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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区篇

美酒千杯难成知己，清茶一盏也能
醉人。走进梁园区张屯村 105 扶贫车
间，浓浓的茶香将人包围，仿佛置身大
海，开阔胸怀，让人心境通透，念头畅达，
身心愉悦，待得久了真的是要把人醉倒！

桑茶生产车间的工人，各司其职，
有条不紊。跟随着一道道茶叶加工工
序，学习良多，眼看着一斤斤茶叶新鲜
出炉，真的受益匪浅，不禁感叹！茶，
是文化，是感情，更是浓浓的乡情，希
望的寄托！

“去年 8月，我从深圳回乡过中秋
节，咱们乡的书记找到了我，跟我聊了
整整一个晚上，没想到回乡创业不到一
年的时间，咱们的茶叶已经出口东南
亚、印尼等国外市场了。”水池铺乡张
屯村105扶贫车间的厂长苏小军谈起桑
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桑叶
茶有“人参热补，桑叶清补”之美誉，
是国家卫生部确认的“药食同源”植
物，具有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延
缓衰老等多种保健功能，被国际食品卫
生组织列入“人类 21世纪十大保健食
品之一”。

“产业扶贫需要带动引领。火车跑
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要善于‘嗅
出’根植于这片土地上的特色与优势，
找出适合我们发展实际的‘车头’项
目，给予果断扶持，并做好长期跟踪服
务工作。”梁园区水池铺乡党委书记张

洪礼说，要在一团乱麻中找出线头，
对于产业扶贫而言，这个线头就是基
于精准定位的具有带动效应的龙头产
业与项目，创新思维，立足当地特
色，对接潮流大势，这样才能顺势而
上，赢得更多新的发展机遇，为产业
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近年来，梁园区牢固树立抓脱贫攻
坚就是抓发展、抓民生的理念，坚持精
准施策，以扶贫推产业，以产业促脱
贫，脱贫产业蓬勃发展， 同时，既重
视为贫困人口“输血”，更重视强化

“造血”功能，解决好贫困村、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的问题；既重视在物质上扶
贫，更重视扶志、扶智，解决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脱贫信心和能力不足的问
题，实施“雨露计划”、“劳动力转移”
等培训，特别是动员产业集聚区企业优
先吸纳贫困人口就业，不断提高贫困村
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致富能力，逐步实现
贫困户就业脱贫。以培育引进市场经营
主体为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核心，以建
立贫困户与市场经营主体利益联结长效
机制为关键，以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为目
标，积极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采取

“企业+高校+政府+合作社+贫困户”
的经营模式，培育区域特色产业。每个
村着重加工 1—2个产品，成品经电商
平台销售。贫困人员在家务工，每人年
收入5000—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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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铺 起 金 光 道
——梁园区精准扶贫纪实

本报记者 袁正建 实习生 马世卿

在梁园这片升腾的热土上，一万亩湖泊、一万亩湿地，
连缀成大片荷塘。夏季到来，荷叶风姿迷人，荷花清香扑
面，成为黄河故道上一道最优美的风景，有着“故道江南”
之美誉。

从“商丘水缸”源头孙福集乡的湿地，到李庄乡的新郑
阁水库，再到刘口乡的天沐湖景区，荷塘绵延数十里，荷花
飘香故道湾。

“这些年，我们坚信科学谋划，精准施策的理念，依托
境内独有的湿地资源，开发种植优质莲藕，面积年年扩增，
品种花样繁多。莲藕产业带动了当地农民劳动力转移致富，
春有种藕人，夏有管藕人，冬有挖藕人，一年四季有卖藕
人。”孙福集乡党委书记张传尧告诉记者，这几年，在梁园
区委、区政府指导下，借助深入开展农业结构性调整要求，
坚定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在保持和巩固山药种植面积的
同时，在故道湿地内种植优质莲藕，拉长产业链条，拓宽就
业渠道，搭乘全区产业扶贫的轻轨快车，实现迅速脱贫致
富，真正地涨鼓了农民的腰包。

梁园区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精准扶贫总体部署，牢固
树立抓脱贫攻坚就是抓发展、抓民生的理念，把脱贫攻坚作
为第一民生工程，作为“四大攻坚”任务之一，科学谋划，
精准施策，制订了《县级领导干部联系贫困村脱贫攻坚实施
方案》，建立指挥体系，成立了由综合组、就业创业帮扶、
产业发展、资金整合、保障救助、社会扶贫、金融服务、考
核奖惩等8个工作组组成的脱贫攻坚一线指挥部，确保做到
指挥“纵到底，横到边”。研究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脱贫
攻坚的实施意见》《梁园区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等文
件，切实做到从政策层面保障好脱贫攻坚顺利推进，全区以

“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六定”精准识别方法为抓手，深入
推进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对农村贫困人口进行“拉网
式”排查识别，做到标准不降、程序不减，特别是不漏过一
个符合标准的低保户、五保户和残疾人家庭。实行村支书、
第一书记、村主任、包村干部、乡镇长、党委书记“六签
字”，进一步完善了档案资料，真正实现了“户有卡、村有
册、乡有薄、区有信息平台”。

如期脱贫，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
战，其牵一发动全身。只有坚忍不拔才能胜利，半途而废必
将一事无成。只有科学谋划、施策精准、众志成城，才能如
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

梁园区委书记陶青松说：“扶贫工作是政治责任，是一
把手工程，任务艰巨，形式严峻。中央从‘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的高度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刚性要求，省、市也先后
对完成扶贫攻坚任务作出了明确部署，提出了任务进度和时
限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央、省委、市委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
心，扶贫攻坚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政治
使命，必须高标准、高质量、按时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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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枝绿叶果儿长，辛辣甘甜任人
尝。红装虽艳性刚直，亭亭玉立斗艳
阳。9月 19日，秋分即至，阳光虽好依
然燥热，记者来到素有“全国无公害辣
椒基地”“中国辣椒之乡”之称的梁园区
水池铺乡，刚一走进水池铺辣椒产业基
地，迎面而来的一股“热”浪，“辣”人
心脾，闻之愈久，整个人神清气爽，周
身舒畅。行至不远，“梁园区精准扶贫产
业（就业）基地”的标牌立在路边，远
远看去仿佛是立在一片“椒”海中的定
海神针，红绿相间的牌身修长而立，又
像是在和“辣妹子”们，争奇斗艳，阳
光轮转，交相呼应，伴随着辣椒收购点
人们忙碌的身影、辣椒分拣工人的闲

谈、过磅上称的吆喝、几声讨价还价的
嬉笑……一副欣欣向荣声、色、光、影
纷繁和谐的景象印入眼帘。

“像这种小规模的辣椒收购站点，我
们这里有很多，咱们一路走来，几乎不
远就有一处，大多收购点都设立在靠近
田间地头的位置，这样以来就大大方便
种植户的销售问题，解决了运输成本。”
梁园区水池铺乡党委书记张洪礼说，“小
收购点汇聚到大的中转站，通过各种渠
道冷藏运输，我们水池铺的辣椒销往全
国各地，自从区里大力开展产业扶贫以
来，我们水池铺乡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
从种植、管理、储存、销售一套相趋完
善的产业链。”

近年来，梁园区委、区政府认真按
照农业供给侧调整的要求，充分发挥该
区城郊优势，大力发展近郊型特色农
业，“以农业结构调整为重点，以园区
建设为平台，以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为
保障”的原则，加快完善无公害农产品
基地建设、加速提升蔬菜品牌知名度、
拉长产业链条、确保蔬菜产品质量安
全，重点优化蔬菜产业结构的工作思
路，大力开展产业扶贫，出台农业供给
侧调整建议，帮助种植企业、种植大户
资金支持、项目支持，协调小额贷款和
土地流转等，解决农民在发展辣椒种植
规模上的困难问题，积极引导辣椒收
购、加工企业，为农民种植辣椒签订收
购保护价，发展辣椒种植规模。完善基
础设施，满足辣椒基地生产需求，确保
丰产丰收。做好信息化销售服务，利用
网上信息平台、政府网、新闻媒体等宣
传发布信息，招引全国各地客商、辣椒
加工企业收购加工辣椒。政府派出专业
人员去湖南、四川、甘肃等城市考察辣
椒销售市场，拜访大型的辣椒加工企
业，帮助椒农开拓销售市场。

一村一业、一乡一景、一区多轨。
梁园区精准扶贫，以产业相帮，脱贫攻
坚，打造产业轻轨快车道，以城区经济
带动农业经济，以工业化经济发展带动
产业化经济发展，打造产业帮扶轻轨快
车，一带一路，辐射全区。

一条产业链贯穿全区，多条产业链

辐射全球，抓住商丘经济快速发展的重
大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合理打造
项目帮扶，精准施策，依托起飞的商丘
高铁时代，带动梁园产业轻轨的快速发
展，立足到乡、到村、到个人，着眼于
区、于市、于全局，将产业轨道遍布全
区，让梁园区经济纵横全球。

目前，梁园区围绕水池铺乡、观堂
乡、王楼乡发展辣椒基地，水池铺乡辣椒
种植面积2.5万亩，观堂乡辣椒种植面积
1.1万亩，王楼乡辣椒种植面积0.2万亩，
全区辣椒基地种植面积3.8万亩，辐射周
边乡镇种植面积 10万亩。按照现在价
格、辣椒的长势，亩均纯收入在 7000元
左右，总产值近7亿元。全区已有2个中
国蔬菜之乡（中国辣椒之乡和中国草莓
之乡），4个河南名优蔬菜之乡（河南名
优山药之乡、河南名优辣椒之乡、河南名
优草莓之乡、河南名优番茄之乡）。4个
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2个河
南省名牌蔬菜产品（“代庄”草莓，“梁苑”
番茄），16个无公害农产品基地，20个无
公害农产品，新建现代农业蔬菜园区 5
个。“中国辣椒之乡”梁园区在中国蔬菜
卫士网评比中位列全国最具影响力第三
名。全区蔬菜复种面积完成23万亩，实
现蔬菜总产量 85万吨，总产值20亿元。

梁园区特色农业结构调整，产业扶
贫的轻轨快车已经起步，正在腾飞，近
郊特色农业轨道构建完毕，经济发展的
列车已经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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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园里孕育着希望散发着芳香。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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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铺乡村民将
采摘的新鲜辣椒挑拣装
箱，冷藏运输到全国各
地，小辣椒鼓起了农民
的“钱袋子”。

本报记者 傅青 摄

▶在张屯村105扶贫
车间，工人们正在桑茶
生产线上忙碌。

本报记者 傅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