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桥镇邢庄村在不

断发展白酒产业的同

时，进行人居环境提档

升级，延伸该村白酒产

业发展链条，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业。

目前，该村绿化面

积 60 余亩，新建 3300 平

方米游园一处，清理修

复旧寨壕300余米，改造

1200平方米乡村大舞台

一个，修复古现代结合

邢家酒馆一处。通过改

造，邢庄村旧址造新景、

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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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观音堂林站三个

基地入选“省科技特派员示

范基地”。分别是观音堂林

站北水峪村、滴水崖村、闫

三湾村。

北水峪村曾是省定深

度贫困村，为了巩固脱贫成

果，北水峪村群众大面积种

植迷迭香、花椒等经济作

物。“迷迭香是全村的脱贫

致富项目，带动的贫困户有

20 户，科技特派员经常到

这里，指导花椒、迷迭香种

植技术。”该村党支部书记

王海说。

滴水崖村辖 5 个村民

组、3个自然村，此次被授予

河南省科技特派员连翘种植

示范基地。“自从科技特派员

来了之后，手把手教我们养

殖种植技术，现在俺家人均

收入一万多元，日子过得非

常幸福。”该村尝到科技甜头

的致富带头人胡进宝对未

来的生活信心满满。

据了解，自脱贫攻坚战

打响以来，我县充分发挥科

技优势，落实省、市精神，出

台相关政策，在全县内选聘

21 名中级及以上职称专业

人员、乡土人才、致富能手，

组成科技特派员，派驻到全

县 39 个贫困村。结合贫困

村、贫困户技术需求，开展技术讲座、技术指导、技

术咨询等服务；围绕产业扶贫基地提供技术服务，

推广新品种，引进新技术，解决技术难题。

截至目前，共开展农业科技会诊 4000 余人

次、技术咨询服务 10000 余人次、技术培训 8600 余

人次、播放农技专题片 92 次、推广农业新技术 211

项、引进农业新品种 168 个、发放农技宣传资料

22000 余册。已建成 10 个科技示范基地，举办贫

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 3 期，培训学员 350

余人次。 （李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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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给我登记一下。听说企业要给咱村修一个尚

武游园，我把家里压箱底的‘兵器’捐出来，摆放在咱的

游园里，让更多的人看到。”8月4日一大早，商酒务镇武

岗村村民武庆伟就带着跟随自己多年的“家伙什”来到

了村党群服务站。“人家企业都出钱来帮咱村里搞建设，

咱说啥也得为村子的改善做点贡献！这把大刀当年跟

着我走江湖卖艺讨生活多年，现在让它再发挥一下余热

吧。”武庆伟抚摸着手中那把退了漆的“关公刀”说道。

相传武氏祖上是少林俗家弟子，在其影响下村民传

承了尚武习武之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着改革的春

风，武岗人走出村庄，演艺至全国各地，武术表演成了武

岗村民一大支柱产业。近年来，由于村内大部分年轻人

常年在外务工，村内缺乏治理和资金，致使人居环境整

治、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成为一大难事。

今年以来，我县深入开展“百企帮百村”工作，采取

结对帮扶、村企共建的形式，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加

快乡村振兴步伐，促进村企协同发展。县域内24个企业

家认领了25个行政村进行帮扶，民营企业五星石墨公司

选择了相对比较偏远的武岗村进行结对帮扶。

结对帮扶以来，五星石墨公司从解决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着手，出资修缮道路、整治荒宅空地、改

善人居环境……一系列数据反映出几个月来武岗村

天翻地覆的变化：完成村内主要道路及联村公路的路

面硬化 7380 平方米，改造下水道 2460 米，改造背街小

巷 8 条，绿化路肩 3760 米；村内设置垃圾桶 200 余个，

安装太阳能路灯 35 盏，修建游园、长廊各一处并安装

健身器材多个。

如今的武岗村放眼望去是整齐划一的房屋和干净

整洁的街道，闻到的是清新的花香。“大家伙儿都能感受

到在企业帮扶下村内人居环境改善带来的看得见、摸得

着的好处，村民越来越文明了！”正在纳凉的武岗村村民

武合说。 （李红果 袁铭浩）

“百企帮百村”结对帮扶暖人心

“去年俺家依托合作社，粉条按10块钱一斤

的价格卖了2万多斤……”8月10日，在前营乡

张吴庄村粉条合作社，村民李鹏鑫高兴地说。

时下，“一村一品”在前营乡“百家争鸣”，养

殖村、花椒村、粉条村等特色农业村遍地开花。

这些独具特色的产业，如同一个个“小音符”，奏

响了前营乡“一村一品”的增收致富凯旋曲。

前营乡有 25 个行政村，3.2 万人、3.7 万亩

耕地。近年来，该乡坚持规模化发展特色农

业，现在“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已

初步形成。

“我们以‘一村一品’为抓手，综合考虑区位

优势，找准脱贫切入点，积极培育发展优势明显

的特色农业和农产品，收到了较好效果。”该乡

负责人介绍说，在确定了“一村一品、产业强乡”

发展思路后，该乡积极学习特色农业先进经验，

采取走出去取经、请进来讨宝的方法，先后多次

组织干部和村民代表到山东等地参观学习。通

过学习先进经验，村民们不仅解放了思想、更新

了观念，而且坚定了产业致富的信心。

产业想要发展好，政策服务要跟上。为解

决“一村一品”发展中所需的资金问题，该乡多

次与金融部门联系，为村民提供小额信贷。随

后，又在道路和供水供电上下功夫，为种植户、

养殖户解决难题。

因地制宜，根据各村实际，精准选择发展产

业。该乡根据花椒耐旱的特性，选取优势品种，

在店西、店南两个村大力发展花椒种植，目前已

种植花椒2700多亩；借助粉条制作技术和自然

条件优势，有的放矢地在张吴庄村等3个村种植

红薯500亩；207国道沿线以“工业强乡”为目标，

壮大洗煤、石墨和建筑材料加工业，积极协调优

然牧业青储用地，大力发展青储饲料种植，目前

已流转土地9000亩用于青贮饲料、高粱、构树种

植。同时，结合龙兴寺水库、岳坟沟传统村落、

店头古街、槐树岭千亩湿地槐林和千年古刹龙

兴寺，利用“两岭一川”优势，依托全域旅游产

业，打造“山水前营”。

截至目前，该乡通过发展“一村一品”，共种

植青贮作物 9000 亩、花椒 2700 多亩、红薯 500

亩、花生200亩、板栗110亩。

“我们将着力打造一批‘一村一品’专业村，

使果品、烟叶、蔬菜、花椒等支柱产业在全乡25

个行政村中形成‘脱贫板块’，各具特色，融合发

展，实现‘户脱贫、村出列、乡摘帽’目标。”该乡

负责人说。 （巫鹏）

小音符奏响“一村一品”致富凯旋曲
8月7日，在张八桥镇祁庄村，村民温京正在兴高采烈的展示刚

刚编好的手提篮。

祁庄村以前就有手工塑料编织的传统，家家户户基本都会手工

塑料编织。目前，祁庄村已有30多户村民从事塑料编织，手提篮、果

盘、储物箱编织品等已成功上市销售，于2018年成立了宝丰县和美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把村民编织的各种塑料编织品集中收购，通过线

上和线下销售，编出了群众的致富路。 （杨艳旭）

手工编织编出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