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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省直机关干部，却义无反顾辞职返回家乡创业；
他曾是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却与土坷垃打起了交
道；他先后创办了睢县龙行里种植专业合作社、风尚·百合
休闲度假农场、兴盛家庭农场、河南省筑梦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他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

他叫陈襄阳，祖籍睢县白庙乡单庄村，一位富有传奇
色彩的新式“农民”、中国现代农业的追梦者。

3月下旬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记者在单庄村见到了
刚从甘薯育苗温棚内出来的陈襄阳，看似温文儒雅的他却
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勤劳和淳朴。他告诉记者，自己曾经走
出农村，已经在城市扎根。但回到老家，看到乡亲依然在
为填饱肚子拼搏的时候，当听到乡亲问他，怎么样才能生
活得更好的时候，他决定留下来为父老乡亲做点什么。

在充分调研市场的基础上，陈襄阳认识到只有走规模
化、机械化和科研化的道路，农业才有价值，土地才有收
益。在充分调研市场的基础上，他在白庙乡经过土地流转
承包了1000余亩土地开始甘薯育苗。经过3年的尝试，龙
行里甘薯以其独有的香甜绵软的口感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已经拥有千亩土地的陈襄阳不仅自己当上了“农场
主”，还时刻不忘回报家乡的初心。2013年 4月，他成立
了睢县龙行里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户免费入会，为会员提
供种子、农资、机械等，定期指派技术员跟踪指导。目前
合作社已有 4000亩会员土地。在销路上，他采用“线上
线下”，利用“互联网+”的经营模式，联合百度、天
猫、淘宝等把甘薯销往全国各地。

如今，陈襄阳和他的合作社已帮扶带领农民 1000余
人，整合合作土地 4000余亩，种植的“垄薯一号”亩产
达 6000斤，大大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龙行里牌
甘薯已入选国家农业部首次举办的100名名牌特色农业产
品，并直供香港。

陈襄阳：

现代农业筑梦人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刘景澎） 3月 30
日，睢县周堂镇郑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县文明办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员孟丽一大早就来到贫困户黄邵林家
中，将昨天在县城办好的慢性病病卡交到他手中，因
慢性病缠身的他终于放下心。

在睢县，和孟丽一样同时从县直单位派出的6470
名、乡镇派出的 1500名、村里选出的 2401名党员干
部，实施“万名党员干部帮万户”，达到了帮扶贫困
户全覆盖。

如何保障脱贫攻坚工作步调一致？该县采取县、
乡、村、组、户五级网格化管理体系，县有指挥中
心，乡有指挥部，村有作战室，组有联络员，户有责
任人，定人、定点、定责任，职责分明，各司其职。

扑下身，沉下心。“贫困户家家访、户户到，见
人见物，留影存档，活动签字，登记归档”是该县对
每一位帮扶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走访是载体，通过
走访了解民情民意，帮助贫困户制订个性化脱贫办
法，明确脱贫项目规划、脱贫方法、脱贫路径和脱贫

时间，真正实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每名党员就是一个“战斗单位”，怎样确保个个

都取得良好“战绩”。该县认真谋划，统一施行“六
五二”精准脱贫工作法，即：坚持“六个清”，脱贫
对象底数清、家庭状况掌握清、致贫原因分析清、扶
贫脱贫任务清、帮扶工作责任清、脱贫规划对策清，
精准到人到户；村制“五张图”，贫困对象分布图、
致贫原因分析图、脱贫进度分解图、脱贫详细措施
图、脱贫销号示意图，实施“挂图作战”；户建“两
本账”，脱贫帮扶措施账、脱贫增收明细账，实行

“记账脱贫”。
脱贫增收，群众“打分”。针对全县 80180 个贫

困对象，该县重点抓好“两头”。对有劳动能力的群
体实施产业、就业带动，据统计，2016年，该县共
流转土地 9.36万亩，培育家庭农场 55家，发展“一
村一品”专业村 41个，新增专业农民合作社 51家，
发展无公害认证农产品 14 个，建成养殖场 （区）
178 个，600 余户贫困户成功申请创业贷款 3000 万

元，依托产业的发展，带动贫困户 3210 户、10052
人脱贫。

干的好不好，组织“算账”。该县完善了脱贫攻
坚日常督查、季度巡查、考核评价、追查问责制度，
成立 5个督导组，明察暗访基层扶贫主体责任落实、
信息准确率、贫困村脱贫率、增收致富变化及群众对
帮扶工作满意率等情况，确保履职到位、效果到位、
问责到位。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是根本。2016年，睢县整合
各类资金 2.69亿元用于脱贫攻坚，涉农整合资金率
100%，脱贫项目批复率 100%，2016年累计批复的 8
批 422 个项目全部开工，已竣工 273 个，在建 149
个，工程完工率 64.7%。239 公里村级道路全面竣
工，新建标准化卫生室 70个，新建改建水厂 12个，
新建幼儿园 40所，改造中小学校 70所……以脱贫攻
坚为引领，万名党员干部齐心协力形成了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截至今年 3月底，该县 43个
贫困村、12826户、41126人顺利实现了脱贫。

睢县万名党员干部奋战脱贫攻坚一线

本报讯（刘景澎） 3月 29日，
一辆辆装满鸭蛋的货车穿梭在河集
乡各养殖基地和交易市场，将这里
的鸭蛋集中运往周边省市。据悉，
经过积极的产业培育，目前该乡已
成为豫东地区最大的蛋鸭养殖基
地、鸭蛋集散中心和加工基地。

但蛋鸭产业只是其中之一。河
集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以产业培育
和技能提升为基础，打出“组合
拳”，确保脱贫取得实效。

在产业培育中，该乡选择蛋
鸭、食用菌和辣椒三大“互补”产
业，供贫困户选择，集中力量扶持
培育。目前，蛋鸭产业已组建 22
个养殖合作社，新建饲料厂 1座，
蛋筐厂 2座，蛋品加工厂 1座，拥
有鸭棚 220座，蛋鸭存栏 40万只，
日产鲜蛋200余吨，带动83户贫困
户脱贫致富。食用菌产业通过每个
大棚政府扶持 5000 元资金推动发
展，目前已形成 23 个生产基地共

220个大棚，每个大棚带动 2个贫
困户。辣椒产业发展中，该乡经过
甄选有实力的农业企业，采取对农
户签订种植协议的方式保障贫困户
稳产增收，现已为全乡 1567 户贫
困户提供了免费种子。

围绕提高贫困群众就业增收技
能，该乡远抓教育、近抓培训，突
出抓好职业技术培训，推动 1800
余人到产业集聚区企业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获得工资性收入。

河集乡：脱贫攻坚打出“组合拳”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干兆伟）近
年来，睢县围绕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至少有
一人掌握一项致富技能，至少有一人实现稳定
就业”两大目标，突出“一对一”精准服务，
切实做到扶贫与扶智同步、输血与造血并重。

该县以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为基础，由乡
镇社保所组织开展调查摸底工作，掌握全县贫
困劳动力数量、分布等情况，收集贫困劳动力
就业状况、就业意向及培训愿望等信息，建立
贫困家庭就业台账，安排专人定期更新、动态
管理，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措施，对全县
29068 名贫困劳动力分类实施就业创业服务。
2017年，他们对全县重点企业缺工岗位进行统
计分类，筛选出 5130个适合贫困劳动力就业的
工作岗位，由各乡镇组织相关人员进村入户将
岗位信息送至贫困户家中，帮助符合岗位条件
并有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与企业取得联系，
促其上岗就业。同时根据贫困劳动力意愿，结
合全县制鞋和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用工需
求，制定贫困家庭劳动力技能提升计划，有针
对性地开展培训。依托县就业培训中心开展定
向、订单式免费技能培训，实现对 99个贫困村
符合条件且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技能培训全覆
盖。

该县还积极探索公益性岗位就业扶贫方
式，结合乡镇实际，重点在全县 99个贫困村开
发一批农村保洁、土地秩序巡查、劳动保障协
管员等村级公益性扶贫岗位，按照每村一人的
原则共安置 99名贫困家庭人员在本村实现就地
就业。同时积极探索乡镇就业扶贫车间建设工
作，引导全县制鞋和电子信息等企业在有条件
的乡镇，创建就业扶贫车间加工点，由各乡镇
组织当地贫困劳动力进车间务工，为贫困劳动
力在家门口就业创造条件。截至目前，全县已
累计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 1770人次，创业培训
360人，为 385名贫困人员发放小额贷款 2918万
元，带动1155人就业。

“一对一”服务：

就业扶贫“好处方”

本报讯（汤雷 王志杰）“驻村
帮扶干部工作作风虚浮的，影响脱
贫攻坚任务落实的，建议派出单位
重新调整，并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
格。”日前，在睢县白楼乡“榜样
的力量”精准帮扶工作培训会上，
该乡金西、金东村两位驻村工作队
队长郑重承诺。

为进一步增强精准扶贫帮扶工
作实效，夯实帮扶责任人的责任，
白楼乡率先制定了《白楼乡帮扶责
任人管理办法》、《白楼乡帮扶责任
人考核办法》，积极探索量化帮扶
责任、台账管理制度，将帮扶责任
人走访数量、帮扶质量、群众满意

度等指标作为帮扶责任人年终考核
的重要依据。“帮扶干部有没有干
事，直接影响精准扶贫的实际效
果，如果干部只是转一转、看一
看、挂个名，群众自然会失望。”
该乡党委书记李洪昌表示，我们制
定帮扶责任人管理办法就是要给帮
扶干部念好“紧箍咒”。

该乡要求所有帮扶责任人每次
开展走访活动必须统一填写由乡政
府提供的走访表，走访结束后上交
乡政府备案，走访表必须如实填写
走访中发现的贫困户家庭的实际困
难及困难的具体办理情况，由乡纪
委牵头，组织有关人员对帮扶责任

人提交的帮扶情况进行逐项核实，
对于核查中发现的真心为民办事、
群众满意度高的帮扶人典型要通报
表扬，并向帮扶人所在单位和组织
人事部门通报情况；对部分严重失
职、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帮扶
责任人，乡党委政府责令其限期整
改，整改不到位的向其所在单位建
议调整帮扶责任人，情节严重的还
将移交有关部门启动问责程序。

据了解，目前该乡核定的精准
扶贫户 560户 1479人，全部因人因
户采取了有效帮扶措施。此外，1名
驻村第一书记被召回，21名帮扶干
部被调整，1名干部被乡纪委约谈。

白楼乡：给帮扶干部念好“紧箍咒”

▲3 月 29 日，游人在睢县恒山
湖国家湿地公园赏春戏水。诗意水
城醉春图，直欲画中永驻。中原水
城睢县以其秀美风光，每天吸引着
大批游客到此观光旅游。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祝 超 王 鹏）今年以来，睢县商务中心区以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宽带中原”示范县建设为契机，
持续加强电商企业招商惠商工作，以中原水城电商园为平台，
搭建链条式服务平台，积极营造“双创”氛围，成效显著。

该县通过邀请知名电商企业和专家对电商企业、返乡青年
等人员定期进行相关知识培训和交流，宣传睢县电商招商优惠
政策；进一步拓展中原水城电商园商务办公区域和仓储面积，
新增商务办公 7600平方米，基础配套设施日臻完善。同时注
重引入快递物流和电商服务企业，为电商企业搭建链条式服务
平台，让电商和快递近在咫尺。

目前，中原水城电商园已吸引入驻电子商务企业 31家，
其中快递企业 2家，电商培训和服务企业 3家，形成了集商务
办公、电商孵化、仓储快递、生态配套等全程链式服务模式，
正在逐步形成业态创新和服务升级的电商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睢县商务中心区

“链条式”服务做强电子商务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张 鹏）时下，孩子沉迷于电子
产品和网络游戏，体能、视力不断下降已成为困扰家长的难题。
如今，这一问题有望通过一双睢县“智造”的运动鞋得到改善。

3月30日，记者看到，工作人员穿上由睢县制鞋企业开发
的微跑智能体感鞋，让“学习+运动”变成了现实。

“现在的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动画片中，有的成为‘手
机控’，导致近视、体质下降等一系列健康问题，影响了青少
年全面发展。‘微跑鞋’利用‘互联网+’解决孩子学习和娱
乐的烦恼，让孩子在运动中掌握所学知识，真正做到学习娱乐
两不误。”在开发设计这一鞋产品的河南华莹鞋业有限公司设
计间内，县工商联副主席、华莹鞋业总经理胡焰告诉记者。

今年年初，河南华莹鞋业有限公司联合北京大学和北航专
业研发团队，采用创新学习游戏化教育理念，利用蓝牙传感技
术，开发微跑科技体感智能软件，让青少年在玩的过程中学习
知识。工作人员边演示边介绍：“鞋子相当于遥控智能传感
器，通过开发这双鞋，让孩子体感游戏更健康。”

据悉，微跑智能体感鞋如今已上线量产。胡焰告诉记者，微
跑智能体感鞋将在 5月份全面上市，首先在全国 23个省级城市
开设体验店，让广大家长和孩子零距离感受现在科技发展，鞋
子不但可以穿，还可以做很多事情，这将全面改写鞋的发展历
史。

睢县“智造”再出新品

“微跑智能体感鞋”上线量产

在清明节到来之际，为悼念革命先烈，激励全县广大青少
年和干部职工树立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3月30日，睢县在睢
杞战役烈士陵园举办“清明祭英烈，传承民族魂”祭扫烈士墓
活动。 冯 阳 孟 丽 摄

3 月 30 日，一对母女在书法作品展上参观书法作品。当
天，首届“中原水城杯”全国册页书法作品展在睢县睢州美术
馆开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展览展出的201件作品是从全国
参选的3006件作品中层层筛选而出，在睢州美术馆展览之后将
会在河南大学、商丘等地举行巡展。该作品展作品集发放仪式
也于当天举行。 刘景澎 摄

3月29日，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在风景宜人的睢县恒山湖
湿地公园开展户外活动。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睢县妇联关注
儿童健康增强儿童体质，联合县文化馆书香园开展体能拓展等
户外活动。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孙晨丽 摄

◀3月30日，一支女子走秀队
在睢县白庙乡徐阳沟千亩油菜花田
内表演走秀。当日，该乡油菜花文
化赏游节开幕，吸引来自四面八方
游客到此踏春赏花。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