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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记者行走在舞钢市武

功乡后营村等多个村庄，只见特色

养殖场、种植场，各类型加工厂、制

造厂等生产主体“各领风骚”，时时

处处都能感受到群众增收致富的火

热场景。

在后营村圣欣农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的示范园内，一座座温室大棚整

齐排列，棚内黄瓜、西红柿、西兰花、

辣椒等有机蔬菜长势喜人，负责人岳

亚伟正有条不紊地组织工人采摘、分

拣、包装、过秤……每个环节都严格

把控，争取卖上好价钱。

“现在我们一个大棚一茬蔬菜的

产量有 1500公斤左右，每天用工人数

有二三十人，整体收益不错。”岳亚伟

乐呵呵地说，大棚有冷棚和暖棚两种

类型，暖棚种反季节蔬菜，冷棚种时

令蔬菜，“下一步我们计划再建 40 座

棚，年收入可达 500万元，将给附近群

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近年来，武功乡积极做好特色农

业发展这篇文章，借助较好的区位优

势，以“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

打造出集种植、采摘、销售于一体的

蔬菜产业链，让“普通田”变身“增收

田”。目前，除圣欣农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外，该乡还有武功村无花果种

植基地、坡魏村食用菌种植产业园、

刘庄猕猴桃园、八家刘“世外桃源”

蟠桃种植基地等 8 家特色种植产业

链主体。

在 该 乡 岗 王 村 新 引 进 的 项 目

“巾帼工坊”金源制衣厂，一排排制衣

机器有序运转，流水线上的工人正专

心致志地赶制校服……

“这是为舞钢市一所学校加工的

校服。”今年 46 岁的制衣女工刘彩霞

一边说，一边熟练地穿针引线，轻巧

地踩着缝纫机，“我有两个孩子，老大

在上大学，小的还在上小学，在这里

待遇好又能照顾到家庭，每个月有

2000 多元的工资。”据制衣厂负责人

董红丽介绍，像刘彩霞一样“着工装”

在家门口就业的留守妇女，制衣厂里

有 60多人。

当天，在武功乡月盈村标准化白

玉蜗牛养殖车间内，今年 28 岁的养

殖户王小楠正认真地观察车间温度

以及白玉蜗牛的进食和生长状态。

“乡里、村里知道我准备扩大养殖规

模后，将一处荒废的羊场作为村集

体资产以入股的方式提供给我，可

是帮了我大忙。”王小楠说。

今年 3 月，王小楠投资 30 多万

元，对羊场的 3栋羊舍进行升级改造，

建成标准化养殖车间并配备地暖、喷

淋、温控等先进设备。“目前，新建的 3

栋标准化养殖车间已经投用，共存养

120 万只白玉蜗牛，预计年销售额百

万元。”王小楠满心欢喜地说。

除了白玉蜗牛养殖场，武功乡还

有梅花鹿养殖基地、蛐蛐养殖场、蚯

蚓养殖基地等特色养殖产业，五花八

门的特色产业为村集体产业发展注

入了鲜活的动能。

近年来，武功乡积极探索农村产

业发展新路径，立足资源优势，鼓励

企业和在外能人进村办工厂、搞养

殖、建园区，通过大力发展“家门口经

济”，初步实现留守劳动力顾家、务

农、打工“三不误”的梦想。截至目

前，该乡共培育就业帮扶基地 4家、家

门口工厂 6家，共辐射带动 2000余名

群众就近就地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杨德坤 通讯员 王丽）

“家门口经济”实现“三不误”梦想

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8月 6日上午 9

时，经过几个小时的清扫工作后，家住石龙

区人民路街道南顾庄村的环卫工曹爱玲与

搭档一起来到位于人民路与昌茂大道交叉

口的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休息。

今年60多岁的曹爱玲已在环卫岗位上

工作了13年。爱心驿站设立后，她和同事不

仅有了可以休息的场所，还能享受24小时饮

水、避暑等暖心服务。

本着满足环卫工人、快递员、交通警

察等户外劳动者及游客多方面需要的原

则，石龙区总工会精心选取人流量较大的

人民路与昌茂大道交叉口等地设置爱心驿

站 9 个。驿站环境干净整洁，空调、桌椅、

饮水机、微波炉、无线网络等基础设施齐

全，还配备了报刊书籍、雨伞、应急药箱等

暖心物品，让户外劳动者实现了“冷可取

暖、热可纳凉、累时休憩、渴时饮水、避风遮

雨”。统一制作管理制度和标识，悬挂上墙，

明确开放时间、注意事项、服务项目、服务设

施等内容，落实管理人员，并定期检查，保证

爱心驿站规范化、正常化、实效化运作。

目前，石龙区总工会正逐步实现具备

条件的爱心驿站 24小时“不打烊”。

石龙区打造9个爱心驿站

为户外劳动者幸福“加码”

8月 6日，走进宝丰县观音堂林业

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水峪村的广沐香梨

园，一个个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酥梨

垂挂在绿叶间，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

香甜的味道。果农们穿梭在梨园里忙

着采摘、分拣、打包、装箱，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早梨从 7月中旬开始卖，能卖到

8 月上旬，亩产 6000 多斤，亩均收入 1

万多元。”梨园负责人叶团伟说，北水

峪村气候适宜，光照充足，土壤富含硒

元素，生产的酥梨果大饱满、色泽好、

含糖量高，深受消费者的青睐，每年都

有很多回头客前来采摘。

“这儿的梨子口感很好，又大又

甜，水分又多，价格实惠，我每年都

会买几十斤送朋友和亲戚，大家都

喜欢吃。”从市区来这里采摘的游客

李阳说。

该梨园占地 80多亩，主要种植红

香酥梨、皇冠梨、圆黄梨等，除游客现

场采摘外，主要销往湖北、湖南、安徽

及周边县市。

香酥梨的成功种植让不少村民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这几天订单很多，

我们从早上七八点开始采摘，一天要

摘几百斤，每天有 100多块钱的工钱。”

村民石龙环对自己的收入十分满意。

近年来，该示范区坚持“党建引

领、富农兴村”原则，按照“一村一品”

产业发展思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大力发展花椒、酥梨、中药材

等特色产业，有效推动农村增绿、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

了新活力。

（本报记者 巫鹏 通讯员 牛祎蓓）

酥梨飘香日子甜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8月 5

日下午，高 温 湿 热 ，郏 县 首 家 、

河南省示范农家书屋——渣园

乡杜庄村农家书屋内空调风带

来 阵 阵 凉 意 ，前 来 读 书 的 村 民

络绎不绝。

杜庄村农家书屋于 2019 年

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面积 60余

平方米，目前图书杂志存本 9000

余册，是村民学习知识、获取信息

的有效平台，自建成开放后颇受

村民欢迎。

近年来，郏县大力推动农家

书屋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不断

提升农家书屋建设标准。目前，

该县共建设农家书屋 362 个，藏

书量约 30 万本，医疗卫生、种植

养殖、心理健康等样样俱全，助力

群众既富“脑袋”又富“口袋”。

该县还将农家书屋建设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有机结合，利

用农家书屋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

实践活动。

“我们将不断探索‘农家书

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

屋+乡村振兴’等共建新模式，推

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让书屋更

接地气、聚人气、鼓士气，成为乡

村振兴的主阵地。”县委常委、宣

传部长，副县长杨洪峰说。

农家书屋书香袭人

郏县建设农家书屋362个

零工找活儿不用再路边站、等活儿干，只

用登记个人信息和求职意向，工作人员就会

主动为你寻找匹配的岗位，工作期间不仅有

保险保障，还不必担心出现工资拖欠等问题，

汝州零工市场的系列举措解决了零工群体的

就业难题，被全省推广学习。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它不仅关乎一个个

小家庭的幸福和谐，更关乎社会稳定、国家发

展。近年来，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社会就业压

力增大，汝州零工市场之“灵”给我们提供了

好的经验。

政 府 部 门 积 极 作 为 ，是“ 灵 ”的 主 导 力

量。各地人社部门可以借鉴汝州做法，利用

各级资源建立“1+N”多类型零工市场，将用

工信息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搭建网络平

台，吸引企业和求职者双向奔赴。主动到企

业调查用工需求，及时发布用工信息，为求职

者提供有用的就业资讯。针对不同的用工需

求和求职意向，开展精准培训，打通需求侧和

供给侧之间的堵点，做到人岗相适、供需双

赢。积极创新劳务维权模式，通过薪资预留

机制，避免企业拖欠工资现象发生；通过用工

评级体系，鼓励企业诚信经营，激励零工勤奋

工作；通过建立服务团队，有效解决劳务纠纷。

同样是劳务输出大县，叶县近年来加强与

江苏昆山的跨区域人力资源合作，把昆山企业

的用工需求与本地的人力资源精准对接，并

通过“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不断提升务

工人员的技能水平和持证上岗率，4 年来“点

对点”为昆山输送务工人员 10万余人。同时，

在昆山设立专门机构服务外出务工者，帮他们

协调解决在外和老家的难题，让其安心工作。

这样贴心周到的服务，哪个在外务工的老乡会

不点赞呢？

事实证明，要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

的就业，有关部门就要开阔思路、创新方法，

探索建立适合本地实际的新模式。要靠前一步服务，多到企业和求职

者中间走走，听实话、摸实情，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点，有效连接供

给侧与需求侧，实现有效互动，让甘蔗能够“两头甜”。要探索多元化的

服务机制，通过培训等方式让求职者身怀一技甚至多技；搭建网络平

台，让供需双方“云上牵手”；建立劳务维权机制，让务工者不再烦“薪”。

用“新”开路，用“心”做事，相信找到就业“灵”法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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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6日，宝丰县张八桥镇东火山

村三水牧业鱼菜共生项目现场，一排

排鱼池整齐排列，工人正在投喂饲料、

查看鱼情。

“水耕栽培和水产养殖形成天然

环保循环系统，能有效控制废物产生，

还可以节省大量肥料。”东火山村党支

部书记陈进江说。

该项目于 2019 年建成，用于养鱼

和种植反季节蔬菜，建成后曾收益良

好，但由于后期资金不足，项目一度

闲置。今年，东火山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通过与平顶山三水牧业有限公司

沟通协商，收购其闲置的中型钢结

构大棚三座、小型钢结构大棚两座、

无塔供水设配一套，为发展养鱼业、

肉狗养殖、蔬菜种植提供场地，通过

吸引投资人合伙经营，为进一步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棚养殖、种植项目全部投产

后，将提供十余个工作岗位，每年为

村集体增收 50 余万元。”陈进江说。

2023 年 以 来 ，东 火 山 村 集 体 收

回并平整各类耕地 95 亩，向种粮大

户 流 转 耕 地 353 亩 ，村 集 体 土 地 流

转年收益达到 12 万元，集体收入稳

步增长。2023 年，该村向村民分红

5.9 万元，实现了集体、企业、农户三

方共赢。

近年来，该镇组织党员干部对农

村集体经济资源资产、农户闲置的旧

房旧舍进行清理、明确权属，通过召开

党员大会、群众座谈会等形式，收集群

众对闲置资产再利用的意见建议。对

清理的可利用资源资产，采取“集体经

济+”模式，出租或参股到龙头企业、合

作社等经济实体，拓宽增收渠道。

“姚店铺村香菇产业园去年带动

村集体收益 28万元，今年新引进金耳

菌种植，目前已试种 2个大棚，预期销

售额 100 万元，将带动村集体再增收

10 万元；山张村豆制品产业园二期冷

库项目已建设完成，每年可为村集体

增收 13 万元，新引进的腐竹生产加工

项目正在建设中；张八桥村电商园新

引进年产 60万件快递包加工项目，已

正式投入生产，产销两旺，新增带动

就业 60余人；福宝肉牛养殖项目已建

成投产，现存栏大牛 150 头，小牛 400

头，预计年底可出栏成品肉牛 380头，

产值 500 万元，带动附近村民就近就

业 30余人，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收益

26万元……”张八桥镇党委书记吕跃

红介绍，该镇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优

势，按照“一村一品”、“村党组织+合

作社+农户”等模式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同时，积极

引导辖区内种植大户、返乡创业青

年、致富带头人等发展特色产业，并

给予相应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持，在增

加村集体收入的同时，引领群众共同

致富。

（本报记者 巫鹏 通讯员 周顺利）

盘活资源结硕果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8月3

日，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

南赛区暨第十六届河南省创新创

业大赛平顶山分赛区初赛在网易

（平顶山）联合创新中心开赛。

本次大赛由市科技局主办、

清研（鲁山县）先进制造科创中心

有限公司承办，设置成长组和初

创组两个组别，吸引了全市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

127 家企业参赛。本次大赛邀请

相关领域的行业专家、知名投资

人等 7人作为评委。

初赛现场，评审专家从技术

和产品、商业模式和实施方案、行

业及市场、项目团队、财务分析等

方面对通过省组委会审核晋级初

赛且按要求提交参赛 PPT和商业

计划书的 46家企业进行评审，现

场打分。目前，所有参赛企业的

成绩已公示。

46家企业参与角逐

创新创业大赛平顶山分赛区初赛举行

▽8 月 6 日上午，在郏县冢头镇李渡口

村集体经济种植大棚，村民在为生姜拔草。

为助力乡村振兴，李渡口村于 2020 年

建设了占地约 20 亩的蔬菜种植大棚，常年

种植上海青、奶油白菜等。2023年起，该村

腾出 8 亩地发展生姜种植，亩纯收益 2.5 万

多元，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 20万元收入。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8 月 6 日上午，在鲁山县辛集乡张庄

村葡萄园，果农秦欣在采摘葡萄。

张庄村有 30 多年的葡萄种植历史，是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目前种植葡萄 1500

多亩（1亩≈666.67平方米），带动周边村发展

葡萄种植1万余亩。近期，葡萄大量上市，吸

引了省内外多家客商前来采购。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摄

（上接第一版）使其在新时代焕发

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要加强

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

作，用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日 前 ，在 印 度 新 德 里 举 行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 届世

界 遗 产 大 会 通 过 决 议 ，将 我 国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提 名 项 目“ 北 京

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

的杰作”和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

目“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

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

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9

项，居世界前列。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白天到夜里多云间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转东北

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最低气温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