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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1日，叶县田庄乡道庄村村外

的草莓苗培育基地，附近的草莓种植户

负责人都来了，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

究所的周厚成教授也应邀到了。

这里正进行一场草莓产业观摩会。

“这场观摩会能有力帮助草莓种植

户解决草莓苗培育难题，徐广亮帮了村

民的大忙。”周厚成说。

徐广亮是道庄村人，他打造的草莓

苗培育基地有 60 多亩（1 亩≈666.67 平

方米），能为当地种植户提供草莓苗 240

多万株。目前，叶县发展草莓种植上千

亩，是当地特色种植业之一。然而，草

莓苗最好在 6 月到 7 月间培育，因夏季

气温高、雨水多等，易受病害侵扰及疯

长，导致移栽苗死亡乃至绝收，令种植

户很是头痛。

徐广亮了解到上述问题后，便邀请

多名技术人员和专家打造草莓苗培育

基地，为种植户提供优质草莓苗，并经

常请专家前来指导。

“广亮是以工业来反哺农业带动大

家致富的。”当天参加观摩会的田庄乡

党委书记姜合强说，五六年前，田庄乡

在东李村建了 3座村集体经济厂房，徐

广亮全部租用，陆续投资 6000 多万元

开展电子元件、中低压互感器等业务，

为平高集团等企业提供产品，一度吸纳

上百名村民就业，实现了村集体和村民

的共同增收。

自去年开始，徐广亮又实施了产业

升级，不仅扩大了互感器的规模，还将

产品扩大到了高压领域。当地人社部

门也大力支持徐广亮创业，为他提供了

270 万元的贴息贷款，一家金融机构也

为他提供了 280万元的低息贷款。

今年，徐广亮在整合升级三个标准

化厂房生产线的同时，与人合资在市区

办了一家企业，扩大预制舱的生产规模

等，目前一期已经试生产。

“有了加工业创造的利润，我就可

以在家乡特色产业上大显身手。”徐广

亮说。今年，他们通过与中国农科院郑

州果树研究所合作，在得到种植及管理

技术服务的同时，还将引进研发新品

种，不断提升草莓的品质和等级，助推

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徐广亮：走出亦工亦农创业路

8月 1日，邓李乡构树王村村民王

小齐来到盐都街道徐庄村外的高粱田

察看苗情。“这 300 亩地苗情良好，秋

季丰收有指望。”她说。

王小齐今年 35岁，是叶县大田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上述 300亩高粱田的

基地长。在 7月初该公司的麦季分红

大会上，王小齐分得了 3万元，并在大

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叶县大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由省

建投、叶县发投公司和河南天硕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专门从事土

地投资建设（打造高标准农田）与土地

流转（或托管）种植管理。去年，该公

司将流转的 1.4 万亩土地划分为若干

基地，招聘基地长负责管护。

王小齐原本与丈夫一起在外打

工，孩子出生后，她选择留守在家看护

孩子，不甘平庸的她去年应聘成为该

公司的基地长。按照合作模式，大田

公司负责各基地的种子、化肥、农药及

耕耙犁种收等业务，她作为基地长负

责到基地察看苗情长势，需要浇地、飞

防等作业时，给公司打个电话，就会有

专业人员前来服务。

作为基地长，王小齐还负责筹集

土地流转费用，每亩地1000元，交给大

田公司以地入股，可享受种地营收利润

80%的分红。然而，由于没有种地经验，

她选择了最保守的收益分配方式：不管

收成如何，每亩每季稳定分红100元。

“拿出 30 万元虽说不是小数，但

有了公司的支持，我也顺利地贷出来

了这笔款。”王小齐说。

有专业技术人员手把手指导，王

小齐很快学会了播种、犁地、飞防等

监管业务。“很轻松，只是照看好、管

好、收好。”她说，前不久抢种时节天

气大旱，大田公司还专门投用了卷盘

式喷灌机，比传统雾管水泵效率提高

了一倍。

“今年小麦获得了丰收。”王小齐

说，她负责的基地平均亩产达到了

1300 斤（1 斤=500 克），公司统一收割

收购，每亩地纯利润在300元以上。目

前，该公司在她负责的基地上种上了

“订单”高粱。去年，该公司的高粱亩产

达到800斤，亩纯收益比小麦还高。

“这里边的深浅我已经‘趟’得差

不多了，来年，我也要拿（百分之）八十

的分红。”王小齐说，若按营收利润八

二分成的话，一季下来，亩分红会达到

200多元。

如今，王小齐在做基地长的同时，

还在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做了

一份兼职，月薪2000多元，也有机会接

触到更多基地负责人，快速领悟种地的

“学问”。“依靠大田公司，我对种地充

满了信心。”她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从 留 守 妇 女 到 基 地 长
——邓李乡构树王村村民王小齐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王亚军）“非常感谢叶县音乐舞蹈

家协会为我们舞蹈爱好者提供培

训机会，让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难

忘的时光，我们也会一直保持对舞

蹈的热爱和追求。”7月 30日，舞蹈

爱好者郭俊南说。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当天，叶县音乐舞蹈家协会在

飞梦体育馆开展暑期舞蹈公益培

训。当天，该协会特邀市舞蹈家协

会副主席周易波到现场指导，共有

16支舞蹈队 150多名队员参加此次

活动。学员们不仅熟练掌握了广

场舞《国风嗨起来》的动作，还在舞

蹈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作为老年健身爱好者的一

员，非常开心能参与到这次培训中

来，让我们和年轻人一起互动实

践，我们更有激情了！”舞蹈爱好者

侯秋云高兴地说。

暑期舞蹈公益培训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7 月 31

日，在位于田庄乡东李村村外的一

家养殖场，80 多头牛在圈舍内悠

闲地吃草。“这是我们采购的第一

批牛，标志着我们已经正式跨入了

养殖领域。”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以下简称天硕集

团）张银垒说。

天硕集团前不久收购了一家

养牛企业，在对牛舍升级改造后，

于两天前购置了这批肉牛。“目前，

养殖行业正处于低谷期，也是我们

跨入该领域的好机遇。”张银垒说。

天硕集团是叶县本土成长起来

的一家农业企业，主要从事农作物

种子培育、种植管理、收割及仓储销

售，还加工生产天硕香等系列粮油

产品，已是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此

前，该公司与省建投、叶县发投公司

共同组建了叶县大田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将产业链条延伸到高标准农

田打造领域，采用融资及投建管的

模式，减轻了地方政府的投资，使

得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更有针对

性和科学性。

目前，天硕集团流转了 1万多

亩土地，每年除生产优质订单粮

外，还拥有大量的农作物秸秆等

资源。“进入养殖领域后，能进一

步增加农作物的附加值。”养殖场

负责人李盼盼介绍，第二批肉牛

很快会入栏，企业将采用多批购

置的方式充实养殖场，最大容量

可达 2500头。

80多头牛入栏

天硕集团产业链条再下延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杨真真）8月 1日上午，在叶县电子

商务产业园，主播正将叶县烩面、

芝麻酱、酸辣粉等本地特色产品展

示给全国的消费者。

“我要讲好叶县故事，讲好叶

县产品，把叶县的优质农副产品推

向全国各地，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

富。”网红主播周丛阁说。

近年来，叶县果树、菌业、中草

药等特色产业渐成规模，也生产出

了众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

为叫响叶县农特产品牌，该县积极

践行“数商兴农”，按照“政府推动、

企业主导、市场运作、合作共赢”原

则，倾力打造“一园一馆一中心”

（电子商务产业园、农特产品展销

馆、物流配送仓储中心）。目前，电

子商务产业园入驻电商企业 86

家。同时，围绕“农业+电商”应用

与融合，结合乡镇企业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电商人才需求，积极组织开

展电子商务培训，采取“送课下乡”

“上门讲课”等模式，让手机成为

“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流

量成为“新农资”，催生了一批网

店、网商、网红主播，有力推动县域

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叶县电子商务交

易额 9亿多元。

好产品“云”销四方
上半年叶县电子商务交易额9亿多元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王洋）“你们超范围开展语数外学

科类培训，违反《校外培训行政处

罚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请及时对

标整改……”根据“随手拍”平台线

索，7 月 29 日，派驻教体局纪检监

察组在常村镇街口广场对一家校

外培训机构进行突击检查。

为落实叶县校外培训“监管护

苗”2024 年暑期专项行动要求，连

日来，派驻教体局纪检监察组充分

发挥驻地监督优势，强化“一盘棋”

意识，通过县“双减”工作协同机

制，组织教体、公安、消防等部门成

立“监管护苗”专项行动监督检查

组，先后深入盐都街道、九龙街道、

任店镇、常村镇、夏李乡等地的部

分培训机构，紧盯问题线索，聚焦

学科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预收费

资金监管、用工人员管理、信息公

示、教材选用、消防安全隐患、培训

设备设施安全等方面，通过现场查

看、询问学生、查阅资料等方式进

行监督检查。

针对少数培训机构存在违规学

科类培训、公示信息不完整、消防安

全存在隐患等问题，检查人员第一

时间与机构负责人进行交流，当场

予以指导，并下发《校外培训监管行

政处罚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培训

机构立即整改或限期整改；责令各

乡（镇、街道）“双减”协调机制办公

室发挥协调职能，压实相关业务主

管部门主体责任，严防各类事件发

生，让广大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平安

快乐、丰富充实、轻松愉快的假期。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查处违

规培训场所 16个，取缔违规场所 6

个，下发整改通知12份，退费12.1579

万元，专项行动将持续到8月底。

校外培训“监管护苗”暑期专项行动启动

强力监督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王书记，回来了……”7 月 31 日，

王超一回到叶县仙台镇王老君村，村民

就热情地上前跟他打招呼。王超也主

动走上前，一一进行回应。

“王超这孩子来俺村 3 年多了，办

的一件件实事儿村民都记在心上了，早

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村党支部书记王

占岭说。

王占岭今年 54 岁，比王超足足大

20 岁，王超尊称他“叔”。几年相处下

来，王占岭也逐渐把王超当成自家侄儿

看待。

2021年初，王超被叶县住建局派驻

到王老君村任驻村第一书记。这是仙

台镇的一个普通小村，与田庄乡和龙泉

镇相邻，村子有王老君、齐务和小董庄 3

个自然村，其中齐务村属移民村。王超

到该村任职前，村里在短短三四年间就

换了多任党支部书记，王占岭是王超入

村后当选的新一届党支部书记。当时

的王老君村，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在全镇

50多个建制村中“垫底儿”。

只有实干才能获得村民的信任，

换 来 村 子 的 发 展 ，王 超 暗 暗 下 定 决

心。由于村委会班子一度涣散，村里

多项工作处于被动局面：多条道路年

久失修，排间道没有硬化，一下雨村里

泥泞不堪……王超与全村党员干部交

流，在短时间内与村党组织达成共识，

在单位的支持下，帮助村里协调项目

资金。

利用移民村这一优势，王超最先为

村里争取了移民项目，还在乡村振兴、

财政等部门的支持下，将村里的主干道

铺上了柏油，加宽了连接 3个自然村间

的道路，并从去年开始，着手对一个自

然村的排间道进行硬化。今年，第二批

项目资金已经协调拨付到位，近期会对

剩余的排间道实施硬化。

当天下午，村里的广场上有多名村

民在打篮球，老人在健身器材上锻炼，放

假在家的孩子在嬉戏。“这都是王书记领

着干出来的。”一名村民夸奖道。

此处原是一个荒芜的大坑塘，一到

夏天就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村民被熏得

绕着走。两年前，王超动员全村干群将

坑填平后，又通过单位支持协调项目资

金，将其打造成广场，建了篮球场，安装

了健身器材，还安上了 4 盏太阳能路

灯。“一到晚上，村民就会来这里跳舞健

身……”王占领说。

如今，在王老君村的 3 个自然村，

大小不一的坑塘串连成珠，塘内清水泛

碧波，不时有村民前来垂钓。“这是县水

利部门实施的水系连通工程，里边有王

书记的心血。”一名垂钓村民说。

王老君村紧邻马子河，附近就是叶

县打造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示范区因

引水入田成了远近有名的网红打卡地，

目前正在打造麦田小镇。借助这一地

理优势和发展基于，结合村内荒沟多且

相连的实际，王超动员全村干群将马子

河水引入村，再通过村子流入麦田小镇

覆盖的吴哲庄村。最终，在全体村民的

支持下，水系连通工程延续到了该村，

县水利部门还帮助该村疏通了沟渠，增

添了暗涵，将村内的 8个荒坑连为了一

体。为改善水质，村民还在坑塘内撒上

了鱼苗。“前段时间抗旱时，入村的清水

成了附近数百亩田地的灌溉水。多亏

了这些水，俺家的玉米才长得好！”村民

王刚杰说。

“俺能吃上干净的水，也是王书记

的功劳。”王占岭说。此前，村内自来水

管道年久失修，跑冒滴漏，水中还有锈

渍等杂质，村民意见很大。去年，王超

通过单位支持，积极与叶县国源水务有

限公司等多方协调，对该村的地下供水

管道进行了更换，让村民吃上了干净的

自来水。

去年 1 月，该村 3 个未成年姐妹的

父亲不幸病逝，因其母亲很早与家里失

去联系，王超及时向单位汇报，为三姐

妹送去了慰问金，并安排她们到村上的

寄宿学校上学。

“这里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谈

起所做的一切，王超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记叶县住建局驻王老君村第一书记王超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李国

宾）7月 30日，昆阳街道南大街居委会里

欢声笑语，16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为 60

余名小朋友开展心理辅导、绘画指导、宣

传防溺水知识等，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

别样的“七彩假期”。

“暑假期间，我们招募大学生志愿

者，围绕学业辅导、心理辅导、亲情陪

伴、自护教育等内容，提供助学服务，

既提高了青年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

能力，又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温暖

和 关 爱 。”昆 阳 街 道 团 工 委 书 记 司 国

辉说。

“我很高兴参加这次志愿活动，不仅

做了件有意义的事，还充实了自己的暑

假生活。”大学生志愿者李长远说。

今年暑假伊始，叶县大学生志愿者

踊跃报名参加团县委组织的暑期志愿服

务活动，他们深入企业、农村、机关、校

园、社区等地，化身工作人员、教师、“家

人”，投身全县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

等工作中，用活力无限的“青春绿”点亮

激情燃烧的“志愿红”，为叶县大地增添

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 个 暑 期 ，除 了 在 全 县 18 个 乡

（镇、街道）、554 个行政村聘任大学生

兼职团组织副书记，团县委还组织大

学生志愿者开展四项专题活动（成立

“昆 young 大学生联盟”、大学生政务实

践、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向基层报

到”社会实践），目前已有 1390 名返乡

大学生报名参加，共举办志愿服务活动

174场次。

奋进正当时企企 家家业业

以“青春绿”点亮“志愿红”

千余名大学生报名参加
暑期志愿服务活动

7 月 30 日 ，辛 店 镇 遂 庄 村 党 员 干

部 为 叶 县 国 源 水 务 有 限 公 司 送 上 锦

旗致谢。

在今年 6 月的抗旱保苗工作中，该

公司主动服务，及时抢修机井故障，为该

村秋作物的灌溉作出了贡献。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送上感谢锦旗

7 月 31 日，平顶山市绿瑞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跃杰在察

看谷子长势情况。

该公司是一家生产蔬菜的公司，

近年来摸索出了“蔬菜+谷子”和“花

生+蔬菜”的特色种植轮作模式，实

现了一年三收，提高了土地效益。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发展特色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