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托了，几位老哥，再

加把劲，争取在中午前装满

发车。”8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左

右，在赵庄镇木中营赵冰旗

家庭农场种植基地，来自周

口市的代购商张先生对往车

上装冬瓜的几位群众说道。

赵冰旗的家庭农场今年种

植了80亩的搭架冬瓜，由于经

验足、会管理，他家的冬瓜个大

肉厚、品相十足。同时，依托

“一亩田”农业信息网平台，冬

瓜连年畅销到北京、重庆、上

海、广州、江苏、湖北等地。

据赵冰旗的父亲赵留欣

介绍，自从上级出台了惠农好

政策，在外打工的儿子赵冰旗

就决定抓住时机，回乡创业。

2014 年，他流转 400 余亩土

地，调整种植结构，建起了家

庭农场。目前，他的家庭农场

根据不同季节种植了豌豆、甜

玉米等 10 多种经济作物。如

今，他家的农场已被评定为省

级家庭农场。

“最先在获取了搭架冬

瓜的种植技术信息后，俺就

尝试着开始种植。”赵留欣对

记者说，由于冬瓜品种抗病

虫、产量高、品相好、销路畅，

平均亩产在 18000 斤以上，经

济效益可达数千元。所以，连

续七年，每年种植面积他都会

保持在60至80亩之间。

在种植基地，记者看到，一

个个大冬瓜隐藏在藤曼中，硕

大的个头使几名群众合力才能

摘下来；在地头，码成堆的大冬

瓜像小山一样等待装车；在装

车现场，20余名群众正在装车

…… 一派丰收的景象。据介

绍，这些群众均来自木中营村及

周边的晁庄、张庄、军营村，装好

一车（近20吨）冬瓜，每人可得到

120元至150元的装车费。

正在采摘冬瓜的周彩红告

诉记者，她是晁庄村的，家庭不

算富裕，自从赵冰旗的家庭农

场投入经营后，她就在这里长

年务工，每年在家庭农场至少

能干 10 个月时间，一个月有

1500 元稳定收入。“像俺这样

的困难家庭至少有30余名群

众长年在这里务工，赚钱、顾家

两不误。”周彩红幸福地说。

（肖艳超 文/何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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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铁路办事处主任梁红伟说，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县“两会”精神，

加快“四强县”建设步伐，结合铁路办事处工作实际，紧紧围绕城市社

区治理“五个一”搞好民生服务，聚焦火车站项目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为我县“四强县”建设增添动力。

一是继续深化社区治理，争做城市社区治理的火车头。以市委、

县委提出的城市社区“五个一”工作机制统揽全局，把社区治理各项工

作项目化、精细化，做实、做细、做好；以党建统揽全局，提升网格化管

理水平。坚持红色物业会商会机制，使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融

为一体，达到“三治”融合；通过打造“枫桥”式社区，构建幸福家园，建

立民呼必应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真正使社区居

民办事顺畅、心情舒畅、幸福感提升。

二是加快火车站改造后续项目，与杨家大院添彩呼应。积极与

郑州铁路局协调沟通，集中精力推进火车站改造项目和西货场迁建

后续工作。跟进铁路部门对西货场土地、房屋的评估、拆建、土地移

交，加快铁路办、军供站、铁路派出所新址的开工建设步伐。火车站

后续改造项目的建设，将与杨家大院融为一体，进一步提升城市对外

形象，为“文旅强县”建设注入活力；主动对接县发改委申请社区4个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共 2100 万元，为火车站改造建设项目提供

资金保障。目前，4个申报项目科研、用地、规划等前期手续已经完成

并上报国家项目库。

三是盘活闲置土地开发，助力“四强县”建设。经过前期的测

量，铁路地区可开发场院 206 亩。河南中原铁道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已与铁路地区多次对接，决定投资3亿元开发机务段生活区约50亩

的土地，并做好后期与开发公司的协调服务和剩余闲置土地的开

发再利用，进一步改变铁路地区老旧面貌。 (陈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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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上午，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建利带领调研组，对

2019 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进

行专题调研。

县审计局负责同志向调研组详细汇报了2019年度县本级财政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情况。

调研组对 2019 年度审计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

审计部门再接再厉，拓展审计监督深度，加大项目绩效审计，加强审

计成果运用，不断提高审计队伍建设，为全县增收节支提出可行建

议，促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陈广灿）

县人大常委会调研2019年度县本级
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

“你摘的这袋辣椒是46斤，摘一斤0.5

元，一共是23块钱，”8月12日上午，在肖

旗乡解庄村的连片辣椒种植基地，陈海庆

夫妇边说边把钱递到张爱莲手上。

“爱莲，你的手真快，照这样

摘下去，你可要发辣椒财

了。”60 多岁的张大

娘一句玩笑话，引

得 在 场 村 民 喜

笑颜开。

天刚立秋，

放眼望去，解庄

村 1000 多 亩 的

辣椒种植基地一

片“火红”，引进的

香辣、甜辣等适销对

路的辣椒品种已经成熟，

数十名附近群众麻利地采摘辣

椒。不远处，几名群众过磅、装车，运往平

顶山、南阳、洛阳等地，一派丰收的景象。

小小辣椒不仅“盘活”了土地，更是“调”出

了群众生活的好味道。

陈海庆是肖旗乡辣椒种植大户之

一。今年，他在解庄村流转了400亩土地

种植了春地辣椒和麦茬辣椒，在其它村还

种植辣椒1500多亩。“预计这400亩辣椒总

产量达240多万斤，毛利收入200多万元，

扣除土地流转费、种植成本、人工采摘费

等，可净赚80多万元。”陈海庆说。

解庄村是辣椒种植专业村，已有多年

辣椒种植历史。陈海庆在解庄村成立了

宝丰县庆海专业种植合作社，采取“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

周边群众发展辣椒种植。合作社负责

提供种子、农资、技术指导，做好市场

对接，帮助企业收购辣椒，保

证辣椒销路，确保种植户

有稳定的收入。群众

依靠土地流转、入股

分 红 ，在 辣 椒 基 地

做工创收。

“以前种小麦、

玉 米 ，每 亩 土 地 产

值最多 1200 元，如今

种辣椒，太划算了。”

合作社社员王勇说，今

年，通过合作社种植辣椒 30

亩，扣除所有费用，预计每亩纯利

润达到 3000 多元。

如今，肖旗乡辣椒种植面积已达3000

余亩，涉及8个村，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据测算，全乡今年预计销售辣椒

9000多吨，产值2000多万元，可带动2000

余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辣椒种植已成为肖旗乡的特色种

植品牌，我们进一步规划发展辣椒等特

色种植项目，同时，还要谋划辣椒深加工

相关产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做大做强

辣椒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肖旗乡

负责人说。 （杨国栋 原晋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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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下午，我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抗疫先进事迹宣讲走进

肖旗乡。

宣讲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抗疫期间发

生的感人事迹。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生动的事迹，让在场的每一

位同志都经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听了抗疫先进代表的发言，很受感动。他们舍小家顾大家，

坚守基层一线，这种奉献精神，将激励我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先进

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力争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肖

旗乡五里头村志愿者王跃丽说。 （陈亚诗）

新时代文明实践抗疫
先进事迹宣讲走进肖旗乡

为贯彻全县“两会”精神，加快“四强县”建设步伐，按照县

委、县政府要求，县融媒体中心在各平台开办了“贯彻‘两会’精

神 加快‘四强县’建设”专栏，对各乡镇、相关单位负责同志进

行专访，今天本报刊登第九期《弘扬火车头精神 助力“四强县”

建设——访铁路办事处主任梁红伟》。

小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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