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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步入宝丰大地，处处涌动着
勃勃的发展生机。

西部山区观音堂林站大石扒村食用菌
扶贫基地里，村民们正忙碌着装填食用菌
棒，为来年生产储备“能量”；东部翟东村冯
异醋业厂区内，客商络绎不绝，优质小米醋
产销两旺；北部大黄村全国最大的农村图书
批发市场内，一辆辆物流车辆来往穿梭，通
达大江南北；南部马街书会民俗园里，魔术、
曲艺特色专场演出火热进行，游客们叫好声
不断……

经初步核算，2020年1月~10月份，我
县生产总值完成 225.1 亿元，同比增长
2.6%，增速高于全省2.1个百分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完成 13.6 亿元，同比增长
10.5%，增速在平顶山市6个县（市）中位列
第一，全省各县（市）中排名第12位。

在这片“魔幻”的土地上，我县52万人
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一个个令人惊叹
的“奇迹”，擘画出一幅幅“魔力”四溢的小
康画卷。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们全力
落实‘六稳’任务，做好‘六保’工作，全县经
济运行稳中有进，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农村
环境持续向好，农业发展蒸蒸日上，农民生
活安居乐业，初步实现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胜利。”县委书记
许红兵说。

周庄镇马起营村，百日菊盛情绽放，醉了游人 王双正 摄

赵庄镇范庄村，引来幸福水，稻花香里说丰年 王双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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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铺就小康致富路

11月28日，初雪后的观音堂林站石板河村，苍山

掩映中的民居错落有致，在皑皑白雾笼罩下更显美

丽。三三两两的游人漫步在观景石道，饶有兴致地观

赏醉人的山乡冬景。

“俺村现在发展旅游业，来村里游玩的游客越来

越多，俺这个小吃摊一天收入200多元！”在村里规划

的美食街摊前，村民关俊豪高兴地说。瞅准了乡村游

带来的商机，石板河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的村民

越来越多。

石板河村曾是我县6个深度贫困村之一。短短

几年里，昔日贫穷落后的小山村一举“蝶变”成我县首

批“乡村振兴示范村”，生态宜居、百姓富裕，村民们切

身感受了脱贫攻坚带来的变化。

近年来，我县将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

一民生工程，把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强化举措，狠

抓落实，严格落实“队伍不撤、力度不降、干劲不松”要

求，对已脱贫的村，坚持摘帽不摘政策、不摘责任、不摘

监管。在产业扶持、技能培训、“志智”双扶等方面持续

发力，增强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做到稳定脱贫致富。

同时，我县还认真落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

要求，打好政策组合拳，因村因户因人精准施策，确

保真扶贫、真脱贫；积极开展“金融扶贫”“百企帮百

村”“网上学技”“巧媳妇”工程、消费扶贫等系列活

动，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截至目前，我县建档立卡总数为7653户23706人

已全部脱贫，3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标志着我县现行

标准下所有脱贫任务已全部完成。5月17日，我县顺

利迎接了2019年度省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获得了

全省第5的好成绩。

“四美乡村” 打造小康新起点

“自从村庄变美后，我们通过举办多场‘酒文化’

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来村里休闲旅游，带动餐

饮和酒、醋特色农产品等销售额达200多万元！”11月

29 日，在石桥镇邢庄村党群服务站，该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邢全营高兴地对说。

邢庄村是一个普通的农业村庄。今年以来，该村

在人居环境改善过程中积极结合特有的酒文化底蕴，

打造特色美景，发展白酒产业，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如今，通过实施人居环境改善，邢庄村既有了“面子”，

又有了“里子”，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依托美丽

乡村，邢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游，邢庄酒声名鹊起，销售

额呈跳跃式增长。

邢庄村的“蝶变”是我县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县以环境美、田园美、村庄

美、庭院美“四美乡村”创建为抓手，大力开展“百村示

范，整县推进”行动，摸索出了一条自己动手、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花钱少、成效大的宝丰模式，使辖区广

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我县坚持“变废为宝”思

路，突出乡愁和田园风光，打造精品。通过就地取材，

利用残砖旧瓦、预制板、电线杆等废弃建材，在村内建

设广场、戏台、游园、排水沟等设施，使旧物件“变身”为

新景观。收集石磙石碾、八仙桌、织布机等旧物件，利

用老屋建设农家书屋、村史馆、农耕文化馆等90个，绘

制乡土风情墙画2.8万平方米，留住了乡村记忆。

为避免千篇一律，我县在整治中深挖各村内涵，

打造精品村落，山村古韵、小桥流水、老树古井、田园

风光、红色文化、古建魅力等在各村分别呈现，各具特

色的美丽乡村层出不穷。大黄村、杨沟村、王堂村分

别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最美乡村、中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称号。

“我县坚持规划布局‘一盘棋’，明确‘分类排队、

全面推进、重点提升’的工作思路，对全县村庄分类规

划。”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代强介绍，我县结合乡镇村

庄自然禀赋，弘扬农耕文化，保护古宅古树，不填塘、

少硬化，对坑塘、沟渠、游园等进行原生态修复，最大

限度展示农村原有风貌。在整治过程中，积极组织基

层干部和本地村民全方位参与村庄的规划和施工，集

思广益。

截至目前，我县共创建示范村152个、达标村129

个。通过强力推进全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我县农村

面貌焕然一新。在去年平顶山市人居环境综合评比

中，我县取得了4连冠的佳绩，并在全省人居环境现

场会上连续3次介绍经验。今年8月，我县荣获2019

年度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县荣誉称号。

“一村一品” 助推小康节节高

农村要发展，产业是关键。

11月30日上午，在位于李庄乡翟东村的冯异醋

业有限公司陈化区，公司总经理王浩和技术人员一起

分批检查存放在大缸内的原醋坯。

“这些原醋坯最短的存放了3年，最长的已经存

放了30年。”王浩说，公司存放原醋坯的大缸有1万多

口，分批检查是为了防止醋坯出现二次发酵等不良变

化，确保米醋品质。

翟东村是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中原名村。近年

来，我县结合乡镇、村庄的区域资源比较优势和产业

特征，因地制宜，把实施“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作为农

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该村在推进“一村一

品”发展过程中，鼓励引导醋业作坊、企业因地制宜、

综合施策发展壮大醋业，目前该村有大小酿醋企业、

作坊156家，米醋年产量5500吨，年产值6500万元，

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92.9%，成为本村经济的支柱产

业。11月11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十批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翟东村名列其中。

目前，全县“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已初具规模，形

成产业特色鲜明的乡镇5个，主导产业突出、具有代

表性的专业村82个，初步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

新业态。

观音堂林站依托山区资源，重点发展花椒产业，

种植面积已经达到2.6万余亩，年产值8000余万元；

李庄乡大力推进优质花生生产，种植面积达到2万亩

以上，占耕地面积的90%以上，从业人员2.2万人，年

创产值3500万元以上，占全乡农业生产总值的80%以

上；石桥镇依托平顶山（宝丰）健康食品产业园，重点

发展乳品加工业，正在打造年产40万吨的酸奶加工

基地，带动饲料种植、奶牛养殖、冷链物流等产业的发

展；赵庄镇大黄村把传统魔术文化与中国制造和商品

销售相融合，延伸魔术文化产业链条，促进魔术文化

产业转型，形成了“魔术+”销售模式，带动大黄图书

批发市场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兴起和繁荣，村民人均

年收入从6000余元增长到3万余元，辐射带动13万

人就业，年创收入达15.6亿元……

“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既肯定了‘十

三五’取得的辉煌成就，又为我们‘十四五’时期的发

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下一步，我们会继续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县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

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

力奋进，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力量。”许红兵说。

宝丰宝丰 一幅一幅““魔力魔力””四溢的小康画卷四溢的小康画卷
□ 王冰珂 石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