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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问民需、听民意、解民

忧，深入调查研究，近日，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明

深入前营乡开展“四下基层”活动，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李明一行首先来到槐树岭村，与该院驻村帮扶工作队

员和村委委员深入交流，听取槐树岭村重点工作和帮扶工

作开展情况汇报，重点了解槐树岭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情况，分析了该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探

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就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现场办公。

在岳坟沟村，李明一行来到宝丰龙兴紫砂文化有限公

司，详细了解了紫砂生产的原料来源、生产工艺、销售渠道、

行业前景等情况，就如何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同时融入现代

审美、为紫砂产业注入新的活力进行深入探讨，并就如何更

多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助力提出意见建议。

李明指出，要进一步加强与槐树岭村的结对帮扶，充

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为该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

的法律支持，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全面提升乡村建

设水平，共创美丽宜居乡村。 （董媛媛）

李明深入基层调研乡村振兴

“农业生产不能仅

限于农业生产，可以将

农业生产同研学、旅游

等有机结合，通过‘农

业+’的方式，增加农民

收入……”11 月 15 日，

在县农业农村局，一场

以“我为三农发展献一

策”为主题的青年干部

座谈会火热进行。28名

“三农”青年干部，结合

各自工作岗位，从农业

发展现状和相关政策解

读等方面，畅所欲言、各

抒己见。针对农业一二

三产业融合方面，青年

干部曲留晓首先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

“人才是产业振兴

的关键要素，一是要加

强乡村基础建设，改善

农村居住治理环境，改

善乡村基础医疗和教

育，留住外来人才。二

是提高农业产业产能价

值，落实各项惠农支农

政策，确保村集体各类

人员的各项权益。三是

发掘本土人才能量，加

强培养和支持力度，提

高本土人才的带动能

力。四是重视高素质农

民的培养，打造交流合

作平台。”青年干部金禹

竹就乡村人才流失，本

土人才培养方面发表了

自己的观点。

“基层养殖场（户）及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人

员生物安全意识不足，尤其是人畜共患病防范

意识不强。一是要进一步加强生物安全意识培

训。二是要结合生产实际，为一线养殖场（户）

提供合适的技术服务。三是要通过技能竞赛等

方式促使基层防治人员提高技术服务能力。”在

生物安全意识方面，青年干部张扬这样认为。

针对青年干部的发言，主持人、该局副局长

赵乾新表示赞许，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从五个

方面对青年干部提出要求。一是立志气。要争

做胸怀大志、仰望星空的人，有气魄、有格局、不

服输，行稳而致远,守正以创新。二是有朝气。

青年干部作为干部队伍中的新生力量，去“暮

气”，防“骄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事有魄

力、有毅力、有担当，真正做到不负青春、不负韶

华。三是长才气。青年干部固然有学历上的优

势，但更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学习的“饥

饿感”，在日常工作中，要向总书记学、向实践经

验学、向前辈先进学，学思践悟,知行合一，练就

干事创业的真本领，实现从“初出茅庐”到“行家

里手”的蜕变，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

之才。四是接地气。作为“三农”干部，要沉到

一线去调查研究，常到群众家中“拉家常”，走在

田间地头“接地气”，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真

真正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五是养正气。

坚决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筑牢第一道“防

线”、定准第一声“调子”、迈好第一脚“步子”，要

警钟长鸣，强化自律意识，恪守清正廉洁准则，

系好廉洁“安全带”。

座谈会上，大家还共同学习了《论党的自我

革命》中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

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等篇幅。

（韩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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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萝卜喽，拔萝卜

喽，快看我力气大不大，

又 拔 出 来 一 颗 大 萝 卜

……”11 月 20 日，天气晴

好，走进赵庄镇范庄村西

边的萝卜地里，人头攒

动，传来一阵阵充满童趣

的欢声笑语。

抬眼望去，绿油油的

萝卜叶铺满田地，轻轻拨

开叶子，藏在叶下的一颗

颗青翠喜人的萝卜便呈

现眼前，只见附近的群众

拿着大大小小的收纳袋

前来购买萝卜。

“这里的萝卜生吃脆

甜、熟吃爽口，没有辛辣

味，孩子也喜欢吃，而且还

可以带着孩子过来亲自体

验拔萝卜的乐趣，回去可

以凉拌吃、炒着吃，我们打

算多买一些带回去。”村民

梁大爷和老伴领着小孙女

一边拔萝卜一边商量着各

种萝卜美食的做法。

据了解，范庄村这片

萝卜种植地约 8 亩，是村

上的种粮大户范跃东今年

尝试的种植“新点子”。为

了更大限度提高土地利用

率，有效提升特色种植效

益，范跃东尝试进行豌豆、

西瓜、萝卜轮番种植，实现

了农作物“一年三种三收”

的高效种植模式。

（雷云晓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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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红薯收获的季

节。11月20日，在李庄乡徐庄

村村民行军营的红薯种植地

里，挖薯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在

翻滚的泥土中，一个个胖嘟嘟、

红彤彤的红薯从机尾跳跃而

出，铺满了田间地垄。10 余名

村民正忙着给新出土的红薯去

泥、分拣、装袋，处处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你们快来看，这红薯长得

可真大，估摸着得有五六斤呢，

光这一个穴里就有三个这么大

的红薯合抱在一起。”随着一颗

颗大红薯被挖出，一个个“惊奇”

不断出现，种植大户行军营的脸

上挂满了笑容，“我这是第2年种

红薯了，品种是‘商19’，口感好，

含粉量高，亩产可达5000斤，专

门合作的有粉条厂加工，根本不

愁销路！”行军营兴奋地说。

行军营原是徐庄村的一位

普通农民，平时靠打零工为主，

偶然的机会得知种红薯收益不

错，他当即对红薯种植进行了多

方咨询，并多次去禹州市进行实

地考察，走村入户向当地农民学

习种植技术。去年，在徐庄村

“两委”的帮助支持下，决定流转

土地，开始规模化种植红薯。

红薯种植也带动了周边村

民的就业。“俺们是一个村的，自

己家里种的地不多，有空余时间

就会来红薯地干活，离家近，不

耽误照顾孩子上学，一天能挣七

八十块钱，可得劲！”徐庄村村民

程双梅开心地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

年来，李庄乡以“五星”支部创

建为引领，因地制宜，精心谋

划，着力构建“一村一品”产业

格局，以“合作社+农户”的方

式，引导 26 个村（居）“量身定

制”特色产业，探索电商销售和

深加工模式，形成了翟集米醋、

翟庄村辣椒、龙池村无花果、禄

庄村西蓝花、祁家村葡萄等特

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目前全乡花生种植面积达 2.1

万亩，辣椒种植面积1000余亩，

红薯种植面积300余亩。

“下一步，李庄乡将凝聚‘一

村一品’建设的强大合力，推动

特色种植向规模化、产业化发

展，积极延伸产业链条，做大做

强特色农产品品牌，将红薯种植

打造成更多村民增收致富的‘甜

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

力。”该乡党委书记冯宇航说。

（杨海楠 文/图）

李庄乡——

“薯”光照亮甜蜜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