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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

2022-3-4 星期五

“别看这个地方现在不起眼，3 年以后肯定大变

样，我有决心把以前的‘花地窝’变成将来的‘聚宝

盆’。”3月2日，观音堂示范区大石扒村花椒种植大户

李旭广满怀信心地说。

当日上午，春风和煦，在大石扒村一个叫“花地窝”的

地方，只见10余名群众正在挥镐舞锨，热火朝天地忙碌

着种植花椒树苗，有的刨坑，有的栽苗，有的填土夯实，一

个个忙得满头大汗（如图）。

种植花椒树苗的地方位于一个山窝处，早在几十年

前曾经种过棉花，但因土地贫瘠缺水，没有成功，老百姓

还是习惯性地把这里叫做“花地窝”。从此以后，这里一

直撂荒，再也无人问津，可李旭广认为这里大有可为。

李旭广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苦干在外打拼

多年，并过上了富裕生活，但他始终怀有深深的家乡情

结，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大石扒人，是这里的山水和

乡亲们哺育了他，他就应该好好回报家乡。

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就在不远处的“狮子坡”上，

李旭广几年前回乡承包种下的260多亩“大红袍”花椒

树已初具规模，长势喜人。花椒成熟时节，红彤彤的果

实挂满枝头，惹人喜爱，微风轻拂，花椒特有的香味儿在漫山遍野中弥漫，“麻

醉”了这里的一切。花椒的价格一直都比较稳定，这也让李旭广尝到了丰收的

喜悦，2021年花椒纯收入达10万余元。截至目前，李旭广的花椒种植面积已达

380多亩，是远近闻名的花椒种植大户。这一次他又甘心情愿承包下这片撂荒

了几十年的荒山，决定再大干一场。于是，他带领乡亲们战天斗地，利用整整

一个冬天，硬是在乱石坡上抠出了120亩土地种植花椒树。

“村里也非常支持，从观音堂示范区争取到8000棵花椒树苗让我栽种，这

些花椒树的品种都是‘大红袍’，成熟后果实饱满，颜色鲜红，味道麻香，产量

高而且耐旱、不怕土地瘠薄，3年后开始挂果，5年后进入盛果期……”李旭广

一说起花椒树就滔滔不绝。

“俺经常到这儿干活儿，种花椒、薅草、施肥、浇水、剪枝、摘花椒……反正

只要有活儿，旭广总是叫俺大家过来帮忙，每天五六十块钱，锻炼了身体，钱

也挣了，还学了技术，又不用跑远，干着可有劲。”大石扒村村民李石磙说。

“在李旭广等种植大户的带动下，花椒已成为大石扒村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

全村现已发展花椒种植面积达700多亩，群众收益比较可观，同时带动20余人参与

务工，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下一步，要以省委提出的“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

战略”，努力擦亮花椒产业这张名片，从生产加工到包装销售，形成产业链条，强化

品牌意识，突出地域特色，夯实产业基础，真正让花椒树成为富民增收的‘摇钱

树’。”观音堂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陆小丽说。 （杨德船 文/张浩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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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党和政府的政策

好，我领到了 53500 元农机

购置补贴款。下一步，我将

铆足劲，大力发展农业，把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3月2日，

领取到补贴资金的周庄镇王

子孟村村民张院立激动地说。

去年以来，按照全省召开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工作要求，我县迅速

行动，制定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和工

作专班，明确工作职责，全面推进惠民惠

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工作开展。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我县认真梳理上

报惠民惠农补贴政策清单，组织归口管理

的补贴项目主管部门认真细致核实相关

补贴信息，筛选梳理现行直接兑付到人到

户的财政补贴项目，对涉及县级确定的补

贴政策提供相关文件。经过收集初审和

汇总复核，共梳理审核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政策40项，涉及民政局、住建局等12个主

管部门和单位。

去年7月以来，县“一卡通”工作领导

小组先后多次到县民政局等补贴项目主

管单位进行调研督导，了解惠民资金发放

情况及“一卡通”工作存在的问题，并针对

存在的问题，集思广议，广泛征求意见。

组织财政及补贴项目主管单位业务人员

到石龙区观摩学习。加强县财政与人社

部门沟通协调作用，联系协商社保卡发卡

银行开展社保卡补办、激活等工作。

按照省市与补贴资金代发金融机构签

订委托代理协议的要求，县财政局发函致县

域8家金融机构。依据综合考核结果，确定

农村商业银行为我县委托代发银行，并于

2021年9月27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

为进一步普及“一卡通”相关知识，提

高公众知晓率，我县印发“一

卡通”发放政策百问宣传册

至补贴项目主管单位及每

个乡镇和行政村，并在县财

政局微信公众号上多次发

布“一卡通”工作推进信息。

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2021年，

我县使用“一卡通”系统实施发放惠民资金

四笔，分别为农机购置补贴34.02万元，中等

职业学校助学金18.6万元，老年村医生活补

助79.26万元，危房改造资金83.6万元，共计

215.48万元，涉及人员691人。2022年发放

三笔，分别为农机购置补贴375.08万元，孤

儿基本生活保障9.31万元，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基本生活保障3.15万元，共计387.54万

元，涉及人员353人。 （丁超 张永涛）

到人到户 便民利民

我县全面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使用

2月28日一大早，肖旗乡韩店村种植

大户苏非走进麦田，把铺设好的灌溉管道

连接到地头的机井，轻松刷卡后，哗哗的水

欢快地洒向麦苗。看到浇过的麦苗绿油油

的，苏非满意地笑了：“浇好春水多打粮，这

水一浇，200亩地产量就有保证了。”

肖旗乡有可耕地3.2万余亩，大部分为

坡岭地，以前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为促进

农田增收，近年来，该乡积极与电力、水利、

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协调，畅通河道沟渠，

打机井铺设管道，田间地头设出水口，使种

地“靠天收”的局面彻底改变。

去年入冬后，我县利用挖掘机、运输

车等机械设备，对干渠、河道进行疏浚、

清理，确保水流畅通，方便群众灌溉；提

前对全县403 眼机井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维修，确保抽水设备正常运行；组织农业

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引进

伸缩式喷灌等先进灌溉技术，向农户展

示不同灌溉效果，并示范推广，促进高效

节水的全面应用。截至目前，我县已完

成春灌作业10万亩。 （柳真真）

我县10万亩农田“饮”甘霖

3 月 1 日下午，县医疗健康集团中

医院在该院门诊大楼举行授牌仪式，该

院内分泌科被国家卫健委授予创面赋

能单位、河南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协作单位。

县中医院内分泌科是我县医疗健康

集团糖尿病慢性病管理牵头单位。10 多

年来，该科室在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规

范诊疗基础上，引进并掌握了糖尿病足创

面修复技术，对糖尿病足以及创面等严重

并发症的治疗取得了明显效果，改善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 （史亚南 魏景涛）

中医院被授予创面赋能单位和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协作单位

3月1日，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志愿者开

展“学文明条例”文明实践主题活动。

活动中，通过现场发放宣传资料、提

供咨询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宣传了《河南

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解读了《条例》倡

导的文明行为、文明出行、爱护公共环境

卫生、保护生态环境等内容，引导群众以

身作则，树立文明风尚，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会公德，恪守职业

道德，弘扬家庭美德，提升个人品德，营造

“人人知文明、人人讲文明”的浓厚氛围。

（李亚黎 李健全）

自然资源局开展“学文明条例”文明实践主题活动

（上接第一版）许红兵要求，一要强化

政治引领。要把加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统一战线理论

作为首要任务，将工商联组织真正打造成

为党和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得力助

手，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争做爱国敬业、

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二

要服务发展大局。要围绕经济发展，鼓励

民营企业家自觉融入全县大局，奋力打好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攻坚战，推进服务业提

质增效，加快成果转化速度，推动市场主体

倍增计划落实，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三要提升服务水平。要把服务民营

企业作为基本职责定位，增强服务的及时

性、精准性、有效性，持续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不断优化我县营商环境。四要注重招

才引智。要注重发挥商会信息收集、桥梁

纽带、招商引资平台作用，围绕“四强县”建

设各领域，引资引才引技术，推动人才与产

业良性发展，助力县域经济“成高原”。五

要强化自身建设。要按照县委“争第一、比

贡献、树正气”工作要求，加强工商联领导

班子和队伍建设，努力把我县非公有制企

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断推向前进，推

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县 工 商 联 第 十 一 次 大 会 会 员 代

表、特邀代表以及县工商联全体同志

参加会议。 （朱亚旭 文/何乐 图）

奋力打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