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
乐义 通讯员 王园姿） 6月 9日

-10日，汝州农商银行蟒川支行组织

相关信贷骨干，实地走访蟒川镇寺

上、郝沟、牛角岭等村落，深入开展

精准扶贫排查工作。

在走访过程中，他们发现其中

一户贫困户家徒四壁，户主因残疾

致贫，生活十分艰难，考虑到该户

基本无劳动力，不符合银行的申贷

政策，他们就耐心解释无法办贷款

的原因，同时，还主动将身上带的

所有现金全部掏出塞到贫困户手

中，并鼓励他好好生活。

截至 6月 10日，汝州农商银行

蟒川支行共接收扶贫推荐申请 20

户，实际走访 15户。因家中无人无

法调查的 5户，该支行也已通过电

话联系，约定再次上门调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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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奖补壮筋骨 技术扶持增活力
市林业局以林业特色助推产业扶贫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通讯员 高淑华） 近期，在全市脱贫攻坚工

作如火如荼之际，市林业局充分发挥行业优

势，采取政策鼓励、资金扶持、科技支持、产业

带动等方式，逐渐建立起稳定长效的脱贫机

制，形成了以林业特色产业助推精准扶贫的

良好局面。

制定政策，拉动产业扶贫。为狠抓产业扶

贫，我市制定了《2018年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汝州市 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特色经济林

奖补验收方案》等文件，对全市建档立卡贫困

户发展经济林果类种植的，在原有林业补助政

策基础上，每亩奖补 400元，再连续补助三年。

2018年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特色经济林

2261.94亩，补助金额 904776元。通过政策和

资金向贫困村、贫困户的倾斜，充分调动了他

们发展经济林产业种植的积极性。

同时，进一步强化生态保护扶贫，设立

公益性护林员岗位，优选优聘贫困户，在防

火紧要档期内（每年 11月 1日至次年 4月

30日），每人每月发放工资 600元。2018年

度，全市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选聘护林员

188名，护林员工资共计 676800元，已全部

发放到位，实现了“巡山”与“防火”并重，“护

林”与“脱贫”同步。

立足实际，助推林业经济发展。充分利

用荒山荒坡面积大，发展潜力深厚这一特

点，推广“公司 +基地 + 农户”的市场化运

作模式，由林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带动

贫困户种植优质高效经济林。2018年，全市

实现贫困村经济林种植面积 13000亩，建成

焦村镇靳村果桑基地、寄料镇桑树坪村中药

材扶贫基地等生态好、效益高、质量优的特

色林产品生产基地 8个，为贫困户提供务工

岗位 137个，务工收入 565958元；入股分红

97户，增收 66327元。为贫困户脱贫致富探

索出一条新路子，形成了经济林种植脱贫产

业长效机制。

科技引领，技术保障促脱贫。结合全市

贫困村特色经济林产业发展状况，根据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技术需求，市林业局多次组织

高级工程师、林业技术专家进村入园传授水

肥管理、修剪整形、病虫害防治等经济林丰

产栽培管理技术。同时，市林业局与科协、科

技局联合举办技术培训班 11期，受训人数

5600余人次，发放林业行业扶贫技术手册

15200本，张贴林业技术服务公示牌 55个、

林业行业扶贫板面 18块。通过对贫困户的

技术培训，使其掌握一技之长，更加增强了

他们发展经济林产业的信心，同时也为我市

经济林持续快速发展、林业行业扶贫提供强

大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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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绣产业园教学实训基地的设

立，标志着我校学子又多了一个技能展

示的平台；更是在我校与汝绣产业园之

间架设了一座桥梁，这对打造汝绣品

牌、提升产品科技含量都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日前，在市中等专业学校机绣

专业教学实训基地揭牌仪式上，该校校

长张亚婷介绍说，机绣教学实训基地的

揭牌，不仅为学生实习提供了平台，更

在人才培养、产品研发及项目建设等方

面加强了与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

园的合作，对于发挥双方优势，促进企

业产品质量、科研技术等方面提升具有

重要意义，是实施校企合作，走“产、学、

研”相结合新路子的新的探索。

如今，市中专机绣专业班级的 58名

学生，已经陆续到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

产业园的 16 家机绣企业进行跟岗实

习，在实习期间，机绣企业不但提供免

费食宿，学生还能领到一定的生活补

贴。

2014年底，我市主要领导在深入乡

镇走访时，了解到在浙江绍兴的柯桥

镇，集聚有汝州籍电脑机绣企业近 300

家，从业人员近 5 万人的情况后，结合

我市实际实施了筑巢引凤计划，市领导

“七下柯桥”亲情招商，并在汝南办事处

辖区规划建设了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

产业园，建设标准化厂房。2015年底，一

批批机绣企业顺利返乡。目前，园区已

入驻 160 余家机绣企业、1300 余条生产

线，开发就业岗位 2.5万个，产值突破

30亿元。

在全市大力擦亮汝绣这个地方名片

的同时，机绣企业也频繁出现了招工

难、招技术工更难的实际问题。市中专紧贴市委、市政府

大力发展机绣产业的思路，结合学校办学特点，在 2017

年开设了汝绣专业，两年来，共招收学生 135人。“在这里

学习的学生与直接进企业的孩子们不同，他们从机绣最

基础的知识去学习，基础扎实，创新能力强。”市中专机绣

专业教师张项兵说，机绣专业的学生不仅可以学到绣花

机的原理与维修、制版、电工基础等机绣相关的专业知

识，还可以到实训车间进行实践，毕业后他们不管是理论

能力和实践能力比直接进厂打工的孩子们上手快、工资

高。

张项兵说，市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实训基地的目的就

是通过校企合作，发挥企业技术装备优势和市中专的人

力资源与科技优势，为我市汝绣产业园的发展提供坚强

的人才保证，也是新形势下推进我市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完善我市高技能人才培养方式的重要举措。校企合作是

职业学校新时代的办学模式，对企业和学校的发展具有

深远意义。

据了解，为大力发展机绣产业，我市在市中专还投资

建设了汝绣理实一体化实训室。目前，该项目已通过设计

评审，正在推进中，建成后，将成为全国唯一的机绣专业

理实一体化实训室，实现职业教育的产学研创一体化。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扶贫路上”征文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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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6月 12日，

记者在汝州兴华面粉厂院里看到，一辆辆装满粮食的车

辆在排队等待。记者原以为是农民在排队卖粮，经了解

后得知，大家是到这里储存刚刚收获的小麦的。

“俺家今年种了 4.8 亩小麦，亩产 650 公斤，好收

成！”正在排队的关庙李村民刘伟伟告诉记者，过去家家

户户都用袋子或者大缸储存粮食，既占地方又容易受

潮，现在直接将收获的粮食送到兴华面粉厂，然后领取

一张“便民储粮卡”，什么时候吃面直接到面粉厂领取，

很方便。

家住七里村的张现国是第一次来存粮。他跟着大家

排好队伍，先将车辆过称，由员工检验小麦质量后开出

票据，再拿着收据去存粮。存完后他感慨道：“还怪简单

哩，现在就是方便啊！”

据了解，往面粉厂存 100斤小麦，可以领到 80斤面

粉，不用掏加工费，只是磨下的麸皮归面粉厂所有。麦收之

后忙存粮的现象如今越来越普遍，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增收

渠道增加了，把粮食存到面粉厂，即解决了农民储存粮食

的问题，可以随吃随取面粉，面粉厂也能够统筹安排生产，

开展多种经营，不失为一件双赢互利的好事情。

粮食存到面粉厂

随时可来领面粉

牛角岭最后一公里柏油路，通了！

近日，记者在蟒川镇牛角岭村看到，大型沥

青摊铺机正在铺设通往该村的最后一公里村村

通道路（图①）。

据了解，改造之前的牛角岭村村通公路已有

十年之久，水泥路面，破损严重，坑洼不平，一定

程度上制约着牛角岭及周边村的经济发展。本次

村村通改造项目长约 1300余米，投资约 120余

万元，路基宽 6米，沥青路宽 4米，厚 7公分，目

前已经铺设完毕（图②），后期还需进行排水沟、

护栏施工。在此之前，牛角岭村界至罗圈村一段

约 5公里长、8米宽的村村通柏油路已经投入使

用，极大地方便了山区老百姓出行。 耀辉 摄

小屯镇雷庄村贫困户耿景，一个普通、历经生活磨难

却从不气馁的农村老太太。耿大娘中年时，丈夫不幸得病

亡故，撇下了六个幼小的儿女，养活这一群孩子的重任就

落在了她一个瘦小妇女的肩上。那时候刚分开生产队不

久，每家每户都是单干，自家的难自家做，对于孩子众多，

而又缺犁少耙的耿大娘一家，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坚

强的耿大娘从不抱怨，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劳作，硬是靠

着几亩耕地，种菜种粮，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并且给几个

大的儿子都娶上媳妇成了家。

可上天总爱考验人。1997年，已经二十出头的三儿子

在一个小矿井打工时，因缆绳断裂不幸跌伤造成截瘫，架

着双拐才能艰难走动。黑心矿主一跑了事。这样，生活刚有

起色的耿大娘一家又陷入了贫困生活的深渊。但生活的压

力并没有使她屈服，反而更激起了她自小就养成的坚韧乐

观的品格。她农活干得更起劲了，除了耕种好自家的责任

田，还在河边荒地上硬是一锨一锨地开垦出一大片土地，

每年种些蔬菜、花生、红薯等，能多少增加点收入，贴补家

用。每当有人心疼地宽慰耿大娘时，她总是乐呵呵地说：人

嘛，弄到哪儿说到哪儿，只要能干动，就要干下去！俗话说，

小车不倒只管推。

这几年，国家有了精准扶贫政策，村里把耿大娘和她

残疾的儿子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乡里村里都为他们提

供资金，引进项目，帮助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营生，尽量

增加他们的收入。眼下，耿大娘一家人的生活比以前好

多了。

耿大娘已经 75岁了，但勤劳的她仍然每天下地劳作。

你瞧：大热天她还在松土翻地呢。乐呵呵的耿大娘还是那

句话：人嘛，只要能干动，就要干下去。干些活儿，身体也好

了，心里也舒坦！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苏俊峰

耿景：人老身不懒 家贫志更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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