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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

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做好相关工作，

责任重大、意义特殊。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市各乡村因

地制宜、放大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

业、养殖业、加工业等产业，进一步提

高乡村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让更

多群众就近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即

日起，本报开设“喜迎二十大·特色产

业兴乡村”专栏，生动展示各地发展特

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生动故事，

记录村民生活的喜人变化，展现乡村

振兴的美好图景，凝聚乡村振兴强大

合力，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9月 19日，舞钢市迎宾大道一侧的

枣林镇铁炉王村路口，秋日暖阳斜照在

“创建中国鸽都”巨幅标识牌上，格外夺

目耀眼。驱车东转，平阔的田地间，几

十座白墙蓝瓦的标准化鸽舍映入眼

帘，纵横排列、“鸽”声悦耳，构成一幅

欣欣向荣的乡村振兴产业画卷。

一座鸽舍内，56 岁的村民王桂娥

查看鸽子的生长情况后，顺手对鸽舍清

扫保洁，“鸽场就建在家门口，出了家门

进场门，不耽误照顾两个孩子，一年到

头咱也不少挣工资，日子过得很如意。”

从一名贫穷的农家留守妇女到有工资

的养鸽人，王桂娥说，能过上好日子，都

是托了养鸽子带来的好福气。

枣林镇是舞钢市第一大镇，人口

5.3万、耕地 6万余亩（1亩≈666.67平方

米）。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等系列政策的实施，传统的农业大

镇迎来发展良机。该镇按照土地规模

化、集约化、科学化经营理念，在成功

创建 5.5万亩“国家绿色食品原料标准

化示范基地”的同时，按照“乡村振兴，

产业先行”发展理念，依托舞钢市加快

建成全国最大肉鸽养殖示范基地的产

业目标，紧扣“一乡一业”发展战略，在

铁炉王村选址动工，加快建设省级鸽

业农业现代产业园区。

2021 年，占地 108 亩的 45 座全自

动标准化鸽舍建成投用；2022年，占地

80亩的 12座双层、两座单层全自动标

准化鸽舍建成……目前，产业园已发

展成为集种鸽繁殖、商品乳鸽生产、鸽

蛋生产、鸽产品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

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园区，年产乳

鸽 200 万只，满载运营可保有种鸽 30

万对，且全部采用自动化投喂设施，配

套生产设备齐全。

背靠大树好乘凉。“企业有发展，

群众得实惠。随着产业园的建成、发

展、壮大，像王桂娥一样在家门口稳定

务工的村民有 130 多人。”枣林镇党委

书记孙彦峰说。

铁炉王村脱贫监测户王孝先曾因

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收入低下，“现在，

按照扶贫小额信贷政策，俺不花一分

钱就入股了产业园的鸽子养殖生意，

每年单这一项就能分红 3000 元。”王

孝先说。

王孝先能从养鸽产业中获益，得

益于该镇探索的“以党建融合赋能引

领乡村振兴”的新模式——在舞钢市、

枣林镇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铁炉王村

党支部、天成鸽业公司党支部等 8 个

党支部联合成立“天成鸽业联合党

委”，按照“五星”支部创建产业兴旺星

标准要求，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

代养代管+特殊群体”的富农强民联结

机制，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民”，通过产业带动、群众入

股，确保低收入群体也能在养鸽产业

中“捞稀稠”。

离铁炉王村不远的老庄村，早年

间村集体经济“一片空白”。如今，该

村新建成的翔跃鸽业家庭农场已发展

标准化鸽舍 6座、存栏种鸽 1.5万对，年

产乳鸽 20万只，成为带动一方群众增

收的“新生力量”。

该镇因势利导，采取以奖代补形

式，通过开展养殖培训、赠鸽试养等方

式积极鼓励新型经济主体、乡土人才及

返乡创业人士参与谋划养鸽产业。一

时间，镇域各村有识之士齐聚一堂研判

“养鸽经”，开会议、想方案、算收入、搞

观摩……截至目前，后李、李堂、马庄等

十几个村共计拟建标准化鸽舍 40 余

座，占地 140亩的省级鸽业农业现代产

业园二期工程也正在紧张施工中。

“这几年，利用养鸽产业每年分红

获得的集体经济收入，村里建起了游

园、治理了坑塘，还帮助脱贫户和监测

户改善了居住条件，好处看得见、实惠

摸得着。”徐庄村党支部书记徐彦平深

有感触地说。和徐庄村一样，天成鸽

业公司已和周边 19个村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据此，各村平均每年可保底增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两万元。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振 兴 路 上 踏“ 鸽 ”行

驻站数年，几入枣林，记者见证了

枣林养鸽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

变化。

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同样如此，如果找不准

方向、理不清思路，折腾来、折腾去，无

异于“瞎子点灯白费蜡”。

面对拥有近百项发明专利、鸽产

品市场供不应求的天成鸽业公司，枣

林镇积极对接，牢牢傍住这条“大腿”，

用足用活政策、借势借力发展，可谓方

向找得准、步子迈得实、产业兴得稳。

生 活 过 得 好 不 好 ，人 民 群 众 最

有发言权。采访间隙，村民王桂娥等

人以亲身经历赞叹自己赶上了好时

候、遇到了好产业，“从贫困户到脱贫

户再到富裕户，俺真是托了养鸽子的

福”。和王桂娥一样的 130 多户群众，

家里实实在在的变化，口中真真切切

的表达，也许就是对一件事成功与否、

一个产业对路与否的最客观评价。

产业找得准 乡村兴得稳

■记者手记

小游园里，绿树成荫，小径幽

深；登高望远，稻田似锦，村道蜿

蜒……9月 18日，走进湛河区曹镇

乡银王村，田园风光渐次展开。

“家乡生活环境好，空气清新。

离家十几年，魂牵梦绕的还是故土，

我想回来安享晚年。”创业有成的村

民王亚洲准备返回家乡居住。

银王村的变化是湛河区全面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区大力构建生态

美、个性美、整体美、整洁美的宜居

乡村，擦亮乡村振兴新底色。该区

新建景观大道 10 余条，打通“断头

路”16条，基本完成平桐路、黄河路

提升改造工程；建设城乡垃圾中转

站5座，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各村共建设小游园 110 余处，建成

景观林56万平方米，实现村村有游

园、路路见景观；累计投入600余万

元改造农厕7000余个。

该区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目标，实现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该

区 建 起 拥 有 13000 余 亩（1 亩 ≈
666.67平方米）水稻的生态水稻种

植合作社，开设曹镇卤肉、曹镇米

线加盟店 1500 余家，发展曹镇水

席等餐饮门店 800 余家；同时，围

绕文旅产业做文章，建起水系景观

40 余处，打造了杨西村民宿一条

街，做强“十大特色农产品”“十大

特色美食”品牌，初步实现从“卖产

品”向“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转

变，实现村村有项目、家家有钱赚。

按照“乡村化生活、城市化管

理”发展思路，该区乡村主干道由

物业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

此外，该区细化纪检、环保、民

政、财政、乡（街道）等部门在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方面的分工和职责，

严明奖惩，确保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扎实推进。

随着乡村越来越美，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也不断提升。去年以

来，全区共有 1100多名游子选择回

乡创业或定居。

（本报记者 孙聪利 通讯员 李向平）

擦亮乡村新底色 山清水秀游子归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

张海林）9 月 19 日上午，在鲁山县

汇源街道王瓜营村的玉米地里，一

台大型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该

县 43万余亩（1亩≈666.67平方米）

玉米已经成熟，当地正在积极开展

抢收。

“今年俺种了 5 亩玉米，中间

浇了两回，产量估摸着和去年差不

多。”正在收玉米的王瓜营村村民

凌孩说。

在今年玉米生长关键期，我市

遭遇旱情，部分地区秋粮受到影

响，鲁山县采取有效举措抗旱保

秋。当前，为扎实推进“三秋”生

产，该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

员奔赴秋收一线，指导群众尽早抢

收、科学播种；同时备足农业物资，

对农资市场的化肥和种子进行排

查，杜绝坑农害农现象发生，为明

年粮食丰收打下基础。

“我们共组织联合玉米收割机

和播种机 5759 台（套），准备良种

2600 余吨、化肥 23000 余吨，守好

鲁山‘粮袋子’。”鲁山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白国辉说。

鲁山县 43万余亩玉米开始收割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9 月 19

日上午，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示

范区校区揭牌仪式在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举行。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是全

国唯一一所以质量教育和质量服

务为主要特色的高等职业院校，也

是全省全民技能振兴工程高技能

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示范区校区位于长安大道与

龙翔大道交叉口向西约 1000 米路

北，目前入驻有计算机学院和经济

管理学院，开设有计算机应用技

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跨境电子商

务等专业，新生报到后在校学生总

数近 2400人。

该校区的揭牌成立，既是河

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优化办学布

局、拓展办学空间、改善办学条件

的重要举措，也为示范区搭建了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校

地合作”新平台，更为示范区高质

量建设“六个新城”注入新的强劲

动力。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示范区校区揭牌

■广告

本报讯 （记者曹晓雨）9 月 19 日，

市创文办通报对中秋节期间各问题点

位的跟踪回访情况：大部分点位问题整

改流于形式。

主次干道及周边点位中，新华区曙

光街（中兴路至开源路）存在杂物堆积、

车辆乱停放、线缆凌乱等现象。卫东区

新华路（矿工路至平安大道）部分路面破

损坑洼、线缆凌乱；平安大道与十二矿路

交叉口线缆箱箱盖缺失。湛河区凌云路

与姚电大道交叉口立交桥下、和顺路（西

苑东路至凌云路）、亚兴路、光明路、湛河

南路，部分存在垃圾堆积、车辆乱停放、

路面破损、电动车未上牌、飞线充电等现

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吉祥路与未

来路交叉口、翠湖路、祥云路（湖光路至

正德街）、顺德路（长安大道至望湖路），

部分仍存在路面破损、商户 LED屏未播

放创文公益宣传标语、占压盲道、斑马

线不清晰等问题。

医院及周边点位中，新华区市中医医

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周边仍存在车辆乱停

放、电动车未上牌等现象。卫东区市第一

人民医院周边路面破损、线缆凌乱。

背街小巷及周边点位中，新华区曙

光街、锦绣街、正义巷存在车辆乱停放、

路面破损、占道经营等现象。湛河区西

苑东路墙面有污渍，出店经营、飞线充

电现象普遍，路面破损，宣传展板脏污，

居民小区线缆凌乱、卫生环境差、燃气

箱体损坏；旭阳巷有出店经营、私设广

告牌、占地种菜、墙体上乱喷绘现象，2

号院内垃圾清运不及时，有私搭乱建现

象，地下室堆满垃圾；沁园西路存在宣

传展板破损、小广告乱喷涂、线缆凌乱、

垃圾桶设置不规范等问题。示范区民

生商贸城周边商户，仍有占道经营、“门

前五包”落实不到位等现象。

城市社区及周边点位中，新华区中

兴路街道文化宫社区迎宾路 6号院、物

资局家属院、湛河北路街道八北社区市

政公司家属院南院，墙面脏污、小广告

乱张贴。卫东区五一路街道河西社区

北苑小区地面破损。湛河区九里山街

道光明社区倾城小区垃圾分类不正确，

部分电动车未上牌；轻工路街道新东社

区湛河南路 148 号院非机动车乱停放、

飞线充电、私搭晾晒。

中小学校及周边点位中，新华区中

心路小学周边地面喷涂小广告，绿化带

黄土裸露。

农（集）贸市场及周边点位中，新华

区昕开源市场、开源商贸城周边、丰莱果

蔬交易中心，部分存在出店经营、窨井盖

破损、地面油污、车辆乱停放、志愿服务

岗无人在岗、灭火器数量不足等问题。

公园景区及周边点位中，湛河区河

滨公园有流浪狗。示范区白龟湖国家

湿地公园入口处车辆乱停放、果皮箱损

坏、木栈道破损。

城市商贸综合体及周边点位中，湛

河区中骏世界城电动车未上牌现象较

多。示范区金篮子超市、德信泉超市车

辆乱停放现象普遍。

市创文办对以上单位予以通报批

评，要求 9 月 22 日前整改到位，9 月 23

日前如实上报情况说明（分管领导签

字、加盖单位公章）。市创文办督导组

将持续突击检查，对仍未整改到位的，

提请市委督查室、市纪委监委介入调

查，约谈责任单位主管领导并扣减创文

第三季度综合考核成绩。

市创文办通报中秋假期问题点位整改情况

产业园内鸽子飞舞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本报讯 （记者曹晓雨 通讯员

张蕾）9 月 18 日下午 5 点半，2022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

考试平顶山考区考试结束。我市

1900 名考生在平顶山学院考点参

加考试，人数创历年新高。

按照省司法厅要求，我市在平

顶山学院科技楼设置 16 个正式考

场和 1个备用考场。“今年比去年多

了 100 多人。总体而言，参加考试

的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市司法

局法律职业资格管理与行政审批

服务科科长张蕾说。

为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

位，市司法局考前两次发布考生须

知、重大提醒；对考场、楼道、厕所

等公共场所进行全面消毒，保证考

点环境卫生质量和通风状况良好；

配备充足防疫物资，设置疫情防控

查验通道。

2022年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结束

我 市 考 生 人 数 创 新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