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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邓丹华 通讯员
朱晓吾）近日，走进汝南县三门闸街
道霍庄村看到，干净整洁的道路、错
落有致的农家院落、格外醒目的文化
墙、精致新颖的“口袋公园”，老人散
步聊天、小朋友欢快玩耍，一派热闹
景象。这是汝南县自开展村庄清洁行
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以来
发生的喜人变化。

2023 年以来，该县坚持党建引
领，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域整治，
通过“三个聚焦”全面开展村庄清洁
行动，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

聚焦“党建＋共治”。该县形成党
政主抓、部门联动、群众主体、上下联
动、人人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建立
人居环境网格化管理机制。同时，严
格落实“包村领导＋驻村干部＋村

‘两委’干部＋驻村帮扶队”四级包责
任区制度，充分发挥“两代表一委
员”、网格员作用，进一步明确乡镇
级、村级、包村干部、保洁员和公益岗
各方责任，实现“事有人管、活有人
干、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聚焦“拆违＋治乱”。该县紧紧围

绕“清脏、治乱、拆违、增绿”的总要
求，按照“三无一规范一眼净”标准，
清“死角”、扫“盲区”、治“顽疾”，稳步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重点开展村庄

“三清”“六治”“三拆”行动。“三清”即
清垃圾杂物、清塘沟污水、清生产废
弃物。“六治”即治乱堆乱放，治乱贴
乱画，治乱扯乱拉。“三拆”即拆私搭
乱建、拆残垣断壁、拆简易旱厕，实现
了环境整洁、秩序井然、乡风文明、乡
村和美。

聚焦“发动＋参与”。激发村民
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动性，是有
效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一环。
该县建立健全群众参与机制，进一
步加大整治和宣传力度，充分发动
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积极引
导更多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养成自觉治理环境、保护环境的
良好习惯，营造全民共治共享的良
好氛围，让村民从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中不断提高幸福感、获得感和满
意度，带动广大村民凝共识、齐参
与，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质增
效。⑤2

三门闸街道坚持“三个聚焦”

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近日，遂平县拔尖人才、嵖岈山镇
干部赵新设刚忙完本镇几个村的生态
景观设计，就被邀请到花庄镇古泉山
村进行村标设计，忙得不亦乐乎。这已
是他第十次作为乡村规划设计人才被
邀约到外乡搞村容规划设计。如今，赵
新设成为远近闻名的设计人才。

赵新设只是嵖岈山镇在乡村振兴
中引育人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嵖岈
山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积极引育用
好专家人才、深度挖掘整合人民公社
文化等特色文旅资源，强化规划设计，
厚植人文底蕴，发展全域旅游，奋力书
写乡村振兴大文章。

引聘专家学者，注重顶层设计。嵖
岈山镇积极探索以全域旅游助推乡村
振兴新路子，在县级统筹规划基础上，
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实现产业结构调
整和产业发展提质双升级，让本土旅
游资源得到进一步优化开发并发挥整
体效益。遂平县委组织部人才办牵头
聘请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院完成总规
和详规修编，与黄淮学院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对全镇 13 个村进行村庄规
划，做好图纸设计，确保规划的前瞻
性、科学性、实用性。精准挖掘文化资

源，突出人民公社文化唯一性特征，聘
请知名专家、学者深入探索研究人民
公社文化历史定位、历史贡献和经验
教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人民公
社沉浸式文化体验街区和美丽乡村建
设，全力擦亮镇域文化特色品牌。突出
农耕文化，树牢“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
村”这一理念，开展实物布展、景观打
造，目之所及、手之能触，尽显年代之
感，使“留得下记忆，唤得起乡愁”成为
现实。推进全域旅游，将人居环境整治
和户厕改造作为全域旅游的着力点、切
入点，按照“一村培育一个特色产业、一
村打造一个精品线路、一村创建一个示
范村落、一村评选一批“五美庭院”工作
思路，不断丰富文旅产业内涵。

培育干部人才，激发创新精神。
为激发基层干群创新精神，培养本土
专家人才，嵖岈山镇多次组织村党支
部书记、驻村干部、党员骨干参加乡
村建设大讲堂、外出考察培训等，以
党建引领规划建设的发展思路更加
坚定、乡村建设业务能力明显提升，
目前已培养赵新设等 4名本土人才。
更接“地气”的本土人才通过深入排
查梳理各村历史文化底蕴和风土人

情，精准探索提炼文化精髓，凝聚本
土力量、发挥乡土智慧，致力村庄规
划设计和深度挖掘，成效明显。红石
崖村依托女娲文化全力打造娲娃村，
赵庄村依托 781 矿旧址全力推动国
防教育文化园区建设，韩楼村依托知
青文化遗址积极实施知青村项目，土
山村依托“绾毂中原”全力打造会师
村，从而在全镇形成“全国历史文化
名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主题
名片，其他文化交相辉映的布局，做
到一村一景且各具特色。

用好本土工匠，传授实战技能。
嵖岈山镇坚持从实践中精选一批头
脑灵活、技能扎实的建筑工人，采取
技能培训、现场指导方式，精心传授
建设标准和施工技巧，带出一批能工
巧匠，为美丽乡村奠定人才基础。经
统一培训后，农村“泥瓦匠”“土师傅”
组成的“游击队”，变成了统一管理、
能力过硬的“正规军”，不仅促进了当
地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还为传承保
护发展本土建筑文化和乡村建设提
供了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

留下创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嵖岈山镇注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改善停车、住宿、旅游标识体系和
道路交通等配套设施，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返乡人才、大学生、致富带头人
和创业人才留下来积极参与家乡建
设，一批乡村特色农家乐和特色民宿
初步建成，一批特色鲜明、业态集中
的商业街区也开始形成规模并发挥
成效。同时，采取“互联网＋”模式，建
立网络宣传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全面提升乡村景区服务水平，产
生了一业兴带来百业旺的效果，辐射
带动周边住宿餐饮、农副产品加工、交
通运输等业态长足发展，带动老区群
众增收致富。近 3年来，嵖岈山镇年均
接待游客 460万人次，知名度、美誉度
持续提升，一幅乡村振兴的多彩画卷
正徐徐展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让人才
为乡村振兴服务。嵖岈山镇坚持引
才、育才、用才、留才，不断夯实乡村
振兴的智力支撑，加快打造具有乡
村地域特色的全域旅游优质品牌，
努力为新时期嵖岈山镇乡村振兴探
索新方法、走出新路子，绘就乡村振
兴 美 丽 蓝 图 。”嵖 岈 山 镇 负 责 人 表
示。⑤2

做好人才“引育用留”文章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丁继坡 通讯员 王 丽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泌
阳县马谷田镇陈庄村通过党建引领，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大力发展当地特
色产业，真抓实干，为泌阳高质量发展
不断注入强劲动力。

在陈庄村，每逢寒冬时节，村民将
收获的红薯制成粉条，并以家庭为单
位相互协作配合。红薯收上来之后，大
家就集中到某一户人家，一起给红薯
清洗去皮，再经过配料、和面、挤压等
流程，将粉条的半成品制作完成，并需
要将粉条晾晒，降低粉条的含水量，最
后再拿去风干。

“目前，我们村里有四五家做粉
条，每天产量 1200 公斤。做出的粉条
不愁卖，基本上都是附近的顾客上门
收购。”近日，陈庄村党支部书记说。

粉条经济不仅提升了红薯附加
值，还延伸了农产品发展链条，让村

民在传统农作物种植以外，找到了
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陈庄村将
依托良好的土壤优势和气候优势，
以“一村一品”为发展思路，力争把
红薯粉条品牌打出去，壮大当地特
色产业发展规模。

走进马谷田镇马道村的草莓种
植大棚，种植大户王芳正忙着采摘
草莓。据了解，马道村种植的“红颜”
草莓，具有糖度高、浓甜芳香、柔软
多汁等特点，深受市场青睐。为使草
莓口感更好、营养价值更高，王芳一
家精心控温浇水、增加肥力、软化土
壤，不使用催熟剂、膨大剂、除草剂
等化学药剂，并在大棚旁搭建了简
易房屋，吃住都在这里，实现了足不
出户就能增收致富。“我们家种植的

‘红颜’草莓主要销往南京、马鞍山
等地，现在每天大概能收获六七篮

子。因为产量少，价格就高一些，等
天 气 转 暖 产 量 多 了 ，价 格 会 便 宜
些。”王芳说。

2023年以来，马谷田镇将做大做
强特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举
措，挖掘“土”资源、放大“特”优势、提
高“产”效益，持续推动乡村产业全链
条升级，带动农民稳定增收，提高可持
续发展能力，着力解难题、促发展、惠
民生，为群众办实事，全力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泌阳县围绕开发乡土资源、挖掘
地域特点、升级产业全链条，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积极打造绿色特色品牌，通
过产业优质化、特色化、链条化、农文
旅融合等，做好土特产文章，助推特色
产业提档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泌阳县加大对产业项目资
金扶持力度，以项目为合作平台，采取

“种养业＋加工业＋销售业”“龙头企
业＋基地＋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1＋1＋N”产业带动
模式，推动形成产销一体化格局，全面
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农产品优
质优价，全面发挥联农带农效益。

泌阳县充分用好用活乡村振兴项
目，鼓励乡村充分挖掘特色产业、特色
文化等资源，发展庭院经济，先后培育
了食用菌、西瓜、木瓜、设施蔬菜、苗圃
等基地，以点带面，为乡村产业注入发
展活力，助力乡村经济发展。

“小小土特产，一头连着农民增
收 ，一 头 连 着 美 好 生 活 。只 要 立 足

‘土’、体现‘特’、形成‘产’，就能照亮
农民增收致富路，推动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乡村土特产文
章，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泌阳县相
关负责人说。⑤2

做好乡村土特产文章 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
本报记者 方 祥

本报讯 （记者 许 静 通讯员
刘胜利）近日，西平县柏苑街道联合
民政局对辖区所有城乡低保家庭进
行实地入户核实工作，守好民生保
障线。

在入户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按
照“每户必入 入户见人”的工作原则，
通过询问周围邻居了解他们的日常生
活状况，据实填写入户调查表，将符合

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救助保障范
围，将不符合条件的对象及时退出保
障范围防止错保、漏保。

目前，柏苑街道城乡低保入户
核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通过开展
入户走访进一步摸清低保户的现
实状况，实现动态化管理，促进柏
苑街道城乡低保工作健康有序发
展。⑤2

柏苑街道开展低保入户核实工作

连日来，平舆县万冢镇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组织优势和妇女“半边天”作

用，积极推动广大妇女在乡村振兴和“三园”建设中建功立业，展现巾帼风

采。⑥5

本报记者 陈文科 摄

近日，在上蔡县五龙镇刘行养殖专业合作社，一群群毛色艳丽、精神抖

擞的七彩山鸡正在院内追逐嬉戏。该合作社生态养殖七彩山鸡，年收益 20

多万元。⑥5

本报记者 刘永奇 通讯员 周子翔 摄影报道

驿城区 郑付生 13939671098 遂平县 丁继坡 15516806969
西平县 许 静 13513863226 上蔡县 刘永奇 15939659995
汝南县 邓丹华 13303969188 平舆县 徐佳瑞 15836627179
正阳县 李玉荣 13939618718 确山县 张新义 13839677641
泌阳县 方 祥 13393951202 新蔡县 苏 凯 18739628886

各 县 区 记 者 站 负 责 人

日前，走进新蔡县韩集镇林洼村蔬

菜产业园，120 多座蔬菜温棚整齐排列，

蒜苗、茄子、黄瓜、草莓等蔬菜水果长势

喜人，村民在采摘、授粉等，一派忙碌景

象。⑥5

梅文辉 摄

温棚育出

致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