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进行时

3 月 23 日，睢县周堂镇郑营村“脱贫车间”内，
两名留守妇女在加工防火门。今年，该县在全县65个
贫困村逐一安排了“脱贫车间”项目，全力解决贫困
人员家门口就业难题。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3月21日，农技专家在睢县平岗镇秦口村为群众
讲解农业技术。扶贫攻坚，智力先行。今年以来，该
镇开展政策、技术、就业等方面培训15场次，受训人
员有4000余人。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陈梦娟 摄

春分时节，万物生长。睢县孙聚寨乡
太和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经理张灿同正在
粉丝厂里指挥工人作业。

张灿同，中共党员，毕业于南阳理工
学院外文系。2009年 9月，他通过全省组
织的公开选聘到太和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助理。任职以来，他充分利用在大学所学知
识，结合该村实际，主动当起了“宣传员”“统
计员”“调解员”，深受干部群众好评。

任职后，他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帮助
村民提高生活水平，过上好日子。一段时
间的走访调研，让他有了新发现：粉丝作
为传统菜肴，具有口感筋道、食用方便等
特点，在北方市场非常畅销。那么，何不
办个粉丝加工厂呢？

说干就干，他开始拜师傅、跑市场、
找销路。两个月后，他带着学到的技术回
到村里，和村里的几个人合伙筹集了80余
万元购置了设备，盖起了厂房。经过一年的
艰苦创业，现已发展成为一家专业粉丝加工
厂，总占地 5000平方米，总投资已达 200万
元，招用工人130人，年可加工淀粉1000吨、
粉丝系列包装 10万件，年产值 600万元，可
实现农民年人均增收8000元人民币。

现在这个厂附近已有规模不等的 4家
粉丝厂，并成立合作社，采取“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产业运营模式，统一购进
原种，统一技术田间管理，统一价格回
收，统一打成小包装对外销售。这样“连
点成面”，生产的粉丝能够捆绑销售，在稳
定扩大规模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优化产业
结构。如今，粉丝厂在保证生存利益的前
提下，尽量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
是贫困户，使他们尽快实现脱贫增收。

小产业做出大文章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刘 强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
讯员 李 峰） 3月 17日，睢县
城郊乡金庄村文化活动广场上
人头攒动，大型流动舞台车上
来自市豫剧团的演员们正在表
演精彩节目。

这是金庄村村委会为进一
步聚拢金庄农村集贸市场商机
人气，同时提振农户脱贫致富
精气神，做大做强金庄村旅游
市场，动员村内返乡创业青年
袁天洋、致富能手袁其振为乡
亲们请来的表演团队。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袁青松
介绍，金庄村自被国家旅游局

确定为全国旅游重点扶贫村以
来，大力打造特色旅游脱贫产
业，在村南部靠近锦绣大道流
转土地 120余亩，联合特步集
团兴建卡丁赛车项目，项目建
成运营后将极大提升该村对外
旅游开发的水平。

脱贫路上既要大项目牵引
集体经济腾飞，又要有“贴
身”产业鼓起群众腰包。金庄
村村委会经过细心研究、认真
调研，聘能人出谋划策，请专
家论证规划，确定了全力打造
城北集贸市场带动乡村旅游经
济发展的精准脱贫路。返乡创

业青年袁天洋多年在郑州做货
物运输、信息物流生意，在乡
里村里的鼓励下，投资兴建蔬
菜大棚 100座，采取公司统一
运营加农户以土地入股分红、
贫困户小额贷款资金入股分
红、经营性收入分红等多种模
式，让多年在“穷窝”里折腾
的贫困户翻了身、脱了贫。

一座座新建的无公害蔬菜
大棚、一片片花苞吐蕊的桃林
杏林，还有那纵横在田间村头
新修的水泥路，让这些祖祖辈
辈守着金庄却捞不着金子的庄
稼人看到了希望。

小村庄的“聚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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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景澎） 3月 23日，河南百盛鞋业有限公
司车间内数百名工人在赶制新一批订单。车间外，员工
宿舍楼、科研中心和配套设施正在按预定工期紧张施
工。“在地方政府的全力推动下，公司一期完工就实现
了投产，2016年完成 200多万双订单，二期续建项目正
积极推进，完成后将对公司整体竞争力产生质的提
升。”该公司行政负责人何俊美介绍说。

当天，睢县县委、县政府召开了重点项目建设百日
攻坚促进会，集中力量对今年第一批规划的 177个重点
项目开展“落地项目促开工、在建项目促进度、结尾项
目促竣工、竣工项目促达产”的“四促”百日攻坚活
动，涉及2017年项目投资总额153.3亿元。

“百日攻坚”考验科学精准谋划水平，重点是“出
实招”。该县对推进每一个重点项目的方案制订提出明
确要求：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新落地项目盯准完善各
项手续，落实水、电、路等基础条件，缩短落地到开工
的时间；续建项目盯准施工环节配合、原材料供应等关
键环节，提升项目建设效率；竣工项目提前谋划人员招
募培训、生活服务、物流配套等先决因素，力争项目竣

工即可投产。立足各项目实际，该县各责任单位全面排
查梳理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坚持联审联批周例会，
逐个项目、逐个问题研究制订解决方法和措施。每个项
目建立一套建设台账，按月制订投资、工程进度和联审
联批事项完成计划，紧抓节点推进项目建设。

“百日攻坚”考验决策部署落实力度，关键是“下
实劲”。为抓好落实，该县结合项目推进实际健全“马
上办抓落实”机制，实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周例会制
度，完善收集问题、交办任务、明确议题、联席办理、
跟踪督办等工作流程，加快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优
化审批流程，规范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对项目推
进实行“一清单、四机制”，即对重要事项建立督查工
作台账，开列交办清单，明确牵头领导、目标任务、责
任单位、责任人、工作要求和完成时限。对照交办清
单，启动督查通报、限期整改、工作约谈、问责追责四
项机制。

“百日攻坚”考验疑难问题处理能力，目的是“求
实效”。用地、融资、人力资源等疑难问题是影响项目
推进的“瓶颈”。为打破用地“瓶颈”，该县持续加强耕

地保护和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力度，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
平，加大土地卫片执法力度，确保重大项目用地。为打
破融资“瓶颈”，该县充分利用社会投资、国家金融政
策和各类金融工具，完善投融资机制；积极运用PPP融
资模式，完成全县债券融资工作；积极引入商业银行、
保险机构，有序推进县农信社组建农商行，为项目建设
提供资金保障。为打破人力资源“瓶颈”，该县为企业
招工“牵线搭桥”，开展跨区域劳务协作，不断优化用
工环境，确保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通过百日攻坚战，我们要完成 2017年度联审联批
任务 60%以上，完成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年度投资目标
50%以上，强力推进2017年计划新开工项目全部按计划
节点开工建设。”该县发改委主任闫玉敏说。

出实招 下实劲 求实效

睢县打响177个重点项目“百日攻坚战”

睢 州 古 城 东 关
外，有个毗邻县城的
小 村 庄—— 保 庙 村 ，
村里有位来自北京的
驻村干部，名叫吴海
江。在村里，随便打
听一下，无论男女老
幼，没有不认识、没

有不称赞他的：“人家老吴这人可好了，没官架
子，给俺村办的实事太多了……”

2015年8月，年已半百的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处
级调研员吴海江“一杆子插到底”，直接从中直机关
到睢县城郊乡贫困村保庙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初来时，保庙村街窄墙破、缺乏主导产业，相当一部
分群众仍没脱离贫困线。两间村室早已弃用多年，村

“两委”班子没有开会办公的场所，村室建设是他来
保庙村后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他多方协调相关单
位，争取项目资金，于去年9月份建成办公楼，同时
落成的还有村卫生室、村民文化广场。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吴海江逐户走访，与群众拉
家常，详细了解该村人口户数、党员数量、班子构
成、土地面积、主要作物、产业优势、集体资产、贫
困户数量等基本情况，确定贫困户 103家共 231人，
为他们设立了扶贫开发建档立卡贫困户登记档案与精
准目标细化措施，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保庙村精
准脱贫三年规划》。

办实事，吴海江决心从一点一滴做起。因残致贫
的李文功具有书法绘画才能，保庙村墙头宣传标语由
他负责书画，吴海江帮其在附近企业联系业务。慢慢
地，李文功的收入有了保证。李文功说：“吴书记没
有官架，俺都把他当自家人。”每当有空闲时间，吴
海江便到每家每户转转。对于年老多病无人赡养的郭
克义夫妇，吴海江平均每星期看望他们两次，并为他
们申请了养殖项目，送来了3头母羊。如今他们的羊
圈里已多了5头羊羔，吴海江清楚地记得哪头羊羔是
哪头母羊生产的。

在具有 58年党龄的老党员宋会芝家中，吴海江
对其实行“兜底帮扶”，与村委会共同修复了其多年
漏雨的房顶，改造了鸡棚，屋里铺上了水泥地，并赠
送多条板凳。村里有个聋哑人，名叫郑保振，年龄大
又无技术，属于“赤贫”。吴海江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不但帮他建起了崭新的房屋，还无偿赠送其十余
只山羊。今年春节前夕，郑保振的收入已超万元。

保林小学是保庙村唯一的一所学校。吴海江多次
深入学校，多方联系协调，将破旧的教室修葺一新，
健全学生强身健体的硬件设施，捐献多台电脑和包罗
万象的书籍，并为因学致贫的学生争取学费与生活费
的资助。吴海江还经常鼓励学生们要用功学习，并真
心诚意地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学习，考上北京著名
高校，以后你们的大学学费我全包了。”走在路上，
放学的学生遇到吴海江，总会主动说声“吴书记好”。

去年7月，吴海江组织贫困村里两期品学兼优的
中小学生共计 60余名赴京参加暑期夏令营活动，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素质拓展活动。保林学校四年级学
生李硕激动地说：“当我看到国旗冉冉升起时，自豪
感油然而生，我非常感谢吴爷爷给我这么好的机会，
我喜欢北京，回去后我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成长为
有用之才。”

初春时节，记者踏入位于保庙村北的云腾生态观
光园，瞬间被这里的乡村美景所陶醉：方圆 3000亩
园区内，鲜花盛开，草莓正红，温棚里的蔬菜油光透
绿，鸭场、野猪养殖场内生机盎然，小河绕木屋曲折
南流，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这座园区是继 2016年
年底保庙村实现脱贫后，为增强保庙村发展后劲，吴
海江带领村委班子成员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打造
的集养殖、种植、采摘、休闲观光、农家乐、焦饹馇
豆腐干传统作坊为一体的生态观光产业园。此举不仅
带动了保庙村群众就业致富，还带动了周边 20多个
村的群众脱贫致富。

如今，来自北京的吴海江常说：“我永远都是保
庙村人！”的确，他已把自己那份沉甸甸的情感深深
地融入了这片土地……

吴海江

“我永远都是保庙村人”
本报记者 黄业波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春种正当时。
春分时节，记者走进睢县农村，只见杨柳青青、莺飞草

长、小麦拔节、油菜花香，正是耕种好时节。全县辖区内的各
大农场、农户也开始忙碌起来，抢抓时机播种春耕。

巾帼英雄靓春耕

记者从县城驱车西行，一望无际的新翻耕地泥土飘香，25
个“娘子军”身手敏捷、姹紫嫣红，走近一问，才知道这是农
场请来的“救兵”。尚屯镇老庄庆亮农场种植了 100多亩的夏
白菜，今年农历三月中旬播下种子，约 40天就可以收成。据
该农场负责人老解介绍，种植蔬菜也是讲究季节的，最佳种植
时期是农历七月到次年的三月。其生长会受天气影响，比如下
大雨、刮北风，蔬菜容易坏，天气太热蔬菜也会长不好。

抢前抓早备春耕

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但长岗镇大多数农民却已早早地把
种子、化肥采购到家。当日中午，记者来到该镇的昭洪大蒜种
植专业合作社，碰巧遇到该合作社农民在运种子。忙着卸种子
的合作社理事长孟昭洪对记者说：“合作社春节前就对今年种
子、化肥的需求量进行了详细统计，并与生产厂家进行商谈、
订货，现在已经全部运到了家。不仅每袋种子比市场价格便宜
四五元钱，而且还省下了一笔运费。”

微信群里“闹”春耕

“现在小麦该不该浇拔节水？”近段时间以来，县农技中心
主任许志学就开始忙个不停，手机微信上关于春耕生产各种技
术的咨询信息不断，挂满二维码的农资送货车也不停地穿梭于
田间地头。这是该县农户在微信群里“闹”春耕的一个镜头。

据了解，县农业局“微信备耕”服务非常“接地气”。他
们除了组织农技专家讲课外，还利用“支农宝”服务平台邀请
当地有丰富种植经验的“种植达人”，组成“田哥”“田姐”农
技服务团队。农民通过手机就能轻松与专家以及“种植达人”
们一对一交流，咨询植保、病虫害防治等问题。在今年的春耕
生产中，该县农技服务中心在引入微信、公众号等多种互联网
线上服务方式的同时，挖掘传统线下实体店潜力，服务农业生
产，真正让农户体会到现代科技的方便和快捷。

截至目前，全县已准备化肥 10万吨、农药 350吨、农膜
200吨、各类农作物种子 300万公斤。此外，该县农业技术相
关部门已就玉米、花生、大蒜、瓜菜等种植技术进行科技培
训，预计到4月末，全县将完成农民科技培训1万人次。

春耕春种气象新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王中玉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马学智）今年以来，睢县
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创新金融服务方式，金融对地方发展
作用不断凸显。截至目前，全县各项贷款余额61.5亿元，较年
初增加3.1亿元，增幅位居全市第三。

探索信贷投放新途径。地方金融组织化解融资难题，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今年以来，全县融信小额贷款公司投放贷款较
年初增加 2500余万元，新增贷款户 30余户；汇鑫担保公司在
保余额达1.4亿元，担保户数80余户。

金融精准扶贫初见成效。该县设立扶贫风险专项基金，服
务全县脱贫攻坚战。截至目前，全县各金融机构发放扶贫贷款
900余户，累计金额达1.7亿元，带动贫困户2000余户。

积极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该县利用证监会企业上市
“绿色通道”，助推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惠民禽业和中盛金融已
签订新三板挂牌协议，预计明年挂牌；信豫鞋业、富锦电子等
一批企业将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大力引入县域外金融机构落户睢县。该县不断增强金融服
务能力，有效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目前，该县各类银行业金融
机构达到 9家，仅德商村镇银行 1家前两个月累计投放贷款
7000余万元，各项贷款余额达3亿元。

金融创新助力经济发展

3月23日，商登
高速 S211 睢县高速
西连接线在紧张施工
中。继连霍高速睢县
连接线、商登高速、
S214 睢县高速东连
接线建成通车后，睢
县今年开工建设的项
目还包括县城南环、
南 二 环 （G343） 等
道路，该县将成为我
市西部重要的公路交
通枢纽。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李国峰）为打赢扶贫攻坚
战，近期，睢县在脱贫攻坚督导工作中创新督导机制，采取业
务培训、推磨轮流、整体督导、评比问责等措施，精准督导扶
贫开发工作。

业务培训。在每次督导前，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对督导组成
员进行督导内容、标准要求等业务培训，使每位督导组成员吃
透精神，熟练掌握，得心应手，准确督导；推磨轮流。各督导
组在日常督导工作中不固定所督导乡镇和有关局委，每季度轮
换 1次督导区域，5个督导组对全县实行推磨式轮流督导；整
体督导。全县各乡镇与承担脱贫攻坚项目建设任务的县直单位
均为督导对象，一并督导，有效促进所督导单位领导重视，加
快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贫困户脱贫的步伐；每次督导对所督
导单位扶贫工作完成情况进行量化打分排序，对行动迟缓的单
位通报批评，限期整改，整改不力的进行问责，并把平时督导
得分与年终目标考核挂钩。

精准督导助推脱贫攻坚

3月22日，周堂镇牛营村一花卉基地内，花农们正将各种
绿植盆景装车外运。春季到了，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购买
花卉装扮生活已成时尚。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刘景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