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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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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虎成 1823963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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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上蔡县百尺乡窦庄村甘
蔗种植基地，成片的甘蔗林郁郁葱葱，
煞是喜人。

甘蔗地里，正在忙碌的窦启南一
边示范，一边为村民讲解种植甘蔗经
验。言语间，这个返乡大学生处处透
着行家的自信。

谈起如何实现创业梦，窦启南说
自己和许多“90后”一样怀揣着创业梦
想。大学时就读于广西，在那个盛产
甘蔗的好地方，他结交了很多蔗农，对
甘蔗行业有所了解。2016年，他毕业
后在中国麦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工
作，光鲜亮丽的都市白领并不能令窦

启南感到满足。相反，他向往家乡的
田园风景。2021年，他决定回家乡干
事业，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返乡后，窦启南就跟着舅舅学习
种植甘蔗。他舅舅是百尺乡出了名的
种蔗达人。窦启南也不负众望，将舅
舅的技术经验学尽学透。

为了种出脆甜的高品质甘蔗，窦
启南做足了功课。在种植过程中，他
始终秉承绿色健康理念，每亩地投
入一吨有机肥和千斤发酵的芝麻饼
肥 ，除 草 环 节 采 用 人 工 和 机 械 方
式。同时，控制好甘蔗种植的行距
和间距，一亩地只种 2700 多根，这

样 种 出 的 甘 蔗 较 为 疏 朗 ，口 感 清
甜。为了防止甘蔗倒伏，他还在田
里拉起了防风绳，这样甘蔗长得特
别挺拔。

很多顾客夸赞窦启南的甘蔗好
吃，周边很多村民也特意来种植基
地购买甘蔗。通过抖音直播平台，
还吸引了来自陕西、安徽、江苏等地
的批发商前来收购。

据悉，今年窦启南的甘蔗亩产
量在 1.5 万斤以上，不仅收入可观，
而且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近就业机
会。从播种到收获，甘蔗种植的每
个环节都吸纳了大量村民务工，让

许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挣钱
顾家两不误。

“我会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实现
甘蔗从种植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
链，不断提高甘蔗附加值，走出一条
甘蔗产业发展的强村之路。”窦启南
说。

“今后，我们将持续发力，坚定不
移加大产业发展力度，积极组织农技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蔗农提供全方
位、精细化的技术指导。同时，通过不
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甘蔗品质的方
式，助力村民拓宽致富渠道，助力乡村
振兴。”该乡有关负责人说。⑤6

返乡大学生的甜蜜事业
本报记者 刘永奇 通讯员 周子翔 周金高

8 月，曹宝宝被推举为新蔡县孙
召镇董庄村党支部书记后，经过两
个多月的努力，董庄村路畅景美，村
容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个好的带头人就如同村里
的 领 头 雁 ，头 雁 素 质 决 定 群 众 基
础。”曹宝宝说。

近年来，孙召镇积极推动头雁
工程（后备干部储备）在全镇落地生
根 。 该 镇 负 责 人 亲 自 制 订 工 作 方
案，明确工作目标、职责任务，将责
任层层压实，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
抓、有人管。各村全面摸排掌握本
村致富能手、退役军人、外出务工经
商返乡人员等情况，建立人员信息
台账。坚持把思想政治素质好、道
德 品 行 好、带 富 能 力 强、协 调 能 力
强，懂发展、善治理、有公心的群众

作为重点跟踪培养对象，确保选拔
的后备力量质量过硬。

头雁及后备干部确定后，镇党
委、镇政府采取“N+1”或“1+1”结
对模式，为后备干部明确至少 1 名
村干部或镇领导班子成员，通过政
治上帮、思想上带、经验上传、方法
上教等方式，并根据后备力量的实
际情况和村级工作需要，推荐其担
任具体职务，派其到矛盾纠纷化解、
人居环境整治等岗位实践锻炼，增
长其才干和工作经验，树立早压担
子早成才的观念，在实践中锻炼成
长。

作为“头雁计划”首批领航者，
大马庄村党支部书记马明明通过河
南牧业经济学院对口帮扶的契机，
与龙头企业河南麦佳集团开展广泛

合作，流转土地近 2000 亩，建成供
港蔬菜基地、茅台酒用粮基地等，采
用“党支部+龙头企业+农户”的经
营模式，增加集体村经济收入，带动
200 多户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供港
蔬菜基地种植的蔬菜品种多样，远
销香港，经济效益可观；茅台酒用粮
基地依托河南农业大学培育的“郑
麦 113”优质小麦，带领群众种植优
质软筋小麦直供酒厂。大马庄村被
农业农村部授予“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对促进孙召镇产业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

“头雁工程示范村”孙召村从创
建“产业兴旺星”入手，“五星”创建
工作取得了不俗成绩。结合本地资
源和优势，持续培育发展供港蔬菜、
肉牛养殖等特色产业，夯实发展根

基，增加了村民收入。
郎庄村梁华丽以“文明幸福星”

创建为抓手，管好用好党群服务中
心，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打造
群众幸福生活。充分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作用，组织开展志愿服务、
专题宣讲、文艺演出、老人集体过生
日等活动，努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
后 一 公 里 ”，不 断 增 强 群 众 的 幸 福
感、获得感。

“孙召镇的头雁工程（后备干部
储备）政策实、模式新、方法活、机
制全，为村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
液，形成了难得一见的领头雁效应，
得到了群众拥护，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该
县有关负责人说。⑤6

（梅文辉 马云菲）

头雁领航展翅飞 乡村振兴谱新篇
——孙召镇积极推动头雁工程纪实

本报讯 （记者 徐佳瑞 通讯员
祁 佳）为进一步提高政务公开工作
水平，提升审计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
力，近日，平舆县审计局举办机关政
务公开工作培训会。

培训会上，该县政府办工作人员
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经验分享，对信
息公开的范围、程序、时限等关键环
节进行了系统全面讲解，对政务公
开工作现状、需求、新趋势及如何
做好当前工作进行了精准解读，有
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此次培
训，全体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新时
期、新形势下推进政务公开的重大
意义，明确了具体的工作任务和目

标方向，为进一步提高政务公开水
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务公开是提升政府治理能
力的重要手段。我们要通过此次
培训，进一步加强全局干部职工对
政务公开的认识，确保每项审计工
作都能做到公开、透明。”该局有关
负责人说。

参加培训的干部职工纷纷表
示，通过这次培训，对政务公开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也掌握了更多
实用的操作技巧和方法，今后将
在 工 作 中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培 训 内
容，不断提升审计工作的透明度
和质量。⑤6

平舆县审计局

加强业务培训 提升政务水平

本报讯 （记者 方 祥）近日，
记者走进泌阳县高邑镇仟浩种植
合作社果园，浓浓的冬桃果香扑
鼻而来。碧绿的桃叶间，一个个
冬 桃 挂 满 枝 头 ，十 分 惹 人 喜 爱 。
游客在果园管理人员的引领下，
挑选心仪的果子，呈现一派热闹
的丰收景象。

“ 大 家 挑 大 果 子 摘 。”果 园 负
责人李科良一边帮客户摘冬桃，
一边招呼着正在采摘的客人。据
李科良介绍，冬桃也是春季开花，
坐果后，桃子长到樱桃般大小时
会暂停生长，待到八九月份又开
始长大，直到 9 月底才陆续成熟，
生 长 周 期 是 普 通 品 种 桃 子 的 两
倍。因此，冬桃更加甜脆爽口，套
袋种植和加装防虫板更保证了冬
桃的生态品质，加上错峰上市，产
品更是一路畅销。

据了解，李科良一直从事农业
生产。2014 年一次偶然机会在外
地出车遇到果农接触到冬桃。当
时，李科良从外地引进来的冬桃
品种，今年已经 10 年了，如今在他
的精心打理下，这片 300 多亩的果
园在周边小有名气，每年都有很
多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听说这里的冬桃熟了，我们
就组织一家人一起过来采摘。这
个桃子比较大，吃起来也甜脆。”
慕名前来采摘冬桃的游客说。

特色果园让李科良实现了致
富 梦 ，也 增 加 了 附 近 村 民 的 收

入。“我们在冬桃基地务工，一天
工资是 150 元。”一务工村民说。

“一开始就是按自由采摘的模
式打造，所以回头客比较多。今
年 每 亩 地 产 量 大 概 在 6000 斤 左
右，每亩地能挣 6 万多元。”看着自
家的冬桃被顾客认可，李科良心
里非常高兴。“发展特色农业必须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样才能
产生好的经济效益。今年我打算
扩大冬桃种植面积，将特色采摘
做大做强。”

据了解，近年来，该合作社引
进 鸡 苗 和 鹅 苗 大 力 发 展 林 下 经
济，300 多亩的果园坚持鸡、鹅除
虫，人工除草，坚决不使用农药。
目前，该合作社有冬桃、冬枣、蓝
莓 、软 枣 、猕 猴 桃 、红 肉 血 桃 、红
杏、黄金梨、西瓜。

冬桃产业只是该县发展特色
林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泌阳县依托各地优势资源和现有
产业特色，引导各村因地制宜开
展种植、养殖、乡村旅游等特色产
业，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特”的
产业发展格局，马谷田瓢梨、白云
仙桃、盘古山茶叶、张湾萝卜等特
色农业声名远扬。“盘活农村资源
资产资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并
加大技术培训和政策扶持力度，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强乡村旅
游开发等措施，助力乡村振兴。”
该县有关负责人说。⑤6

泌阳县

冬桃种植拓宽致富路

近日，在正阳县陡沟镇孟庄村箱包加工厂，20 多名工人正在加工精美

箱包，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该村积极招引企业入驻村内生产车间，村

民实现在家门口工作，挣钱顾家两不误。⑥5

本报记者 李玉荣 摄

10 月 25 日，在西平县盆尧镇张老庄村文化广场，由柏国综

合演艺有限公司（原西平县豫剧团）表演的豫剧曲目《包青天》在

观众的喝彩声中落幕，戏曲工作者精湛的演技、生动的表演，受

到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⑥5

本报记者 许 静 本报见习记者 赵永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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