

500克），卖了 40多万元，刨除亩土地流

转费用（全年 1000元）和生产管理投放，

净赚了 10万多元。如今，地里种上了饲

草玉米，刨除种子和务工费用，每亩地

至少再净赚 1000元。“这样，村集体今年

纯收入就能达到 30多万元。”刘新雨说。

“宋庄是我们村集体经济今年丰产

又丰收的缩影。”该乡党委书记姜合强

说。

田庄乡有 28 个村 4.3 万人 6.5 万亩

耕地，村民多靠外出务工增收，土地经

营粗放。自 2018年开始，该乡决定依靠

土地发展村集体经济，党员干部带头筹

集资金流转村民土地滚动发展。

至 2021 年，该乡所有村均流转了

村民的土地，规模从 200 亩至 1600 亩

不等，乡党委积极贯彻党建引领的工

作思路，各村联村共建共同发展，规模

种 植 高 强 筋 小 麦 和 饲 草 玉 米 、花 生

等。今年，全乡小麦平均亩产 1300 多

斤，加上粮价走高，村村迎来了小麦丰

收季。

“宋庄村在全乡只是‘小弟弟’。”姜

合强说。宋庄村土地规模属全乡第三

方阵，且村集体没有农机，但是由于与

全乡一起实施了规模效应，种子、化肥、

农药等享受到了最优惠的价格，连片种

植使得每亩收割费降为 30元（市场上为

50 元），精打细算加上规模效应获得了

喜人的回报。

对于拥有拖拉机、收割机、深松机、

打捆机、无人机等农用机械的村庄，土

地纯利润则更高。据初步统计，该乡拥

有大小农机 70多台，其中东李村土地流

转规模 1600 多亩，还拥有 200 多万元的

系列农机，不近收割成本每亩降到了 27

元，还能外出务工增收。

喜人的土地收益，大大振奋了各村

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热情。目前，该乡各

村在积极投入种秋保苗的同时，都在谋

划扩大土地流转的规模。规模在 200亩

的第三方阵的“宋庄们”决心迎头赶上，

先把规模扩大到 500亩。

该乡同时也在谋划引导村集体发

展蔬菜等特色种植、招引粮食和蔬菜深

加工项目，既延长产业链条，又为村民

提供更多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精打又细算 规模见效益

土地收益激发田庄乡发展村集体经济热情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兰

婧斐）6月 16日，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负责人高志强一行来到叶县税务局，

送上了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锦旗

上写着“为企业服务任劳任怨 为税收

护航尽职尽责”。“谢谢工作人员加班

加点，当天就为我们办理了 8700万元

的退税款，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他

感激地说。

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

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电站组件开发、设

计的企业，受疫情影响，该公司资金流

出现困难，前期建设项目工程款投入

大且尚未还清，资金周转特别吃力，经

常向上级公司求助。为助企纾困稳定

经济，国家出台了留抵退税政策，该公

司符合条件并提出了申请。

接到申请后，叶县税务局急企业

之所急，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当天就将

8700万元留抵退税款退到了企业账户

上。高志强说“退税效率之高、服务之

真诚，出乎意料”。这笔资金如雪中送

炭，刚好盘活了企业的流动资金，既解

决了前期建设项目工程款 3600万元，

又偿还了贷款 5000万元，直接给企业

注射了“强心剂”，吃下了“定心丸”。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出台

后，叶县税务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

税的决策部署。为确保政策不折不扣

落实到位，该局快速成立退税减税领

导小组，对依托税收大数据所筛选出

的符合条件企业，通过“一对一”辅导、

开启留抵退税绿色通道，将政策红利

快速精准送达；通过与政府积极沟通，

推动县级退税减税小组成立，与财政

局、人行协同优化审核流程，压缩审核

流转环节时长，形成多部门精诚共治，

确保政策红利以最快速度直达市场主

体；同时，该局为企业量身制订“点对

点”“一对一”跟进计划，详细核实企业

的收入规模、资产规模、开票数据情

况，准确判定企业的划型归属，让退税

资金精准流向最需要的企业，切实为

企业纾困解难。

当天申请当天拿到 8700万元退税款
企业登门致谢送锦旗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郑鑫怡）6月 16日上午，河南神

马催化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陶圣明一行将锦旗和感谢信交

到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叶县分局

负责人王红旗的手中。

河南神马催化科技新材料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3 月，落户

于平顶山 尼 龙 新 材 料 开 发 区 。

该企业的催化剂、吸附剂、净化

剂、电池材料及电解液、分子筛

和添加剂等综合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是国内尼龙 66、尼龙 6

所需中间体催化剂的生产销售知

名企业。

前段时间，正值企业上市的

关键时期，但是环保专业人员不

足，这可愁坏了企业领导层。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叶县分

局得知情况后，立即抽调精干力

量组成帮扶组，在落实好疫情防

控措施的情况下对该企业容量指

标、项目环评、设备设施改造、危

废处理、废气废水监测等方面开

展事中事后帮扶，对存在的环保

问题对症下药，制定“一企一策”

帮扶措施。目前，该企业制定了

严密的污染防治措施，发展空间

不断拓宽。

同时，在全县总量减排形势

严峻的情况下，为支持重点项目

发展，叶县分局还想尽办法为该

企业二期项目解决了总量替代问

题，激发了企业内生动力，振奋了

发展信心。

“ 非 常 感 谢 环 保 部 门 工 作

人员多次到我们企业现场帮扶

指 导 ，为 我 们 排 忧 解 难 ，确 保

了 二 期 项 目 顺 利 落 地 。”陶 圣

明说。

生态环境部门帮助解决环保问题
企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宽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王函儒）6月 16日上午，叶县城

区某小区郑振国家中来了几位特

殊的客人，他们有的忙着核对资

料、填写表册，有的耐心选取角

度、调整灯光采集老人的影像信

息……

这是叶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

为行动不便的退役军人“一站式”

办理优待证申领。

“我是一名伤残军人，行动

不便，工作人员到家给我办理了

退役军人优待证。”郑振国感激

地说。

叶县现有信息采集认证退役

军人 3万余人。为推动退役军人

建档立卡优待证申请办理工作顺

利进行，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精

心组织谋划，召开专题培训会，

成立工作专班，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在服务大厅设立党

员先锋岗，采取“提前预约+现场

申请+上门办理”相结合的服务

方式，不断做实做细优待证申办

工作。

同时，该县在 18 个乡（镇、街

道）均设置了退役军人服务窗口，

按照“分散收集、统一办理、同步

审核”的方式进行照片审核和信

息录入，并定期组织业务骨干到

各服务点进行技术指导，做到不

错登、不漏登，确保办理过程准确

有序。针对行动不便、居住在外

的退役军人，该局采取委托办理、

上门服务等方式，确保优待证办

理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截至目前，叶县县直单位、18

个乡（镇、街道）已办理退役军人

优待证信息采集、建档立卡 2000

余人，优待证申请办理工作按计

划稳步有序开展。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宣传引导和服务保障，把各项服

务措施做实做细，稳步高效推进

优待证申领发放工作，把党和政

府的关心关爱传递给每一位退役

军人。”叶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孙明旭说。

设立服务窗口 上门预约服务

叶县优待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

本报讯 （记 者 杨 沛 洁）6 月

20 日，在邓李乡马湾村，村民正

用白龟山水库干渠的水浇花生，

绿 油 油 的 花 生 苗 已 经 有 半 尺

高。“我们乡的土地已经浇了一

遍，这是他们浇的第二遍。”乡长

陈新辉说。

邓李乡有6万亩（1亩≈666.67

平方米）耕地，普遍种植高油酸花

生。今夏以来，在缺少有效降雨

的情况下，该乡不等不靠，及时用

机井浇灌。白龟山水库干渠放水

后，不少村民开始了二遍浇水。

该县在麦收的同时，动员各

乡（镇、街道）和各有关部门，围

绕井、泵、电等农田水利设施使

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村为单

位开展网格式排查，农业农村、

水利、发改等部门组成 32个机井

检修小组，逐眼摸排，逐井通电，

逐泵试水，有力确保了全县农田

水利设施排查整改和群众抗旱

要求。

该县利用冬春水利建设时

机，投入 2000多万元对境内三大

灌区（白龟山水库、孤石滩水库和

昭平台水库）实施清淤疏浚，确保

渠道畅通；积极与 3 家水库管理

单位协调放水，使沿线的 24.6 万

亩土地得到及时浇灌。

该县还组成 6 个专家组，深

入田间地头，指导群众及时解决

抗旱抢种中遇到的问题；充分发

挥党员干部及志愿者作用，成立

抗旱抢种服务队帮助困难家庭，

确保应种尽种。

截至目前，该县已浇灌田地

100多万亩、播种 96万亩。

全县浇地百余万亩
播种96万亩

6 月 9 日，叶邑镇水郭村蓝莓种植园，

蓝莓树连绵成片，一串串果实缀满枝头，蓝

紫色的浆果表面裹着一层白霜，散发出诱

人的果香，让人垂涎欲滴。

游客或携家带口，或三五好友同行，穿

梭在果园里，拍照留念，采摘品尝，尽享夏

日惬意“莓”好时光。

“你们自己采摘蓝莓吃，来地里就不要

客气。”蓝莓园负责人郭龙飞边采摘蓝莓边

热情招呼游客，“我家的蓝莓又大又甜，味

道好得很，你们尝一下。”

“我特别喜欢吃蓝莓，听朋友说这里的

蓝莓个大、口感好，今天带孩子过来采摘。

味道真的非常好，我要多采摘些带回去送给

朋友。”游客杜红娟一边采摘一边说。

郭龙飞是水郭村人，高中毕业后一直

在外打工。2020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

了解到蓝莓收益可观，便动了回家种蓝莓

的心思。说干就干，郭龙飞返乡后查询资

料、向专业科技人员请教，改良土壤结构。

“蓝莓营养价值高，市场效益好，市场

价 60 元左右一斤（1 斤=500 克），而且果树

树龄长达 30年，后期管理也比较简单。种

蓝莓，前景看得到。”郭龙飞说。

“我种了 10多亩（1亩≈666.67平方米）

蓝莓，预计每亩收益 4 万元。我明年打算

扩大规模，再种植 20 亩，带动更多的村民

种植蓝莓，让蓝莓成为村民的致富果。”谈

起未来，郭龙飞信心十足。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孙艳芳）

“莓”好生活有甜头
——郭龙飞返乡创业小记

6 月 15日，廉村镇沙渡口村党支部书记

宋运卿（右）和务工人员在大棚内采摘西

瓜。该村流转土地建立 9座塑料大棚，实行

间作套种辣椒、包菜、西瓜，达到一年三收，

亩（1亩≈666.67平方米）产值 2.6 万元，也带

动了全村 10多户农民增收。胡留卿 摄

大棚种植带动增收

6 月 15 日，叶县党政考察团在长垣市一社区考察人居环境工作。当天，考察团考察了该市招商引资、企业发展及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考察学习

6 月 20 日，市城市管理局执

法三大队队员到仙台镇北庞庄村

监测户胡记德家走访慰问。

当天，该局工作人员在入村

宣传政策的同时，还到 8 户监测

户家中，为他们送去了绿茶、西

瓜、衣服等。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入户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