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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5月 21日 10时至
2018年5月22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
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
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民主路西香江明珠百合阁
102号房（权证号：商丘市房权证 2010字第 0061901号，
建筑面积：218.60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
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鲍法官
联系电话：0370-227529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8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一次）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柘城县坚持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增加
农民收入为根本，围绕种植规模化、品质
标准化、产业链条化、交易全球化，大力
实施“辣椒经济”发展战略，使柘城县小
辣椒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农民脱贫致富
奔小康之路踏实宽阔。

2016年，柘城县荣获全国辣椒产业发
展功勋县称号。2017年，柘城县成功创建
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和
全国辣椒产业化发展示范县。2017年，柘
城县三樱椒还通过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2017年 9
月 15日至 17日，柘城县成功举办了第十
二届全国辣椒产业大会暨柘城第二届辣椒
文化节。在第二届中国蔬菜品牌大会上，
柘城县又获得了“2017全国蔬菜产业扶贫
突出贡献奖”。

辣椒产业，已经成为柘城县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农民
增收的主要渠道和柘城形象的又一张靓丽
名片。

种植实现规模化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柘城县辣椒
种植面积逐年增加，至2000年，种植面积
常年稳定在40万亩左右。为加快推进辣椒
规模化种植，柘城县成立了辣椒产业发展
领导小组，组建了辣椒产业发展协会，出
台了《柘城县辣椒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大力实施辣椒种植“百千万”工程，即培
育100个种植专业村、建立10个千亩良种
繁育基地、发展 20个万亩高效示范园区。
通过政策激励、示范引领、龙头带动、市
场拉动，全县椒农的种植积极性大幅提
高。目前，柘城县培育种椒专业村 106
个，建立了千亩良种繁育基地 8个，发展
了万亩高效示范园区15个，三樱椒质量安
全示范区面积达到30万亩。柘城县全县共
有 10万椒农从事辣椒种植、加工、营销，
2500名辣椒经纪人活跃在大江南北的辣椒
市场，农村1.26万户贫困户依靠辣椒产业

实现了脱贫致富。

品质实现标准化

柘城县坚持以“三品一标”为引领，
以技术创新为支撑，大力实施科技兴椒、
质量兴椒战略。初步实现了标准化生产、
品牌化提升。柘城县制定了河南省首个
《三樱椒生产种植技术标准化体系》，建立
了省级辣椒及制品检验检测中心。在实践
中，柘城县还注重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
作，成立了中国农科院全国特色蔬菜技术
体系综合试验站、中国科协全国辣椒生产
与加工技术交流中心、河南省农科院朝天
椒创新基地等。柘城县还加强品种研发和
培育。截至目前，柘城县繁育推广的朝天
椒优良品种纯度达到了 99%，在河北、内
蒙古等地建立了 5个良种繁育基地，在全

国 6 大辣椒主产区推广种植了 260 万亩，
占全国朝天椒市场的 70%。“北科”“吨
椒”“骄都”“奥农”等被评为河南省著名
商标，“红满天9号”成为中央电视台“上
榜品牌”。

产业实现链条化

柘城县采取公司+农户、基地连市场
等模式，深入推进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生
产，形成了种子繁育、规模种植、冷链运
输、精深加工、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的全
链条集约式发展。全县培育出北科种业、
传奇种业等良种繁育企业16家，跃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亚东农民专业合社等省市级
合作社35家，白师傅清真食品、春海辣椒
等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6家，拥有
30家冷藏企业，共建成冷库 60座，冷藏

容量达到 10 万吨。规划面积 2.5 平方公
里、总投资20亿元的中原辣椒大市场及农
产品物流园区正在建设，五洲国际集团、
香港李锦记食品有限公司、河南万邦（柘
城）农产品冷链物流园、河南韩邦食品、
河南吨椒食品等 12家企业已经入驻。另
外，柘城县还有12家辣椒企业，于去年成
功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集中挂牌。这必将
进一步提升柘城县辣椒产业全链条发展档
次和水平。

交易实现全球化

柘城县坚持以江北最大的辣椒大市场
为龙头，以冷链藏储为支撑，市场辐射全
国 20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口美国、
加拿大、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澳
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山东金
乡、河北鸡泽等辣椒市场优势互补、良性
互动。柘城县全年干椒交易量达到 50万
吨，2016年交易额首次突破 60亿元、出
口创汇2600万美元。柘城县目前是全国重
要的辣椒产品购销集散地和辣椒出口基
地。柘城县集辣椒仓储、交易、加工、电
子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 800亩辣椒物流园
区建成后，将进一步巩固雄踞中原、辐射全
国、面向世界的辣椒交易集散枢纽和价格
形成中心地位。柘城县还积极推动辣椒期
货市场建设，郑州商品交易所已将三樱椒
作为期货场外交易的试点品种，未来柘城
有望成为全国重要的辣椒期货交割中心。

红火小辣椒，脱贫大产业。为推动辣
椒产业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柘城
县与中原银行合作建立了规模20亿元的三
樱椒发展专项基金，在财税、土地、融
资、用工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重点支持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市场建
设。力争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重点培育
两家上市企业，挂牌企业达30家以上，建
成储量达50万吨的辣椒期货交割基地，辣
椒年交易额力争突破 100亿元。届时，柘
城县将成为世界具有影响力的辣椒集散、
交易中心。

红火小辣椒 脱贫大产业
——柘城县大力实施“辣椒经济”促脱贫攻坚

文/图 本报记者 蒋友胜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为助力柘城县脱贫攻坚，深化
“同心康福”优德行动工作成效，九三学社商丘市委按照九三
学社省委的安排部署，在柘城县选定 42位肢残贫困户作为捐
助对象。目前，对柘城县 42户贫困户入户筛查工作已经全部
结束，近日，九三学社省委将选派专家，为这 42位肢残贫困
农民全部免费安装假肢。

九三学社“同心康福”优德行动是由九三学社中央牵
头，九三学社河南省委、中西部有关九三学社组织、优德集
团优德医药网共同参与，在河南省和中西部其他地区选择农
村肢残贫困人员家庭，开展以“资助安装假肢、帮助子女就
学、提高致富技能、同步实现小康”为主要内容，帮助农村
致残贫困群众精准脱贫的民生工程。

为了保质保量在柘城县完成这项民生工作，九三学社商
丘市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按照“符合政策、情况属实、不
漏一人”的工作总基调，成立了 5个入户调查组，于 3月底 4
月初到柘城县岗王镇、起台镇、牛城乡等近 20个乡镇，开展

“同心康福”优德行动入户筛查工作。
通过筛查，在柘城县共确定 42名符合条件需要安装假肢

的贫困户。42人中，有的是因为车祸、有的是因为工伤、有
的是因为疾病失去了下肢。虽然致病的原因多样，但是多数
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因为自身的残疾导致了家庭
的贫困。政府的伤残补助、低保金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
由于失去劳动能力，距离稳定脱贫还有差距。“同心康福”优
德行动为他们带来了福音，也承载起了他们对新生活的渴望。

作为承办单位，九三学社商丘市委按照九三学社河南省
委的要求，全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确保将这项扶贫济
困、利民惠民的好事在柘城县落地开花。

九三学社商丘市委完成“同心康福”优德行动入户筛查工作

柘城县42名贫困户将免费获安假肢

在农村，很多党员在村里没有什么职
务，这部分党员有激情，有带领群众发家
致富的干劲，却没有很好的施展舞台。把
这些无职党员凝聚起来，在脱贫攻坚战役
中才更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柘城县慈圣镇南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全村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助力乡村振兴，获得
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4月 15日，记者走进慈圣镇南村的田
地，映入眼帘的是成片成片的大棚。现
在，大棚内绿油油的西瓜秧苗长势喜人。
在一个大棚内，记者看到有 20 多名工人
正忙着打理秧苗。去年 10 月，南村党支
部以党员带头，流转了村里的 500多亩耕
地，建起了这个种植基地，并注册成立了
益群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品种西瓜特色

产业。南村党支部书记韩道振告诉记者：
“南村有 1000多人口，土地非常少，平均
每人有 7 分地左右，全村的耕地也就 500
多亩。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家里
只留下儿童和老人。这些老人和儿童，庄
稼活干不动了，眼看着这些地要荒废。我
们村的党员一商量，不如全部流转过来，
种些经济作物，一是增加农民收入，另外
也能给老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干。”

经过南村“两委”班子会和全村党员
会议的商议，于去年10月开始流转、整合
村里的土地，发展特色产业。韩道振说：

“农村的工作并不好做，你看着那地要荒
废，但你一说要用，有些人就不给你用。
如果计划是 500亩地，中间有几亩流转不
过来，整个计划就得泡汤。这些工作谁去
做？当然是那些没有职务的党员，村‘两
委’班子人数有限，所以要这些党员把自
己的亲戚、邻居们的工作做好。”

通过党员的宣传，逐家逐户地走访沟
通，流转土地一事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
村民韩建房说：“家里本来地就少，就七八

分。由于长年外出干生意，家里地都荒废
了。村里承包，就让他们承包得了，我图
个省事，还有收益，是好事。”

土地问题解决后，南村党支部立即就
要面对资金问题。合作社成立初期，要建
大棚，买种子肥料，购置配套农机具，还
要支付人员的工资，这些钱从哪儿来？韩
道振就召开党员会议，号召说：“这事咱党
员得带头，咱这 7 个党员，每人先兑 10
万元。先把合作社运转起来再说。”尽管有
困难，但每个党员各自通过各自的办法，
在第二天都把钱兑上了。

解决了土地和资金问题，益群农民专
业合作社就步入了正轨。经过规划，合作
社种植了 100 亩大棚西瓜，西瓜下来后，
接着培育泰国艳红辣椒。另外，计划进行
小麦套种 340亩，再剩余的 60亩种植中药
材丹参。学员韩传涛说：“种西瓜、培育辣
椒、种中药材，其实我们都不懂。为此，
我们村专门派人去山东培训。培训回来
后，再手把手地把技术教给村民。”

在分工中，每个党员负责一项。有负

责管理的，有负责技术的，有负责外联
的，有负责采购的。党员各负其责，团结
协作，做的事公平公正，令人信服。合作
社很快发展了起来。

党员韩超说：“现在清早起来啥事不
想，先往地里跑，啥时候天黑啥时候再回
家。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到现在，天天在大
棚里与村民一起干活，眼看着这西瓜花朵
一点点长大、枯萎、结果……这个心里那
种即将收获的喜悦，甜得很啊。”

南村及周边村庄有20多名村民在合作
社打工。赶到忙时，工人要增加到 40 多
人，合作社也为这些务工的群众带来每月
固定的收入。贫困户海凤芝高兴地说：“有
时候一月一千多，有时候能领到两千。这
都要感谢我们村的党员，带头做这个事。
要不是合作社，我在家里带孩子一分钱也
挣不了。”

韩道振说，今年种植特种作物成功
后，明年，他们准备把周边村的耕地也流
转过来。现在国家提倡乡村振兴，乡村建
功立业，大有可为。

南村党员带起头 村民致富有奔头
本报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在柘城县张桥镇，有个“孔雀能手”何效刚，提起他
来几乎全镇人都知道。何效刚是大魏村村民，七年前还是
普通的农民，但他钻研养殖技术，养起了孔雀。目前，何
效刚每年通过销售孔雀肉、孔雀蛋和孔雀饰品，年收入近
百万元。

2011年春，何效刚了解到养殖孔雀有很好的前景，就
决定借钱在家里养孔雀。妻子姚景荣不同意，姚景荣担心养
殖孔雀有风险，姚景荣说：“老何说咱养孔雀吧，我说你养
鸡都不中，养孔雀能中？还是不干为好，他一定要干。现在
看，干的还真不错。”

何效刚最初进了100多只孔雀，发展到现在，他的养殖
场里，已经有几千只孔雀了。何效刚说，孔雀寓意吉祥，外
形美观，羽毛华丽，有很好的前景。最近，何效刚又开发出
孔雀羽毛工艺品，市场销售良好。何效刚告诉记者：“用孔
雀羽毛做扇子、耳坠、发卡、背景墙，都很美丽，市场也很
好。如果单纯卖肉，一只孔雀的纯利润也就是 1000多元。
但如果把孔雀做成标本的话，一只三年左右的孔雀标本就可
以卖到四五千元。况且，做标本时拆出来的孔雀肉一样可以
卖钱。”

为了把孔雀标本制作好，何效刚还派妻子姚景荣专门去
外地学习了制作标本的技术。姚景荣学成之后，又教会了女
儿。何效刚的女儿何秀娟介绍说：“制作孔雀标本，得先把
肉给拆掉，之后进行清洗，清洗之后把上面的水用吹风机吹
两到三个小时，这样吹干的孔雀标本羽毛又顺又亮。”

在何效刚的家中，摆满了孔雀扇、孔雀耳坠、孔雀发卡
等工艺品。只这些五彩斑斓的孔雀工艺品，每年能给何效刚
带来十几万元的收入。何效刚说，养殖孔雀真正的方向还是
发展孔雀工艺品。

张桥有个“孔雀能手”
养孔雀年入近百万
本报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近日，柘城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联合“百企帮百村”帮扶企业——柘城县恒康医院，启动了为全
县特困群体静脉曲张和疝气患者开展免费医疗救助的活动。这个活动，旨在为柘城县贫困静脉曲张和疝
气患者免费实施手术，让贫困家庭进一步摆脱因病致贫的困境。图为活动启动现场。 崔志林 摄

提起豆虫，很多人会想起豆叶上那个绿油油看着可能令
人毛骨悚然的家伙。其实，豆虫是优质的蛋白质资源，具有
抗衰老和增强免疫力的功能。现在，它已经成了很多人餐桌
上的美味。柘城县岗王镇余庄村青年贾然彬，近两年就靠养
殖豆虫发了家。

贾然彬曾经在江苏打工，他看到当地农民利用农田的大
豆养殖豆虫收入颇丰后，就开始学习豆虫养殖技术，2017
年春辞工回家承包土地开始种植大豆养殖豆虫。当年，他就
有了可观的收益。今年，贾然彬的干劲更足，从村里流转了
20亩耕地，建了5个大棚，全部种上了大豆。

春天养的豆虫，5月份就能上市，价钱高，每斤能卖到
200元以上。但春天种植大豆的成本也高，要在大棚里增加
温度和湿度，还要控制豆虫的成长变化。现在，在贾然彬的
大棚里，大豆已经有 30 厘米高，正是往豆叶上挂卵的时
候。贾然彬说：“现在挂卵，到 5月份就能上市，价格应该
不会低于一斤200元。”

如今，在贾然彬的带动下，周边也有很多村民跟着他养
起了豆虫。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七八十亩。养殖户王海云说：

“这一亩地养好，能收入一万多元，养个几亩地，比外出务
工强多了。再说，贾然彬懂技术，人又热情，不懂的就问
他，他从不藏着掖着，我们跟着他养殖，有信心。”

贾然彬介绍，豆虫是天然的优质蛋白质，能增强人体免
疫力，还有抗衰老的功效。再说，豆虫体质非常敏感，一碰
农药就死。所以，豆虫你就是想不让它无公害都难。

去年，贾然彬联系好了销路，今年，无论产量有多大，
江苏连云港那边的商家，都到地头来收。销路不用担心。

靠养豆虫致了富的贾然彬，致富不忘带领贫困户脱贫，
主动帮扶了几家贫困户，负责技术指导和外销。“只要跟着
我干，一年脱贫没一点问题。”贾然彬说。

这个青年有想法
养殖豆虫发了家

本报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脱贫攻坚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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