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3年5月13日 星期六 E-mail:rbwztp@pdsxw.com叶县编辑 李 晗 校对 海 飞

5 月 10 日，42 岁的夏李乡十二里

村 村 民 王 娜 吃 完 早 饭 将 孩 子 送 到

学 校 后 ，来 到 该 村 村 集 体 经济厂房

内，坐在一张桌子前缠绕组装电子

元件。

自前年该村村集体经济厂房引进

组装电子元件项目后，王娜便在此上

班，既能送孩子，又能照顾老人，还不

耽误种庄稼。“每月能挣到三四千元

钱。”她说。

该项目是由该村村民李金涛投

资的，连李金涛自己也没想到一下

子就入驻 5 个厂房，十二里村只是其

中的一个，项目最多招收 300 个村民

务工。

今年 36 岁的李金涛是十二里村

村民。读完职业技术学校后，李金涛

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到江苏昆山一

家电子元件厂打工。凭着吃苦耐劳和

勤奋钻研，他很快摸清了电子元件的

生产技术及产销渠道等。

2014 年，李金涛带着在外学习到

的技术和经验以及攒下的财富，回到

家乡创业。当时，考虑到交通因素，李

金涛在夏李街租了 6 间房，走上了电

子元件组装的创业之路。

电子元件材料需要从外采购，组

装后的产品也需要外运，作为劳动密

集型的薄利产业，规模扩大需要不断

增加人手。然而，交通短板让李金涛

的车间只能“蜷缩”在夏李街上，经营

规模受到限制。

伴 随 着 1 号 公 路 穿 过 夏 李 乡 的

多个村庄，多个村的集体经济标准

化厂房在全乡多地落户，李金涛的

创业路也有了新方向。他最先搬入

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吸引六七

十名村民就业，并创办了叶县宜友

胜电子有限公司。

随着经济的持续回暖，该公司的

订单也持续增加。李金涛表示，尽管

创业路上有困难，但是他有信心带着

乡亲一起致富。

（本报记者 杨沛洁）

从6间房扩大到5个厂房

初夏时节，夏李乡坟沟村两座山

的山坡上绿意盎然，苦楝树开出的花

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其中一株刚过花

甲之年的苦楝树去年遭雷击后被一劈

为二，今年意外地再披绿装……

5月 9日，在这株“死”而复生的苦

楝树旁，几名施工人员在垒锅台。“我

们村集体打算在这里建民宿。”坟沟村

党支部书记周丛阁说。

坟沟村是夏李乡位置最偏的村

子，因村里有座公主的坟茔而得名，

全 村 不 到 1000 人 ，交 通 不 便 ，村 民

靠外出务工增收。 1 号公路从该村

附 近 通 过 后 ，越 来 越 多 的游人来到

被大山隔绝的美丽村庄，在绿丛中

穿梭，到苗庄水库边垂钓，临走时还

会带上土鸡蛋、羊肉、山野菜等农特

产品。

“我们考虑逐步建起民宿，让游客

能留到村里。”周丛阁说。她是 90后，

也是叶县比较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之

一，平时爱拍视频宣传家乡。四处可

见的古树、小道、小菜园，在周丛阁多

角度的宣传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

这个美丽山村。

“建大锅台是我们建民宿的第一

步。”周丛阁说，在山坡上散养鸡和羊，

垒起乡村大锅台，可以现场为游人宰

鸡杀羊，提供柴鸡蛋等，再加上满山的

山野菜，配上巧手婶婶们烙的烙馍、菜

馍、油馍，支起烧烤架，让游客

能够吃上丰富的农家饭。

僻静的山村，萤火虫多，星

星也特别亮。借助这一特色，

该村还酝酿筹建露营地，让游客看星

星逐萤光，把公主坟的故事讲给游客，

把经涅槃重生的苦楝树打造成情侣见

证爱情的许愿树……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坟沟村冲破大山阻隔——

把乡愁变成致富资源

本报讯 （记 者 杨 沛 洁 通 讯 员 宋
爱平）5 月 9 日，在位于叶县先进制造

业开发区的河南创大粮食加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创大面业），工人将一箱

箱挂面装上货车。“这是送往新华区的

一车货，客户急着要。”该公司董事长

赵胜利说。

创大面业始建于 2004 年，2014 年

迁入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并注册

成立河南创大粮食加工有限公司，主

营粮食深加工，是我市规模最大的挂

面生产企业。该公司先后获评“农业

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叶县县长质

量奖”等。

赵胜利是常村张黄岭人，早年在市

粮食系统工作。2004年，偶然得知叶县

粮食局有一条停用的挂面生产线，赵胜

利觉得挂面市场潜力很大，便有了闯一

闯的想法。经过深思熟虑，他办理停薪

留职，将这条生产线租赁下来，挂牌“创

大面业”，开始了创业之路。创业初期，

赵胜利从购买原材料到生产，每个环节

都是亲手抓，还带着业务员到市区超

市、农贸市场等处跑市场。仅一年时

间，赵胜利的创大面业就在平顶山市场

站稳了脚跟。2005年，他将“创大面业”

注册商标。

经过多年深耕，创大面业已认证

“创大刀削面”“创大龙须面”“创大劲爽

鸡蛋挂面”等六个绿色产品，办理外观

专利、新型实用技术专利、发明专利 19

项，申报绿标深加工面制品 3 大系列、

25个产品，通过“平顶山市面粉精深加

工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认证，所生产的面制品凭借好品质、高

质量深受市场好评。在第二十二届中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上，创大面业参展的

创大刀削面获金奖。

叶县是农业大县，小麦种植面积近

百万亩，其中 68万亩（1亩≈666.67平方

米）被打造成绿色基地。为进一步增加

农产品附加值，叶县提出打造 10万多亩

富硒小麦区的规划，为此该县投资上马

4亿多元的叶县金创富硒小麦产业园项

目。赵胜利意识到，这是创大面业的又

一发展机遇。从项目投建之初，他就签

订了该项目的车间、粮仓的承租合同，

自今年开始，他将优质小麦尤其是富硒

小麦实行专种、专收、专贮、专加工，同

时联系下游客户，实施“订单农业”，通

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与村级

集体经济合作社签订订单小麦合同，引

导农户种植优质专用小麦，打造生态小

麦种植基地，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联合

村集体入股深加工项目，实现村集体长

期有固定收益，最终实现企业壮大、村

集体增收、农户致富多方共赢。“优质小

麦实施专贮后，每斤（1斤=500克）小麦

提高 1 毛钱，富硒小麦每斤就会高出 3

毛钱。”赵胜利说。

目前，富硒小麦产业园项目一期投

建完成，创大面业也购置了生产设备，

加工生产富硒挂面，尤其是附加值更高

的儿童挂面。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做优‘绿

色食品’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

农户增收，为我县农业高质量发展作出

贡献。”赵胜利说。

支撑起4亿多元的富硒小麦产业园

创大把面业创成大产业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魏丽
娜）“感谢咱巡察组帮我们把 11万多元

的集体土地承包款收回来。”5 月 7 日，

洪庄杨镇曹李村党支部书记张先锋握

着县委第一巡察组工作人员的手激动

地说。

3 月 8 日，县委第一巡察组进驻洪

庄杨镇开展乡村一体巡工作。进驻初

期，第一巡察组围绕“方针政策落实、侵

害群众利益、支部带头作用”等重点内

容在镇机关各股室和被巡的 12 个村分

别召开了不同层次的动员会和座谈会，

向干部群众广泛宣传巡察监督内容和

范围，多种方式公开公布群众监督渠

道，营造良好巡察氛围。

巡察组在曹李村入户走访过程中，

有村民提到部分村集体土地长期由村

民个人耕种，未缴纳土地承包款，村里

多次催缴，承包户都以“没有钱，等有钱

了再缴”为由一直推托。

得到线索后，巡察组立即安排专人

对该问题进行核实，通过走访调查及查

阅村集体土地使用情况台账，了解到该

村有 22亩（1亩≈666.67平方米）集体土

地 的 11 万 多 元 土 地 承 包 款 一 直 未 收

回。查明问题后，经组务会充分研究，

巡察组决定将该问题作为立行立改事

项，向洪庄杨镇党委进行反馈，要求在

巡察期间必须整改到位。

收到整改建议书后，洪庄杨镇党委

高度重视，立即进行研究，举一反三，对

全镇 24个村开展全面排查。针对排查

出的类似问题，一方面督促村党支部书

记继续征收，另一方面召集村“两委”干

部研究征收方案，做到一户一方案。最

终，包括曹李村在内的 48 亩集体土地

的 20万余元土地承包款如数收回。

“我们始终以维护集体利益和群

众利益为出发点，坚持问题导向，注重

立行立改，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民有所盼、我有所为。”第一巡察组组长

王晓说。

11万多元的村集体土地承包款追回来了

龙泉乡权印村和龙泉村之间

的澧河河面上，静静地卧着一座石

桥，当地人叫它翠花桥。该桥建于

明代，距今已经有 600多年历史。

600 多 年 前 ，这 座 桥 连 接 的

道 路 北 抵 幽 燕 、南 抵 云 贵 ，是 古

代柏国及豫南数县去往中原的主

要通道。

澧河石桥为柳木桩基，青石板

结构，两侧无桥栏，现存桥身全长

64.75 米 ，宽 3.17 米 ，高 1.25 米 ，31

孔，每孔由 5 块数吨重的石条铺

就。桥面及引桥面由 175 块条状

青石板组成，每块石板长 1.3 米。

石板之间以铁钉固定，石板与桥墩

之间由铁条连接，中间马车碾轧的

地方铺着两块淡黄色的花岗岩石

条，质地坚硬，极为耐轧，桥面上 3

个雄健的龙头形状各不相同。

据叶县文广旅局原局长李元

芝介绍，澧河石桥建造风格别致，

与一般石桥不同。它的桥墩分上

下两部分，上部是两层条石，下部

是柳木桩。在柳木桩上形成纵向

整体的石板桥墩，每块石板下有数

根粗柳木桩夯楔在河床中，河水在

木桩间畅流无阻。柳木桩呈梅花

状分布，且略低于河底。

原本，每个桥墩都雕刻有精美

龙头，探出桥身，逆水排列，这一巧

妙设计除了增加桥的美感，还可以

起到分水的作用。

如今，翠花桥已成为黄河以南

历史悠久的石板桥之一，第二块、

第四块石板中间的车辙印，见证了

当年赶着牛车的商贾、载着粮草的

农人、牵牛放羊的牧童走在石桥上

的热闹景象。2019年，该桥被列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澧河石桥（上）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吴冰洋）“老乡，现在农田用水用电

还 有 困 难 吗 ？ 水 井 能 正 常 使 用

吗？”5 月 8 日，县纪委监委派驻县

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张延

征到仙台镇调研督导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的群众使用情况。

“都正常用着的，以前一到用

水高峰期，就要开着三轮车拉水，

现在用上指针式喷灌机自动喷洒

水雾，省力又节水。”该镇西马庄村

村民张军成说。

近年来，县纪委监委聚焦粮食

安全“国之大者”，把高标准农田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的

重要内容，以示范创建为抓手，加

强监督，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顺利推进。

派驻县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

组发挥近距离“贴身”优势，与县乡

两级监理、村级监督员形成无缝衔

接，紧盯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田间

道路、农田输配电等工程环节，强

化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督。在项目

前期工作中，重点监督选项程序是

否公开透明，是否征求群众意见建

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重点看工

程质量是否严格监理检测，工程进

度是否按期推进；在项目验收中，

重点看验收标准是否达到，资金拨

付和使用是否存在违规情形，压实

驻在单位项目建设主体责任。

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紧盯项目实施、工

程验收、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强

化监督检查，以有效监督和有力问

责将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打

造成精品工程和廉洁工程。

紧盯关键环节 强化监督检查

县纪委监委护航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报讯（记者杨沛洁）5月 9日

上午，任店镇党委书记王小红询问

北京一家合作社负责人何时到来。

“我们得创造条件与对方合作，不断

推动韭菜产业的持续发展。”她说。

韭菜是任店镇持续发展的特

色种植业，该镇招引从事韭菜种子

培育的河南久星生物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扩大培育韭菜种植，目

前该镇种植面积已达 4000 多亩（1

亩≈666.67平方米），该公司韭菜种

子占全国市场的三分之一。

“培育一个产业很不容易，需

要不断解决发展中的难题。”王小

红说，该镇采取“村集体+公司”的

模式，引进种植大户，并上马韭菜

深加工项目，通过大户示范带动，

激发大家种植的积极性。

产业要做大，规模种植是前

提。如今，该镇又流转 500多亩土

地，采取招引和培育种植大户，持

续扩大种植面积。针对部分韭菜

药品残留问题，该镇联系拥有快速

处理药残技术的韭菜合作社，并与

种植户达成定向托底收购协议，对

收购的韭菜检测并处理后，统一装

车运往北京等地的商超。

此外，该镇还与市农科院合作，

针对韭菜相关技术开展难题攻关，

进一步扩大韭菜种植基地的规模。

培育种植大户 订单收购托底

任店镇持续解决韭菜产业发展难题

5 月 11 日，叶邑镇思诚村村民

在套栽辣椒。

该 村 村 集 体 积 极 流 转 土 地 ，

采取“小麦+辣椒、花生”的种植模

式 ，丰 富 种 植 品 种 ，扩 大 种 植 规

模，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

众增收。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套栽辣椒苗

▽ 5 月 11 日，叶县实验学校七年

级 3班学生在制作“绿书签”。

当日，该校举办“我的书签·我的

梦”“绿书签”制作比赛，让学生当设计

师，展开想象的翅膀，描绘出心中的

“绿书签”，激发学生的读书兴趣，抵制

浏览网上的不良信息。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制作“绿书签”

△ 5 月 11 日 ，医 护 人 员 在 对“ 伤

员”进行紧急救护。

在 5·12 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

际，省人民医院举办“卫生应急基层

行”叶县站活动，通过开展卫生应急知

识科普、义诊、救援演练等，不断提升

群众对灾害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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