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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李庄乡脚踏实地、立足实际求发展，利用区域地理和产业基础优势，按照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要求，把传统经济产业项目做大做强，根据各村实

际不断推出新的主导产业，使全乡特色产业遍地开花，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小花生为“一乡一业”带来大产业。该乡以花生主导产业，大力推进“花生之乡”

建设，目前，全乡花生种植面积由2016年的1万余亩扩大到如今的2.2万亩，年产值

3200万元以上。高油酸花生、黑花生、五彩花生等新型品种不断引进，成为该乡特色

农业的靓丽名片。为拉伸产业链条，绘制花生产业发展“四张图谱”，该乡引入花生加

工企业——河南宝丰裕丰粮油有限公司，该公司可为当地农民增收400多万元。

传统产业做大做强再升级，翟集米醋呈现产业发展新业态。翟集村鼓励引导醋

业作坊、企业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发展壮大醋业，并充分发挥技术、信息、生产、销售等

多方面的优势，带领群众参与市场竞争；延长产业链增加经济效益，鼓励带动本村及

周边村种植小米、豌豆等原料作物。其中，翟东村成功创建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截止 2019 年底，共有大小酿醋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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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已初步形成

了集原料、生产、销售、观光为一体的产业发展新业态，实现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该乡还立足各村区位优势、资源特点、产业特色和传统产业优势的不

同，按照“一村一品”发展了一大批新产业。程庄村历史悠久，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截至目前，“程庄村传统民居”挂牌17处。近年来，该村积极推进传统村落村居

环境改善、村庄业态培育、乡村文旅融合、村民持续增收，姬家村以发展乡村旅游为抓

手，量身打造了“四个一”，即一娱、一宿、一域、一引，把市区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发挥出

来，发展成为市民周末休闲的不二之选，还把山顶风力发电机作为观光游玩和科技教

育的场所，为民宿发展引流。

目前，该乡龙池村无花果及中药材种植基地、马楼村芦笋种植基地、杨庄村月季

种植、马圪垱村红薯、幸福村蜂蜜、翟庄村辣椒等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全乡已基本形成

了“一村一特色，村村有一品，户户有覆盖”的格局，全方位拓宽了村民的增收途径。

“下一步，李庄乡将进一步盘活优势资源，打造特色小镇品牌，形成种植、观光旅

游为一体的绿色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以建点、连线、成片、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

产，品牌化经营，助推乡村振兴。”李庄乡党委书记马鹏飞说。 （史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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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仓、庞旭辉带领视察组，对县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8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我县脱

贫攻坚工作情况的专项工作审议意见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视察组通过实地视察闹店镇、李庄乡产业扶贫项目、专项

扶贫资金道路建设项目，查看档卡资料、听取汇报、座谈发言、

进行满意度测评等方式对整改情况进行了“回头看”。

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到的四个问题，去年以来，我县实施奖

励性补助，激发带贫企业和贫困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截止

2020年底，发放各类奖补1440万元，产业扶持资金池发放贷款

13040万元，累计带贫3.91万户次。

视察组对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审议意见整改情况给予充分

肯定，并提出了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要继续强化监测“两类

人群”，扶贫办牵头、各乡镇配合，形成工作机制，定期巡查回

访，防止返贫。要认真落实产业扶贫政策，因地制宜，筛选产业

链条长、前景广阔、带动能力强的龙头扶贫产业，统筹谋划，重

点扶持，强化监管，真正确保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袁松柳 张克勋)

县人大常委会对我县脱贫攻坚专项
工作开展监督审议意见整改情况“回头看”

日前，我县召开食用菌协会成立大会。副县长肖志举出席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县食用菌行业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常军强当选为协会会长。聘请李秀红为名誉会长，佘秋生、曹秀

敏为专家顾问。

近年来，我县食用菌产业发展实现质的飞跃。目前，县珍

稀菌产业园初具规模，“一园六区”总体发展格局形成，全县现

已建成食用菌大棚823座，发展林下种植食用菌420亩，形成了

“政府+龙头企业+集体经济+种植户”的经营模式，食用菌产业

发展势头强劲。 （李洪昌）

我县食用菌协会成立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主题宣传活动专栏⑤

3月12日是植树节。当天一大早，观音堂林站便组织机

关干部和部分新当选的村干部来到回龙庙村开展了以“植

树添绿兴产业，山乡增美谋振兴”为主题的植树活动。经过

大家的辛勤劳动，共栽种花椒、梨树等经济林木1400余棵。

这些林木将成为回龙庙村产业致富的永续动力，也为该村

群众种下了发展产业谋振兴的希望。

“目前，林站的18个行政村也抢抓春季有利时机，在花

椒基地进行补植补造，进一步壮大花椒产业。”观音堂林站

党委书记白大良在植树现场介绍。

近年来，观音堂林站坚持增绿与增收并重，把林木种植

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花椒种植特色产业，在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助推乡村振兴。

“目前，观音堂林站花椒种植面积已达到4万余亩，花椒

基地覆盖全站18个行政村，年产花椒110万公斤，平均每亩年

收入3000至5000元，年创产值6000万元以上。”白大良说，为

提升观音堂花椒的知名度，他们已注册了“溢红”“水磨湾”等

系列花椒品牌，发展花椒深加工，研制开发出了花椒粉、花椒

油系列产品，以花椒为中心的产业链已逐渐成熟。

去年，观音堂花椒已走出宝丰、走进博鳌全国特色产品

产销会，并获得国家“绿色食品”标识认证，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已正在审批，花椒产业现已成为观音堂林站助

力乡村振兴、保障群众增收的主要产业。

今年作为“十四五”开局起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时刻，观音堂林站将继续围绕花椒主导产业，选购优质大红袍

花椒，对各村花椒园区进行补植补造。今年预计补植花椒面

积0.23万亩，并新建花椒产业基地0.3万亩以上，花椒累计种

植面积将超过5万亩。并打造闫三湾、大石扒、余家等8个村

的“花椒种植标准化示范点”；建立罗顶村至余家村、闫三湾枕

头山至庄科房山的2个产业带；建设余家村花椒文化产业园；

建成大石扒下和平村花椒销售集散中心，激励带动周边群众

积极参与花椒产业中，实现长效增收。

“今年，观音堂林站在现有花椒产品的基础上，将继续

延伸花椒产业链条，研发生产花椒芽菜、花椒酱、花椒锅巴

等附加产品，提升花椒产销附加值，真正使花椒产业成为群

众增收致富的‘金饭碗’和乡村振兴的‘永动力’，让观音堂

成为更加出彩的‘花椒之乡’。”白大良说。 （刘小盟）

植树添绿兴产业 山乡增美谋振兴

观 音 堂 林 站 种 下 棵 棵“ 摇 钱 树 ”

3月11日上午，大营镇组织机关

党员干部到该镇白石坡村龙凤山大

面积造林基地义务植树，共栽植大叶

女贞1000余棵。

近年来，大营镇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南部矿区

生态修复、西部荒山补植补造、传统

工业三大改造顺利实施，高质量完

成1500亩国储林、500亩公益林、400

亩农田林网建设，着力构建安全生

态屏障，切实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

水文章，绘就生态与发展双赢的崭

新画卷。 秦亚涛 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他指出，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可以对集团产业

链发展实现全程跟踪服务和要素保障，精准帮扶，快速协

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助推项目加快落

户、建设、投产。

王代强要求，产业链服务专班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

工作协调，细化工作举措，形成工作合力，构建推进产业

链发展长效机制；企业要积极与服务专班及时沟通协调，

做好互动和衔接，共同谋划好发展思路；对于发展中遇到

的重点问题和突出问题，要尽职尽责，按照时间节点，落

实责任，务实推进，产业链服务专班要发挥好牵头作用，

加强全过程督导，合力推进产业链发展。

（袁松柳 杨涛）

“翟校长做的学校管理讲座，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尤其是‘以人为本，关爱教师’这方面，

感受深刻。下一步，我将认真做好全体老师的

‘贴心人’。”3月12日下午，周庄镇中心校“校长

讲校”第一讲结束后，该镇余西小学校长张应强

深有感触地说。

为搞好全镇学校管理，全面提升校长及学

校班子成员管理质量，该镇中心校在以前“校

长讲校”活动的基础上，今年全面升级“校长讲

校”活动。

当天下午，周庄镇中心校“校长讲校”第一

讲开讲，该校校长翟红卫作了题为《搞好学校管

理，提升管理质量》的管理经验报告。

“今年的‘校长讲校’工作，我们将把范围

扩大到学校中层领导，每周一期。同时，将引

入全县‘党建引领 比拼四季’擂台赛模式，计

划 6 月份举行‘全镇学校管理工作大比拼展

示’，并适时组织逐校进行管理工作现场观摩

交流活动，全面提升辖区学校管理育人水平。”

翟红卫说。 （杨耀东）

周庄镇中心校“校长讲校”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