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8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 赵若羽 投稿信箱 sqrbxq@163.com

4 虞城新闻欢迎关注
“商丘县区新闻”
微信公众号

一线传真

本版新闻统筹 刘建谠

脱贫攻坚进行时

后刘村合作社：贫困户变身股东享分红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起

旭）“村合作社让俺这些贫困户成了股东，
村集体合作社把俺家的黄金梨卖出了好价
钱，今后的日子一定越过越带劲，穷日子到
头啦！”8月 21日，田庙乡后刘村贫困户林
凤玲接过卖梨款满脸高兴。

据悉，像后刘村这样，以贫困户为
社员成立的精准扶贫合作社，在虞城有
225个。

去年 9月，后刘村为带动贫困户稳定
脱贫，集中贫困户79户198人，成立了虞北

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油桃园242亩，
依托较为成熟的生产技术和销售网络，一
年就获得良好效益。入股 4000—5000 元
的贫困户，3年内合作社每年支付给他们
1600元。其中，每季度支付300元，春节支
付 400 元。贫困户除获得这些保底分红
外，年底还将获得股金10%的红利。目前，
合作社已发展雪桃、油桃、绿化苗木等3个
基地，除股份帮扶外，还吸收贫困户务工，
增加工资性收入，平时约130人务工，农忙
时可达300人。

8月14日，拿到股权证的贫困户顾金玲高兴得合不拢嘴。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8月15日，贫困户林凤玲家的黄金梨

卖出了好价钱。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8月13日，合作社组织贫困户学习

油桃修剪技术。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吕书记，你真行，骑个车子
访民情……”在城郊乡米庄村，村
民传唱着这样一段顺口溜。

吕书记是虞城县特色商业区驻
米庄村第一书记吕新斌，驻村以来，
他坚持七天四夜工作制，以党建引
领，科学施策，紧紧围绕项目增收和
产业脱贫，一辆自行车行遍米庄村，
探索出了一条米庄村脱贫之路。

“吕书记的到来，加强了基层
党组织建设，让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村民实现了增收。”村支书杨
正修说，在吕书记的引领下，该村组
织党员学习培训会 27场次，扶贫知
识培训 23次，为 20多户贫困户办理
了慢性病卡，全面实施宽带入户、水
改和水利设施建设，协调资金 98万
元，实现了水泥路户户通，建成了标
准化村室、图书室、文化广场，米庄
村变成了一座美丽乡村。

“是新斌老弟让俺一家人对生

活充满了希望，腰包越来越鼓，俺
家脱贫啦！”郭永梅幸福地说，她
的丈夫前几年因车祸去世，撇下她
和两个儿子，儿子结婚负债累累，
一家人的生活一度陷入低谷。吕新
斌引导郭永梅及其儿子参加实用技
术培训，现在两个儿子在广州高铁
打技术工，月收入 1万多元。郭永
梅则掌握了生猪养殖技术，养猪顾
家两不误。

80多岁的抗美援朝退伍军人李
俊法，老两口常年有病，入不敷
出，住房也是年久失修的土房。吕
新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边跑危
改，一边帮老人办了低保。老两口
逢人便夸：“是小吕让我们老两口
住上了砖瓦房……”

“能蹬着单车去扶贫，为贫困
户脱贫找到增收项目和产业，是我
的职责。”吕新斌若有所思地说。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他依靠米

庄村传统产业，引导村民大力发展
奶牛养殖产业链，开办螺丝刀加工、
卷尺加工等小型加工厂，带动 30多
名贫困户就业增收。贫困户杨中来
激动地说：“吕书记介绍俺到工量具
厂上班，每天挣七八十元，俺还改
掉了喝酒、打牌的坏习惯。”

“我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
吕书记让俺养羊增收，既能顾家又
能挣钱，让俺脱贫致富有了奔
头。”正在清澈的池塘边放羊的张
长春高兴地说。对因病致贫、缺乏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吕新斌引导他
们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增收，目前，
米庄村有25名贫困户靠特色种养殖
增收。

走进米庄村，映入眼帘的是鸳
鸯戏莲、鱼儿戏水，池塘里鸭歌鹅
鸣，池塘边牛羊漫步，一排排温室
大棚井然有序，一派生机勃勃的好
景象。

蹬着单车去扶贫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起旭

本报讯（谢卫勋 南秀山）“我
按每亩一年120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
600亩，以前不懂咋种荠荠菜，参
加了镇上的专业技术培训，才算摸
到了门路。现在不光种荠荠菜，还
种甜玉米呢。”8 月 21 日，利民镇
西关村村民高继民兴奋地说。

近年来，利民镇以争创全省科
技工作先进镇为契机，提高农民科
技素质，做活“科技兴农”文章，
形成甜玉米、荠荠菜、林果业、奶

牛养殖等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化
水平不断提高。

据利民镇负责人介绍，为发展
产业脱贫，该镇在贫困户中逐级开
展各类专业技术培训，建立健全
农、科、教相结合的培训基地，举
办农技培训班 56 期次，参加培训
人数达 8000 人次，全镇 33 个村农
技副主任根据农时节令和农民生产
技术需求，深入村组手把手教农户
农业生产技术。镇农技站和夕阳科

技协会离退休老干部自发组织成立
了流动便民服务队，在所有行政村
巡回送科技、送文化，50 岁以下
的农民科技基础知识得到了巩固和
提高。

据悉，该镇从事农业科技研究
的“土专家”有 300余名，农技推
广机构25家，其中高级职称农技专
家 14人，专业农技服务人员 200余
人，先后获得省、市、县科技进步
奖23项。

利民镇：

科技拉动“扶贫车”

“真感谢谷全立，在玉
米施肥的当头给俺这些贫困
户送来了复合肥，我的玉米
丰收有保障了。” 8 月 20
日，在张集镇林堂村村室门

口，贫困户张云秀激动地说。
8月 4日，史丹利第四元素复合肥驻虞城代理商谷全立为

张集镇林堂和乔东村贫困户捐赠200袋复合肥，受到社会各界
称赞。

谷全立是张集镇谷李庄村人，常年在外经营肥料生意，
一直想为家乡的贫困户捐赠一些肥料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一
个星期前，谷全立和县工商局张集镇中心所所长黄再春相遇，
闲聊之中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黄再春听完后深受感动，将
谷全立的打算告诉了镇领导，立即就得到了镇领导的大力支
持。他们认真商议之后，决定由谷全立向林堂村和乔东村贫困
户捐赠200袋史丹利第四元素复合肥。

8月 4日，谷全立将 200袋复合肥运到了两村村室，有关
镇村干部按每户一袋的标准发放到了贫困户手中。看着笑容
满面的贫困户，镇长王仲奎说：“谷全立的善举不但给贫困户
增添了脱贫攻坚正能量，也给广大干部在扶贫方面树立了榜
样。在他的带动下，干部们工作热情和效率大幅提高。”

谷全立捐赠2.6万元肥料
助力贫困户脱贫

本报记者 丁新举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任广星 谢卫勋）“我年纪
大了，没想到在家门口剪个线头还能挣钱！”8月 22日，在沙
集乡郑海村扶贫车间，63岁的张爱荣高兴地说。

郑海村是该乡重点贫困村，外出务工是村民的主要收入
来源，但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许多农村妇女不得不留守在
家。为此，该乡按照县里统一规划，在郑海村建设了扶贫就
业基地和扶贫车间，让附近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挣钱、
顾家两不误。

“老公在南方打工，3个孩子在村里上学，公公婆婆年纪
大了没法照看孩子，我只好留在家里，在村扶贫车间打工，不
出家门还能挣钱。”熟练操作缝纫机的王彩云言语之中带着
满足。

郑海村扶贫车间以租赁的方式租给厂家作为生产车间，
厂家既避免了投资风险，又节约了建设成本，吸纳郑海村以
及周边村庄50多人就业，其中贫困户31人。

目前，该乡已新建、改扩建 5个标准化精准扶贫车间，吸
纳300人就业，其中97名贫困户，人均月收入1800元左右。

扶贫车间挣钱忙

8月20日，闻集乡陈庄村84岁的贫困户李玉凤正在村扶
贫车间加工圣诞帽。今年5月，在浙江办厂的该村村民郭光
辉放弃浙江产业回乡投资村扶贫车间，带领周边10余户贫
困户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贾其振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起旭）“现在机关部门办事
效率真高啊，原来要跑 17个部门才能办成的事，现在工商局一
个窗口一次就办好了。”8月21日，在虞城县行政服务大厅，田庙
乡后刘村村民刘茂正领到营业执照喜不自禁。

自“三十五证合一”改革启动以来，不到 10天时间，县工商
局为41家公司、1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201户个体工商户办理
了营业执照，有效解决了企业证照办理“部门多次跑、材料重复
交、办理时间长”等问题,受到群众好评。

“三十五证合一”是在“五证合一”基础上，将发改委、财政、
商务等17个部门30个证照整合到营业执照上，企业只需到工商
窗口提交一次申请，1—3个工作日内办结企业设立登记，即可
领取营业执照，正常开展经营。

县工商局：

“三十五证合一”办得快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姜汉路 谢卫勋）“我来扶贫
车间 36天，就领到工资 3600元，真没想到在本村打工能挣这么
多钱。”8月22日，芒种桥乡梁庄村贫困户郭桂英激动地说。

今年5月，该乡按照县委部署，马上办抓落实，采取“边建设
边招商”措施建设扶贫车间，让贫困户钱袋鼓起来，车间建成即
招来外商秋歌之秀服装厂前来投产，15天就有30多名贫困户来
厂就业。该乡周边乡镇许多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员前来学习服装
加工技术，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

梁庄村 50岁的贫困户周振良，妻子患糖尿病病发症，无劳
动能力，女儿正在上大学，为照顾妻子和家庭，在村干部介绍和
帮助下，他进厂50天挣了5000元；贫困户卻爱先患慢性病，家庭
贫困，进厂修剪线头，每月挣 2400多元……这样的例子在该乡
还有很多。

芒种桥乡：

“马上办”让贫困户钱袋鼓起来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倪俊峰）“以前，像这样的
水闸工程得建一年，现在不到半年就建好啦，建得快而坚固，
排放灵活。”8月 21日，在黄冢乡焦楼水闸看风景的焦楼村村
民焦福建高兴地说。

高质快速建成的焦楼水闸，是县水利局推进“马上办抓落
实”机制的具体体现。去年 10月以来，县水利局把“马上办
抓落实”机制固化为制度和方法，坚持“马上办好防汛、立即
做好排涝”思路，充实调整了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班子，建
立健全了“日清日结”防汛督察监督机制，办公室 24小时值
班，做到防汛抗旱立说立行、立行立改。

该局对全县河道、堤防、水库、水闸、险工段等进行了徒
步拉网式检查，制订了汛期控制运用计划及防洪抢险应急预
案，同时积极协调商务局、粮食局、供销社、交通局和县、乡
人武部等单位储备防汛料物，组成了 2150 人的防汛抢险队
伍，做到提前预警、及早处理。

县水利局：

马上办好防汛
立即做好排涝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起旭）8月 16日，省、市海
关工作人员正式进驻商丘保税物流中心。

位于虞城县高新区的商丘保税物流中心（B型），作为黄淮
四市唯一一家保税物流中心，占地0.133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
80434平方米，其中仓储面积6万平方米，布局有物流作业区、海
关监管查验区、交易办公区和配套服务区，具备保税仓储、出口
退税、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国际分拨及配送、转口贸易、物流信
息处理和咨询服务六大功能，围网外规划有跨境电子商务产业
园、综合物流园区、商业功能配套区。

省、市海关全面进驻后，将负责办理企业涉及的各类海关业
务；运用卡口管理智能化、管理网络信息化和通关作业无纸化等
便利化措施；对保税物流中心的货物进行监管等工作。

省、市海关工作人员
进驻商丘保税物流中心

凡人善举

8月16日，投资5亿元的河南圣源纺织科技城项目在虞城高新区隆重启动。该项目规模13.6万纱锭，建成后
将年产仿羊绒纱2万吨，创税5000万元，安置1200人就业。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陈文河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起旭）日前，虞城县被
国家能源局列入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2017年优先获批规模
为10万千瓦的光伏发电扶贫指标。

日前，国家能源局印发 《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
五”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把虞城县列入农村能源革命试点
县，是国家在河南省虞城、兰考、永城和商水设的4个农村能
源革命试点县之一。按国家光伏产业扶贫政策，可使虞城县
3300名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无其他可帮扶产业的贫困
人口每年增加 3000元资产性收入，持续 20年，每年虞城可收
入1000万元资产性扶贫款，20年收入2亿元。

虞城县被列为
国家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