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李启迪）
“我已经 80 多岁了，能找回失散多年的女儿，

以后的生活有了盼头！”6 月 3 日，在得知辖区

贫困户刘玄失散多年的女儿回到家后，煤山街

道班子成员到刘玄家慰问。刘玄哽咽地说：“感

谢扶贫干部们，让俺家里更有希望！”

刘玄，葛庄 9 组人，81 岁。女儿多年前不

幸走失后，与儿子相依为命。在“宝贝回家”河

南志愿者团队的努力寻找和煤山街道多方协

助下，5 月 28 日，刘玄 53 岁的女儿终于安全

回家。

在得知这一喜讯后，煤山街道班子成员

给刘玄家中送去了 2000 元现金和床、被子等

生活用品，并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其办理户

口。

“自从孙女得了这个病，俺都快愁死了，总觉着

这日子过不去了，经您这一说啊，我心里敞亮多了

……”近日，汝南街道贫困户李质朴的母亲站在刚

修缮好的房前和帮扶责任人李志强谈心。

李质朴家共 5口人，原本是一个幸福、殷实的

家庭。2017年，4岁的女儿李林涵被确诊为白血

病，突来的变故让这个家庭被愁云笼罩。为了给孩

子治病，李质朴夫妇不得不在郑州、北京等地奔

波，巨额的医疗费用更让这个家庭债台高筑。2018

年经入户调查和严格的审批程序后，李质朴被纳

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汝南街道办事处

选派责任心强、工作经验丰富的信访办主任李志

强作为李质朴的帮扶责任人。接触到这一家人后，

李志强先后帮助其申请并落实医疗、教育、产业扶

贫、危房改造等相关政策。2018年 5月，李志强帮

这一家人申请了危房改造。

为了解决其家庭生计问题，李志强综合考虑

后建议李质朴夫妇在汝南霍阳公园夜市弄个小吃

车卖小吃，离家近、时间也自由，方便照顾孩子，干

得好一天有一二百元的收入。这个主意很快就得

到了李质朴一家的认可。

“人人都会有困难，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小

吃你不会做我可以帮你联系师傅免费教你，摊位

的事我也帮你找执法队申请，只要你肯干，啥都不

是困难。”李志强对说李质朴夫妇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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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展 扫 黑 除 恶 斗 争 ，共 建 平 安 美 好 家 园

6月 10日，汝绣产业园内，工人们正忙碌

着把一匹匹带有“汝绣”商标的精致面料装入

货车，这些织品将通过物流专线发往浙江、广

州，再由航运发往中东、印度、欧美等 20多个

国家和地区。

汝州总人口 120万，外出务工人员近 30

万人，其中，浙江柯桥就汇集了 5万多名汝州

籍机绣从业者。筑巢引凤、“无中生有”，汝州已

蝶变为全国排名第三的机绣产品生产基地。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支持外出务工人

员返乡创业作为一项全局性工作，掀起了涌

动中原的返乡农民创业大潮。汝州市以成功

入选全国第一批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

试点为契机，大力发展“归雁经济”，实施“能

人”返乡工程，一批又一批熟悉了市场需求、

掌握了生产技能、积累了经营经验的外出务

工人员，踏上了回乡创业之路。

闫素云，267 名汝州籍柯桥机绣企业家

之一，感动于汝州招商团“七下柯桥”，2016

年，成为第一个返乡创业企业家。她说：“购

买新机器给补贴、厂房租金有减免、融资贷款

有贴息……回到家乡真是让我们享受到了

‘保姆式’服务。”

在政策推动、乡情感动、项目带动下，一大

批机绣企业陆续把生产设备迁回汝州，寻求

“抱团”发展。目前，汝绣产业园已累计引回 160

余家机绣企业、1300余条生产线，带回产业工

人 8000余人，去年产值突破 25亿元。同时，创

意设计、服装服饰、原料供应、物流运输等上下

游配套企业相继入驻园区，实现了建设一个园

区、引回一批企业、培育一个产业链的“葡萄

串”效应。

河南金宜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曾面临破

产危机，在汝州市新型创业孵化平台帮助下，

申请了 15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争取到 34

万元财政资金。如今，该企业已发展为一家集

研、产、销于一体的市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

畅销省内外，并实现了出口。

在推进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过程中，

汝州十分注重平台建设，成立农民工返乡创

业综合服务中心，设立创业贷款、创业培训等

8个窗口，提供注册登记、政策咨询、创业指导

等“一站式”服务，累计为返乡人员办理城镇

落户手续 8700余件、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5200

余件、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1500余件。

引得回是基础，留得住是关键。除了搭建

服务平台外，汝州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依

托市民之家，整合 45个市直委局 1064项行

政许可事项集中办理，推行“一号”申请、“一

窗”受理、“一网”通办，缩短营业执照办理时

限至 3个工作日，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能。

企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汝州按照产教

融合的理念，在城区北部建成占地 5000亩的

科教园区，组建汝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建立机

绣纺织等实训基地，市财政拿出专项资金，免

费开展订单式、定岗式、定向式培训 4.2万

人，为企业发展培养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启事在教诲，成事在榜样。汝州从事汽车

零部件组装人员和在沿海地区从事电子产品

生产人员众多，借鉴机绣纺织产业园的培育

模式，汝州顺势而为，新建了特种汽车装备制

造产业园和智能终端产业园；规划建设了汝

瓷小镇、温泉小镇、森林康养小镇，吸引更多

在外人员返乡创业。如今汝瓷小镇已入驻汝

瓷企业 100多家，其中返乡创业企业 68家；

温泉小镇带动 2600余名在外人员返乡创业。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农民

工等人员返乡创业成为推动产业转型、脱贫

攻坚、新型城镇化的“金钥匙”，为汝州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该市生产总值从 2016年的

398亿元增长到 2018年的 468亿元，县域综

合实力位居中部百强县第 36 位；先后吸引

3.3万名在外人员回乡发展，创办企业 6200

余家，创造各类就业岗位 9.5万个，带动 1200

余户贫困户增收脱贫，实现了能人返乡、产业

发展、脱贫攻坚的“三赢”效果。

河南日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冰珂

返乡创业释放“葡萄串”效应
———汝州实施“能人”返乡工程助推经济发展

“购买新机器给补贴、厂房租金有减免、融资贷款有贴息……回
到家乡真是让我们享受到了‘保姆式’服务。”

“扶贫路上”征文大赛

主 办 ：汝 州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汝 州 市 扶 贫 开 发 办 公 室

“如今，我每月能领到公益

性岗位‘游园管理员’工资 300

元，五保户补助 500多元，再加

上其他各类补贴、分红，平均每

月都能拿一千多，一年下来有 1

万多元哩。”日前，正在清扫村

游园周边落叶的米庙镇大刘庄

村武爻自然村贫困户武竹平，

面对记者询问，兴奋地说道。

这每月的一千多元钱，对

于武竹平来说，可是一笔不小

的收入，足以改善他家里的贫

困状况。所以他每天早早就扛

着扫帚上岗，干起活来也格外

用心用力。

武竹平今年 65岁，属“三无”

人员，患有心脏疾病，需要定期输

液治疗，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一

直靠低保生活。市人防办驻米庙

镇大刘庄村扶贫工作队在走访中

了解到武竹平的实际情况后，工

作队按照要求和程序及时上报民政部门为他

申请了五保户，并把他安排到了适合的公益性

岗位上，每月提高收入 600多元。

“我主要负责村游园的管理和环境卫

生，宣传劝导村民提高环保意识，并对发现

的脏乱差片区进行汇报。”武竹平一边扫地，

一边对记者说，有了这个公益性岗位，让他

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挣取生活费，也能使村里

的面貌变得越来越美，他也感觉很自豪。

据了解，针对那些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

望，又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

群众，市人防办驻村工作队结合我市扶贫政

策因户制宜，精准施策，再次把设置公益性

岗位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让贫困

户摇身一变成了“工薪族”，既解决了贫困群

众的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问题，又让农村的

卫生环境得到改善，实现了“摘穷帽”与“振

兴乡村”双赢。日前，驻村工作队按照我市统

一部署再次对本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4 户

18 人的公益性岗位需求进行了调查摸底，

经核实，邵天付、郭点、武竹平等 3名贫困人

员符合公益性岗位的条件，最终 3人分别被

选为“村卫生保洁员”“游园管理员”和“中原

农保协保员”，并与其签订了劳动服务协议，

月工资都在 300元左右。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通讯员 闫新立 连佳佳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马鹏亮） 扫一下二维码，“码”上了解村里党建等各个

方面的工作。6月 9日上午，记者用手机扫了一下蟒川

镇戴湾村的宣传册，手机屏幕上很快出现“蟒川戴湾”

字样的宣传页面，在页面下方分布着“领导班子”“村规

民约”“党建学习”等 10个栏目，点击每个栏目，即会出

现相关工作信息，读者还可以在页面下方留言。

说到这个小小的二维码，戴湾村党支部书记高院

学对此赞不绝口：“以前靠做版面、办板报、印宣传册

发给党员、村民代表，让他们了解村里的各项工作，自

从有了这个智慧党建二维码，我们只要把信息编发好

放进去，大家只要扫二维码加关注，就可以看到村里

各项工作的进展，既方便又迅速，美哩很！”

近年来，戴湾村先后争取数百万元资金对全村的

大街小巷道路进行了硬化，新建教学楼一座，廊道绿

化 900余亩，建设 40亩的游园，建设污水处理池和污

水管道，安装太阳能路灯 39盏，新建标准化村部，村

里各项工作处于全市前列。

“这几年村里干群深切体会到了党建统领带来的

大变化，为了让村里变得更美，让群众更加安居乐业，

我们先后跑了好几个乡镇学习先进党建经验，在此基

础上，我们推出了智慧党建二维码。村委会各个办公

室的墙壁上、茶杯上都印有二维码，村民随处都可以

扫码了解村里的大小事情，群众办事有了指南，也方

便多了。”村主任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春节前夕，村里想举办春灯节戏剧演出，但

演出经费短缺，消息在智慧党建平台发布后，短短半

天内村里的知名人士就捐款数万元，很快解决了这个

大难题，村民们都亲切地称赞二维码为“小神通”。一

个小小的二维码，让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村里的

大事小事，干群沟通顺畅了，关系也更融洽了，村里干

啥事儿也比以前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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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朴：日子有了新奔头

失散多年终团圆 扶贫慰问暖人心

加大产业扶贫力度，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各地正如火如荼。但

有的地方也存在问题，比如，听说来者资金雄厚，便马上笑脸相迎；

听说资金不足，就很快爱搭不理。只论资金实力不论项目潜力，不

能在政策上一视同仁，这让一些返乡创业者心里不是滋味。

鼓励返乡创业，不能“嫌贫爱富”。当一些村庄面临“老龄化”

“空心化”时，人才回流是发展不可多得的机遇。无论回乡者带着

资金、技术还是创意，各地都应该张开怀抱，因为项目有大小，乡

情不分大小，乡村振兴更要汇聚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因为“人”，是带动

城乡间市场、资金、信息、技术、管理和理念等方面密切联动、深度融

合的最佳因素，吸引资金回流只是其中的“一步棋”。为此，各地要营

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为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事实上，能聚才就

能聚财。蓄人才之水养发展之鱼，乡村一定

能成为干事创业的广阔天地。

乡村振兴 人才是关键
□龚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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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坊镇裕丰电子有限公

司是专业生产热释电红外传

感器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现

总共投入市场两大系列 7 个

传感器产品，6项生产技术获

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产品广

泛应用于人体感应、智能家

电、红外成像、航空航天、火灾

防护、交通安全等领域，具有

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使用

方便等优点。图为工人在生产

车间作业。

陈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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