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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韩丰 刘建谠

夏邑·虞城

驻村第一书记风采驻村第一书记风采

提起畜禽养殖，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
污水横流，苍蝇乱飞，臭气薰天。特别是
夏天，更是让人受不了。

8月6日。记者驱车前往夏邑县郭店镇
采访桂柳鸭养殖产业，不由得在采访前准
备好了口罩、花露水等防护用品。

在该镇党委书记岳德熙的带领下，我
们走进一片大棚区。岳书记介绍说，这就
是“柯针庙桂柳鸭养殖基地”。

在柯针庙桂柳鸭养殖基地，一排排连
体大棚分列在水泥路两侧，不时从大棚内
传出几声鸭鸣。几位村民坐在树荫下有说
有笑。记者感到奇怪的是，身处养殖区，却
没有闻到刺鼻的臭味，也没有苍蝇乱飞。

“这养殖基地环境整治的不错，有什
么妙招？”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

较早参与养鸭的农户杨来成一边引导
我们走进一座鸭棚，一边给我们介绍说，
两个鸭棚为一组，棚内分进食区、饮水
区、下蛋区，方便管理，鸭舍干净，鸭子
生活有规律，产蛋率也高。

“我管理的一组鸭棚共饲养蛋鸭 3000
只，到目前每只鸭子下蛋 300余个，每个
种蛋公司收购价是1.6元左右，毛收入100
多万，扣除成本也能收入五六十万元，柯
针庙养殖小区共有23组鸭棚，一茬下来就
能收入1000多万元！”杨来成笑得很灿烂。

“目前，郭店镇已建成桂柳鸭养殖小区
16个，养殖蛋鸭 207组 80万羽，年产值 2亿
多元，带动贫困户1000多户就业，仅蛋鸭养
殖一项，全镇人均增收 4000多元。生态养
鸭是我们的绿色品牌。”岳德熙介绍说。

在该镇杨吕庙村桂柳鸭养殖基地，一
池莲藕生长正旺，一朵朵莲花有的含苞待
放，有的吐蕊怒放，有的花瓣已谢，露出

硕大一个莲蓬。另一池塘清澈见底，只见
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池塘岸边，一
排排白色鸭棚一字排开。

见我们到来，正在鸭棚忙活的养殖户
蔡礼坚放下手中活计，急忙过来迎接。说
起养鸭，他说是镇党委、镇政府的帮扶让
他一年实现脱贫致富的。

2018年 6月，在县教体局扶贫工作队
的帮助下，蔡礼坚没出一分钱，承包了两
组鸭棚，他只负责鸭棚日常管理，利益与
建棚户五五分成。135天后，一天天长大
的鸭子开始下蛋。截至目前，他已分红20
余万元，实现了稳定脱贫。

镇干部黄波介绍说，杨吕庙村桂柳鸭

养殖基地是镇里生态养鸭标杆，养鸭产生
的垃圾及污水通过藕池净化后，清水流入
鱼塘，鱼塘里的水则可养鸭再利用，形成
了完整的生态链，不存在污染问题。下一
步，全镇 16个养殖小区都将走这种模式，
打造该镇的绿色品牌。

郭店镇蛋鸭养殖始于 2017 年 10 月，
是广西桂柳集团与郭店镇政府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模式建设的项目。一年多

来，该镇蛋鸭养殖已初步成为集蛋鸭养
殖、种蛋销售、蛋鸭交易、养殖信息服务
于一体的畜牧业发展龙头产业。

2017年，郭店镇多次组织人员赴广西桂
柳集团总部参观考察，形成蛋鸭养殖基地建
设可行性报告。同时组织养殖意向户到沛
县、永城市、虞城县等地的蛋鸭养殖场考察
学习，激发养殖户养殖蛋鸭的热情。镇党
委、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大力扶持蛋鸭养殖产
业发展，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干。柯针庙村支
部书记韩二领带头发展蛋鸭养殖，11组 3.3
万羽蛋鸭月收入超160万元。他的成功，激
发了群众参与养鸭的热情。

镇政府及时成立蛋鸭养殖指挥部，科
学指导全镇产业发展。组织意向户到养殖
小区参观，请养殖户现身说法，引导意向
户进入基地养殖蛋鸭。

为保证饲养成功，基地管理坚持标准
化运作，实行“六统一、一集中、一封
闭”，即统一饲料供应、统一技术服务、
统一防疫、统一供苗、统一结算、统一回
收，集中饲养，封闭管理。蛋鸭的产蛋水
平稳步提高，蛋鸭个体平均产蛋量达到
300枚，种蛋质量有了可靠保证，蛋鸭养
殖户效益实现了稳定增长。

“目前，我镇已经探索出一种很好的
生态养鸭模式，为贫困人口找到一条快速
致富路，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带领全镇人
民早日实现致富梦想。”该镇镇长杨晓辉
信心十足地说。

郭店镇：兴生态养鸭 铸绿色品牌
文／图 本报记者 韩丰 通讯员 夏天

“这是美化我们的村容村貌的光荣工
作，就是没有一分钱的补助，我们也
干。”8月 6日早上，在夏邑县桑堌乡杨庄
村村头，十多名村级保洁员收拾好村里的
卫生，坐在崭新的牌坊下拉家常，说起近
几年来村里的变化，大家不禁感慨万千。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提高村民幸福指数，一年多来，夏邑县水
利局驻村第一书记刘方文带领村民参与并
见证了一个普通乡村的美丽嬗变。

2017年 7月，担任县水利局办公室主
任的刘方文按照组织安排，到桑堌乡杨庄

村任第一书记。两年来，他吃住在村，走
街串户，成了村民最为信任的“好领
导”。村里的百姓都认识他，也都信任
他，他更是把自己作为杨庄村的一员，协
助村“两委”班子着力脱贫攻坚、制定村
经济发展规划，为群众落实小额贷款、慢
性病证办理、六改危改、低保五保申请等
各项扶贫政策。尤其是今年，他和村“两
委”班子成员一起，千方百计申请项目资
金，加强村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环境
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新杨庄。

“是刘书记帮俺选场地、办防疫证，
我才开办了养鸭场，今年所养鸭子已经达
到两万只，年收入10万元左右，这样的日
子我以前做梦也不敢想。”在陈文博的养
鸭场里，正在忙着拌饲料的陈文博说起自
己当初的困境感慨不已。陈文博常年在外
地打工，这几年，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

去年他在村里的帮助下，联系两个伙伴，
组成返乡创业“三创客”。刘方文和村支
部书记曹陆军帮着他选场地、建厂房；鸭
舍建好了，刘方文又帮着办来了卫生防疫
证；在养殖过程中，遇到鸭子生病，刘方
文又帮忙联系了防疫站的兽医积极治疗。
如今，养鸭场已完全步入正轨。

在杨庄村，像陈文博这样外出打工返
乡创业的青年有十多个。他们根据自己的
特长，或养鸭养牛养羊，或种植中药材，
不仅解决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
而且安排了部分贫困户就业，带动了杨庄
村经济的发展。

“群众腰包鼓了才算扶贫真正扶出了
成绩。”在杨庄村的扶贫车间里，刘方文
向记者介绍杨庄村产业扶贫的又一成效
——夏邑县冬羽丽人服装有限公司杨庄分
厂。去年，村“两委”多方协调，在村里

成立了服装厂的分厂，安排村里20多位妇
女就业，其中贫苦户占一半以上。

“我 6月份的工资是 3940元，7月份应
该也在4000元左右。”工人董芒因为父亲患
有心脑血管病等多种慢性病，家里经济困
难，去年孩子早产，在保温箱里两个多月，
巨大的花销让这个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今年董芒到服装厂上班，每月工资都在
3500元以上，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孩子。

杨庄村在刘方文的带领下，不仅脱贫
致富了，而且环境更美了。他们修建徽派
形象墙 2500 米，铺设道牙 6000 米，方砖
2000 平方米，绿化 8000 平方米，硬化路面
1000 平方米，栽植绿化苗木 10000 株。如
今，走在杨庄村，一排排整齐的住房，一朵
朵鲜艳的小花，一处处美丽街心花园，让人
仿佛置身江南小镇。产业兴、村庄美、百姓
乐，在脱贫致富的路上，杨庄越来越靓丽！

美了乡村 富了百姓
本报记者 韩丰 通讯员 尚伟 刘向东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起旭） 7月 31日，虞城
县 29个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相关负责人到杜集镇二中，集中
参观杜集镇乡村学校少年宫，研讨如何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管理。

2011年实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以来，该县把乡村学校
少年宫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载体和阵地，要求项目学校高度认
识，规范活动开展；按照规定开好各种兴趣班；分门别类全程
记录实施过程；建立专账，确保经费开支合理。目前，该县已
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学校29个，覆盖全县25个乡镇。

虞城

乡村学校少年宫覆盖全县25个乡镇

“孝为先、诚为贵，没想到好
口碑让俺获得比别人多的贷款。”
8月6日，虞城县大侯乡张洪楼村
养鸡能人田增产骄傲地说。

去年以来，该县在探索共建
共治共享、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基础上，推
出整村授信评价小额贷款，引来
金融“活水”，让综治信用体系为
农民增收打开新门路、为基层社
会治理规范新秩序、为农村生产
生活促进新变化。

为农民增收打开新门路

“我要向田增产学习，争取
把授信额度提高到 15 万元，让
俺的养猪规模从 30头扩大到 60
头，为邻居致富带出更多门
路。”谈起授信贷款，张洪楼村
养猪专业户周东超腼腆地说。

“没想到孝敬父母这样天经
地义的事能让我不需抵押啥就能
贷到款。”大侯乡任楼村返乡创
业民工刘海丰说，他因孝老敬亲
获授信贷款 18 万元，解决了创
业资金问题，帮助 30 多位村民
就了业，平均每人月工资 3000
多元。贫困户任胜利，被评为综
治信用家庭后，获授信贷款 9万
元，加上村“两委”支持的 6 万
元，办起了木材加工厂，不仅自己
得到一年不低于 10万元的纯收
入，更带动8户邻居脱贫致富。

“县里搞的这个贷款帮了俺
的大忙，不用抵押和担保，凭的是
家庭信用。”谷熟镇李苟庄村村民
张厚成，打算承包村扶贫养鸭大
棚，担心启动资金，今年5月份申
请并通过综治信用家庭授信后，
他贷到了款，实现了心愿。“俺村
有 14户贫困户，因为综治信用评
级，用上了贷款，建了14座大棚。”
稍岗镇韦店集村支书杜爱华说。

“截至 6月，虞城农村授信达
12000 户，用信 8000 户，用信率
58%，14000多笔用信业务，累计
用信超15亿元，没发生到期不还
的。”虞城县农村信用联社主任靳光先颇为自豪地说，目前该社
是唯一参与综治信用授信的金融企业，只要被评为综治信用家
庭，就会有相应额度的贷款授信，支付还款手机操作，用多少还
多少，不用的不计息，全部还完即恢复额度，可反复使用。

为农村生产生活带来新变化

“之前，俺最头疼借钱，为建冷库，亲戚朋友都借遍。用
信用贷款建成冷库，‘及时雨’啊。”徐侠影感慨地说，综治信
用家庭体系带来的变化不仅如此，评选综治信用家庭其中一条
是户容整洁，“原来村里脏乱差，我们是食品加工企业，不敢
让客户来。通过这一评，碧水蓝天，再邀请客户底气足了。”

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生、界沟镇邢营村村民徐侠影返乡
创业，决定将娘家祖传手艺“邵古同”粽子发扬光大，做成带
动村民致富的产业，但她碰到了资金缺口，被评上综治信用家
庭后，县乡村根据她的实际情况授予了25万元的信用额度。

“这一体系建设树立了信贷户主动还款维护家庭成员信用
和社会口碑的理念，增强了贷款责任承担意识，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信用环境。这跟原来放收贷环境可大不一样啊。”靳光先
感慨道，综治信用家庭建设受益是多方的。“一开始我们对综
治信用家庭贷款也心存疑虑，但随着工作的展开，我们发现，
看似虚无的个人信誉、家庭信用成为最具含金量、无可比拟的

‘抵押担保’，综治信用贷款成为非常优质的金融业务。”

为基层社会治理规范新秩序

“综治信用家庭评选，为基层社会治理规范了新秩序。”大侯
乡党委书记陈华杰深有体会地说。在建设综治信用体系之前，
该乡36个村有11个村的基层党建近乎瘫痪，村支部遗留的班子
问题、债务问题很多，综治问题突出，上访的多告状的多，乡风民
风状况堪忧。通过全面开展综治信用家庭评选，现在邻里和睦
团结了，打架斗殴的少了，赌博的也改了，违法犯罪大幅下
降。大侯乡在综治信用家庭评选上走在了全县前列。

大侯乡任楼村支书任振华的一番感慨，印证了陈华杰的说
法：“以前俺村是远近有名的赌博村、打架村。现在，为了获
取授信身份，原先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开始转变观念，注
重邻里和睦，积极寻找致富途径。俺打心眼里感谢县委政法委
的这个好办法、好政策。”

“在县委领导下，我们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金融
授信只是个有效手段。”正在任楼村检查工作的县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王光华说。该县根据长期以来在脱贫攻坚方面了解到
的群众所需所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和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追求等作为信用家庭的评定标准，让信用积分和贷款
挂钩，将综治力量、机制、内容等融入信用评价过程，促进保
障社会发展和大局稳定。“目前，虞城整个社会秩序得到了规
范，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工作效果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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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夏邑县武术爱好者在县长寿文化广场进行
武术展演。当天，由县人民政府主办、县教育体育局承
办、县武术协会协办的2019年第十一个全国健身日武术展
演活动在长寿广场拉开帷幕，千名武术爱好者先后进行太
极拳、太极剑、春秋大刀、少林武术等项目展演。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乡村振兴在行动

▲8 月 5 日，虞城县城关镇响河绿化带木兰老街商业
区，迎来午后“瓦蓝”。近年来，虞城县城关镇围绕“果乡
绿城”“丰绿增水”空间布局全面推进新城镇建设，取得新
发展。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卢允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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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柯针庙生态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