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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走进焦村镇水沟村，村街巷道干净

整洁，墙壁上一个个醒目的宣传标语，催人奋

进，三三两两的老人围坐在一起谈论着今天

的幸福生活……

这一切的转变，都得益于脱贫攻坚。

水沟村位于焦村镇最东部，地处山区。目

前，全村尚有贫困户 92户 353人，占全村总

人口的 20.8%，属于省定贫困村。

自市工商局分包水沟村以来，驻村工作

在第一书记马爱长的带领下，通过走访农户、

实地查看、党员座谈等方式虚心听取群众意

见和建议，经多方论证，立足实际制定了具有

水沟村特色的扶贫帮扶模式，解决了群众吃

水难和行路难等制约水沟群众生产生活方面

的实际困难。水沟村也先后获得“二星级文明

村”“一星级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等荣誉称

号。

“队伍建设是凝聚干部思想和开展各项

工作的根本保证。”马爱长说，由于历史因素，

水沟村两委班子力量薄弱，村主任缺编，仅有

村支部书记和 2 名村支部委员开展日常工

作。因此，要开展好脱贫工作，只有帮助水沟

村建立健全村党组织，配齐配强基层扶贫力

量，固牢脱贫攻坚第一线坚强堡垒，才能扎实

开展扶贫工作。

为更好地开展工作，马爱长与村支部书

记多次谈心，同时多次协助村两委班子召开

党员大会和村组干部会议，传达市委、市政府

和乡镇党委、政府有关党建和扶贫工作的意

见和精神，使党建工作在水沟村党员干部心

中发芽生根。经过近一年来的共同努力，村里

党员队伍力量壮大，村两委班子战斗力和凝

聚力有了明显提升，同时也促进了扶贫各项

工作的有序进行。

长年来，由于天气干旱，地下水位也在逐

年下降，日常用水成了村民关注的最大问题。

马爱长驻村后，多次走访群众，当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他及时与焦村镇政府和市水利部门

汇报、协调，为水沟村争取“安全饮水”项目。

目前，水沟村北部 190米的饮水深井正在施

工，水站建设、渠道开挖、管道铺设等工作正

在有序展开，预计 12月中旬村民就可以用到

干净、放心的自来水。

今年 60 岁的骆五升和妻子武翠无儿无

女，常年有病，平时仅靠捡拾废品艰难度日，

是水沟村的低保贫困户。今年 10月份，马爱

长根据骆五升的实际居住情况，为他申请了

居住环境修缮项目，将对他家的围墙、大门进

行新建和安装，目前该项资金已到账。

骆五升经常对人说，“马书记对我们家有

很大帮助，为我们老俩的事跑前跑后，我以后

要是再过不好就对不起马书记一直以来的关

心照顾。”

点点滴滴为百姓，辛勤付出暖民心。两年

来，市工商局驻焦村镇水沟村扶贫工作队在

队长、驻村第一书记马爱长的带领下，使水沟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已投入使用，村标准化卫生室和合格的

村医已实现，解决了村民基本看病需求；养殖

业发展迅猛，目前已涌现出苏收、吉占胜等养

牛大户；安全饮水正在推进，通村公路实现硬

化，客运班车进村设站，广播电视、宽带基本

实现全覆盖。水沟村正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

大步迈进。 于俊鸽

马 书 记 扶 贫 记

本报讯 （记者 李

晓伟 通讯员 樊向华）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

关怀，你们真是比亲人还

亲呢。”11 月 17 日，当寄

料镇黄柏村的贫困户老

人黄柱子从市安监局扶

贫工作队一位负责人手

中接过厚厚的棉被时，感

动地说。

寒冬即将来临，市安

全监管局时刻牵挂着寄

料镇黄柏村的 147 户贫困

户。为了让困难群众温暖

过冬，11 月 15 日—11 月

17 日，该局分批组织帮扶

人员为困难群众送上过

冬御寒的“爱心棉被”。活

动中，帮扶人员纷纷来到

所包贫困户家中，送上崭

新的棉被，了解他们当前

遇到的主要问题，商讨解

决的办法，鼓励他们勇敢

面对和战胜困难。随后，

他们还帮助老乡们擦红

薯片、打扫庭院、做午饭等，认真开展

“三个一”活动，拉近了与贫困群众之间

的感情。

11月 17日，市委统战部、侨联干部职工带着澳大利亚华人魏基

承捐赠的爱心棉衣来到寄料镇徐庄村，为 14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送

去御寒衣物。 刚鑫雨 摄这个冬天不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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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耀辉

赵子豪） 11月 20日，焦村镇

杜村贫困户梁国涛正在翻晾自

己的 3000多斤红辣椒。像梁国

涛这样，杜村椒农今年有 100多

亩辣椒，产量估计有 10万斤左

右。目前还有一部分正在采摘。

梁国涛说，自己去年没种辣

椒，种植销售都没啥经验，要不

是今年阴雨多产量还可以再高。

就这现在还愁销路呢。去年由南

阳一带的收购商上门收过辣椒，

但今年迟迟没来，我们心里很是

没底。

在村民张玉水家，院里、房

上都堆满了没有摘的辣椒棵，大

门口是他雇佣的邻居正在帮他

摘辣椒，他告诉记者，他家今年

种了 7亩多辣椒，估计能收三四

千斤左右，而他也是头一次种辣

椒，心里也没底。

“辣椒晒干了也能保存，倒不

是太愁卖，只是我大概算了一下

成本，恐怕就要毛收入的对半了，

钱压太久了就不划算了，还是希

望哪个大户一次收了最好，俺下

来可以安心干别的活了。”梁国涛

说。

给记者提供线索的市政协

驻村工作队员更为他们焦急，听

说前两天市信息中心帮忙为临

汝镇卖掉了大量辣椒，事都传到

这里了，希望也能帮一下杜村椒

农，多发布一些信息，早点卖掉

辣椒，回笼一下资金，再干点别

的事情增加更多收入。

记者看到，杜村今年辣椒长

势还不错，椒农们分拣得也很

细，品质优良，需要辣椒的客户

尽可以放心收购。有意者可以与

杜村驻村工作队付主任联系，电

话是 13781098666。

时值秋末冬初，正是广大农民朋友收获的

季节，然而，临汝镇彦张村的 450 亩丰收在望

的红彤彤的辣椒，却因故错过了采摘季，几乎

就要烂在地里，让一村人心急如焚，苦不堪言。

所幸在媒体的帮助下，这些“焦心”又“焦人”的

“小辣椒”终于找到了“婆家”，最大程度地挽回

了损失。

无独有偶，焦村镇杜村 100 多亩辣椒的状

况与此如出一辙，如同翻版。这不禁让人想起

今年夏季我市菜农洋葱滞销、四处求救，社会

各界爱心救市的情景。

笔者就纳闷了，为什么农产品滞销的现象

在我市频频上映，且时间仅隔短短数月。

一位农户的话，似乎给出了答案：自己去年

没种辣椒，种植销售都没啥经验，产量虽高，现在

正愁销路呢。去年由南阳一带的收购商上门收过

辣椒，但今年迟迟没来，我们心里很是没底。

他的话代表着不少农户的心理。现阶段的农

民种植分散、规模小，在进行生产抉择时，难免存

在投机心理，造成农产品市场价格不易稳定。再

加上信息闭塞造成市场行情误判，盲目扩大单一

种植面积，如此一来，便造成了农产品过剩。

俗话说，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如果这

些农民不去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市场动向，而是

盲目种植或养殖，其农副产品销售都要求爷爷告

奶奶地四处求救，那么，广大爱心人士能救得过

来吗？因为，即使有再多的爱心，也会因为屡屡出

现的滞销而疲劳，更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在辣椒滞销引发爱心救市之际，我们是否

冷静地思考一下，爱心救市这种“授以鱼”的做

法，是不是只解了燃眉之急，能不能解决问题

的根本？

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农产品滞销的量格外大，动辄数以万

斤。为最大限度减少农民损失，要么通过媒体等渠道，拓展商

机，要么动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迅速掀起采购滞销农副产品

的高潮。其情至诚，其行可嘉，但这样的关爱之举只是权宜之

计，我们更期望各方能找到治本的办法，除了政府的努力，引导

农业生产和提供信息服务，以及搭建平台，恐怕还离不开农户

自身的努力，毕竟，他们才是最关键的角色。

笔者以为，面对农产品屡屡滞销，农户需要认真反思自身的

生产和经营行为，而不是只依靠公益救助。在信息化时代，在商

品经济日渐发达的时代，农户应该转换发展思维，学会转型，让

传统农业升级为现代农业，这不仅仅是技术

上，更应该是思维和观念的革新，比如主动

触网，掌握市场动态，及时调整生产方向，避

免盲目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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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辣椒也“愁嫁”

我市将全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 （记者 赵子豪） 11 月 21 日，全市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规划汇报会召开。会上，河南大学中原文

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简要介绍了汝

州市产业转型升级规划编制情况和规划内容；各相关单

位负责人就规划设计的可行性、科学性、规划性提出意

见和建议。市领导李运平、姚军柱、杜占广、汪聚涛、陈

振军出席会议。

我市举办推进企业上市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 何亮亮） 11月 21日，我市举办推

进企业上市培训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鹏出席开班

仪式。

全省盐业体制改革专项督察组莅汝

本报讯 （记者 宋小亚） 11月 21日，全省盐业体

制改革专项督查组莅汝召开座谈会，市领导刘鹏、吕占洪

出席座谈会。

市领导调研我市曲剧艺术传承发展情况

本报讯 （记者 刚鑫雨） 11月 21日，副市长焦慧

娟，市政协领导何俊章、张耀峰、张贵明带领政协委员调研

曲剧艺术在我市的传承发展情况。

焦慧娟调研米庙镇扶贫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梁杨子） 11月 21日，副市长焦慧

娟带领工作组前往米庙镇于窑村和焦岭村调研扶贫工作，

并对贫困户进行走访。

市法院党员干警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松播） 11月 21日，市法院院

长杨长坡带领班子成员及中层以上党员干警来到位于大

峪镇同丰村的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旧址，重温入党誓词，接

受红色传统教育洗礼。

市物价办扶贫“三个一”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李晓伟） 11月 21日，市物价办扶

贫“三个一”活动启动仪式在焦村镇魏沟村举行。市领导汪

聚涛出席启动仪式。当天还为贫困户带去棉被、褥子 140

条，棉衣 70余件，保障贫困户温暖过冬。

村民 看着满院的 辣椒一筹 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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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完成进度汇报表

报刊名称

平顶山

任务

（份）

我市分

配任务

（份）

完成

（份）

己收款

（元）

占任务

（％）

光明日报 173 188 98 35280.00 56.6%

经济日报 805 422 538 196370.00 66.8%

求是杂志 376 581 246 34243.20 65.4%

河南日报 4724 4801 3132 1334232.0 66.3%

河日农村版 800 810 516 170280.00 64.5%

平顶山日报 3500 3550 2199 738864.00 62.8%

平顶山晚报 1500 1530 972 163296.00 64.8%

合 计（元） 3068366.00 52.4%

人民日报 1140 1145 697 200736.00 61.1%

新华每日电讯 520 805 683 195064.80 84.8%

说明：截至 11月 21日，各征订单位情况分类如下：

全部完成任务的单位 66个（其中乡镇 16个），占全部单位

的 32.9％，他们按缴款先后顺序是：广电总台、蟒川镇、钟楼、金

融办、庙下镇、临汝镇、国土资源局、小屯镇、信息中心、温泉镇、

文广新局、洗耳、旅游局、工商银行、团市委、妇联、妇幼保健院、

统战部、发改委、总工会、粮食局、产业集聚区、民政局、老干部

局、米庙镇、陵头镇、食药监局、温泉小镇、商务局、市直工委、工

商联、政府督查局、畜牧局、政协、党史研究室、大峪、新城办、骑

岭、纸坊、王寨、科教园区、农科所、临汝镇、政法委、文联、人防

办、商业总公司、交通运输局、扶贫办、财政局、审计局、市纪委、

环保局、教育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信局、职业中专、汝南街

道、汝瓷小镇、统计局、盐业局、档案局、物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