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7日，我市知

名画家武根柱对焦梦

怡进行美术专业辅

导。

焦梦怡是蟒川镇

娘庙村高二学生，自

小喜欢画画，一直想

参加艺术生考试的她

由于家庭贫困，一直

缺乏系统有效的科学

指导和训练，又马上

面临着艺术专业考

试，为此全家人一直

闷闷不乐。市煤炭局

分包该贫困户的帮扶

人李学军在得知此情

况后，辗转与知名画

家武根柱取得联系。

武根柱当即决定每周

抽出业余时间免费对

焦梦怡进行两次美术

专业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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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击有组织地从事“黄赌毒”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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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

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

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

系社会和谐稳定。

从“房住不炒”定位到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从住房保

障到供应体系建设，从易地搬迁扶贫到棚户区改造……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百姓安居冷暖，始终把

“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全

面部署、躬身推进。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社记者在回访中看到

百姓“梦圆安居”的一张张笑脸，看到他们正在从“新”出发，

用双手、用辛勤的劳动创造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故事一】
“靠天吃饭”的土族人搬新家置新业

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五十镇班彦村，55岁的吕有金正翻看家里电热炕上几大

桶酒糟的发酵情况。

吕有金家七八间房，盖得颇为讲究，主房梁檐全部采用

当地流行的木雕油漆工艺。2016年底搬进新居后，他拾起

家传酩馏酒酿造手艺，办起了酿酒家庭作坊。

厨房煮着酿酒的青稞，主房摆着十几坛酿好的酒。窗外，

四分地的院子，外墙绘着土族崇尚的彩虹图案，分外醒目。

时光倒流至 2016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班彦村考

察。他走进村民新居察看面积、结构、建筑质量，同监理新居

建设的村民们交流。吕有金清晰地记得，那天，总书记同一

家人围坐一起，看反映乡亲们过去居住的旧村状况的视频。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易地搬迁前，吕有金住在青藏

高原六盘山连片特困区的脑山地区。吃窖水，走山路，7公

里陡峭崎岖的土路把他和乡亲们祖祖辈辈困顿在山里。

“党和政府就是要特别关心你们这样的困难群众，通过

移民搬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吕有

金的心暖暖的。

好日子真的来了！吕有金开办家庭酿酒作坊的第一年

就赚了 3万元。

“安顿下来后，生产要搞上去，生活要自立。”吕有金告

诉记者，不能忘记总书记的嘱托，不能在发展上再落后。“脱

贫‘摘帽’了，腰杆一下硬了！”

新村充满新气象，通了天然气，接了自来水，汽车可以

开到家门口。居住区和养殖区隔离建设，每家每户修了水厕、排水管网，村里建了

一座日处理能力 100吨的污水处理站，污水不再横流、垃圾不再乱倒。

“这个季节生意是淡季。闲下来，我就带孙女。”记者顺着吕有金手指的方向看

去，孙女卧室炕上放着书，炕旁搁着小书桌。“从家里到村里小学，走路不到 10分

钟，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记者手记

“住有所居”既是承诺，也是责任。住房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关系着千家万户

的基本生活保障。

“安居”是“乐业”之本。“挪穷窝”“拔穷根”，开对方子、找准路子。针对特殊地

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从根本上改变深度贫困地区困难群众的居住和生产条件，

辅以教育、培训、产业指导，才能帮助贫困人口真正摆脱贫困，在致富奔小康的路

上同全国人民一起奔跑。

【故事二】
“有里儿有面儿”胡同讲述老北京“新乡愁”

老砖老楼，灰墙青瓦，北京南锣鼓巷片区雨儿胡同里，燕子不时掠过头顶，飞

回老房子屋檐下的燕巢里。

站在胡同西口的玉河边上远眺，绿树成荫、水穿街巷的美景，让住在这里数十

年的 68岁居民李伏生阿姨怎么也看不够。

曾经，这里的许多院落都是大杂院。“那时候胡同真是破败，水电设施跟不上，

厕所条件不好。”李伏生回忆道，“又杂又乱的胡同，光开墙打洞的小卖部、餐馆、冷

饮店就有七八家。”

五年前，雨儿胡同的 29号院和 30号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这里，看望老街坊，听取大家对老城区改造的想法。

五年间，随着修缮整治的进行，雨儿胡同一天一个样。在总书记曾经探访的雨

儿胡同 30号院，存在多年的违建已拆除，地面辟出了绿地，宽敞的院落恢复了青

砖灰瓦、红门、绿格窗的古朴样貌。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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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9日，在庙下镇文寨村的甘薯

种植基地里，一片片甘薯叶子像绿色

的地毯一样铺展开来。农民赵晓辉说，

他家的甘薯有几个品种已经可以收

了，随着他翻动田垄，一个个金黄水

嫩、大小均匀的甘薯探出头来，看着眼

前的景象，他黑黝黝的脸上露出了庄

稼人的喜悦。

由于特殊的土质，庙下镇生产的

甘薯色泽鲜艳、口感甘甜，深受消费者

青睐，再加上庙下镇历来有三粉之乡

的称号，甘薯是生产三粉的主要来源，

因此村民们大都围着甘薯做文章，并

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种”“产”“销”为一

体的甘薯产业链条。在东都实业有限

公司加工车间，工人们熟练地给粉条

称重、打捆、包装。“现在还不是最忙的

时候，冬天我们这里的传统手工粉条

作坊内，热气升腾，工人们围在一起加

工甘薯粉条，也是一道风景。”企业负

责人说。

产业因聚而强，近年来，我市围绕

高效种养业、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依

托庙下镇甘薯加工销售基地，加大资

源整合力度，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初步

形成了机制完善、要素集聚、产业链完

整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主导产业优势突出。园区内甘薯

种植面积 5.3万亩，占园区总耕地面积

的 32.7%，占全市甘薯种植面积达

79.1%。现有甘薯专业加工村 9个，加工

企业 73家，其中规模以上的加工企业

5家，是河南省最大的甘薯加工基地和

产品集散地，甘薯加工产品（粉面、粉

条、粉皮）年产量 18万吨，2018年实现

甘薯产业产值 23.86亿元，占产业园总

产值的 57.8%。

建设水平区域领先。在种植方面，

以 176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0 个家庭

农场为依托，强化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应用，甘薯良种普及率达 100%。在加工

方面，所有加工企业全部使用天然气，

污水全部并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并达

标排放。同时，引入冷藏速冻等先进设

备，加强与省农科院、河南工业大学等

科研院校合作，投入技术研发资金 1.4

亿元，开发甘薯产品 53个。在销售方

面，加强甘薯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强化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所有企业实

现了订单销售，其中东都实业的其家

昌、乡思实业的乡思等系列甘薯产品，

进入丹尼斯等大型商超连锁企业，并

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

规划布局科学合理。围绕打造规

模化甘薯种植及初加工示范基地，中

国最大的甘薯生产和集散中心、一二

三产业融合和乡村振兴示范样板，结

合汝州市“十三五”发展规划、城乡建

设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聘

请省农科院科学编制《汝州市甘薯现

代农业产业园规划》，规划园区总面积

261.65平方公里，涉及 3个乡镇（庙下

镇、夏店镇和陵头镇），确定了“一核、

一带、两基地”的产业布局，“一核”即

甘薯加工生产核心区，“一带”即甘薯

规模化种植产业带，“两基地”即甘薯

保鲜制粉基地、甘薯高产栽培示范基

地，统筹布局甘薯育苗、种植、加工、研

发、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等板块，提升

园区建设科学化水平。

联农带农作用显著。产业园通过

发展订单农业、托管经营、土地流转、

吸纳务工、发展创业等方式，让群众获

得种植、入股分红、企业务工、经营等

收入。同时，带动包装、运输、电子商务

等产业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汝

州市农业开发公司等国有公司入驻，

把国有公司、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村集体、农民连成一个共同体，初

步形成了村企联合、产业连片、基地连

户、股份连心、责任连体的“五连模

式”。目前，带动就业人数 9036人，园区

内人均可支配收入 19752元，高于我市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

组织管理健全完善。成立了汝州市

甘薯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领导小组，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园区建

设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先后出台了

《关于发展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的指导

意见》《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意见》等，在用地保障、财政扶持、

科技创新应用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

成立了汝州市庙下甘薯协会，发挥行业

自律、自治，在品牌创建，保证产品质

量，抵御市场风险，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我市甘薯

产业园区规范健康发展。

重点项目支撑有力。2015年前后，

甘薯产业园区内 170余家淀粉加工企

业因污染问题，被关停取缔，一方面导

致甘薯种植面积由原来的 15万亩缩减

至 5万亩。另一方面粉条、粉皮等产品

加工企业原材料供应不足，只能从山

东、河北等地购进，成本压力过大，部

分企业退出市场，而另一些企业使用

木薯粉替代，产品品质较低，制约产业

园健康发展。针对这一实际，按照找差

距、补短板、扬优势的工作思路，围绕

构建绿色安全优质甘薯生产体系、绿

色农产品加工体系、专业市场物流体

系、现代科技创新体系、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体系、产业支撑服务体系“六大

体系”，谋划建设甘薯脱毒研发中心、甘

薯保鲜仓储物流中心、甘薯淀粉加工基

地等 21类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 21.78

亿元，其中财政资金 3000万元，主要用

于新建年产 5万吨的甘薯淀粉加工企

业和建设 200亩甘薯育苗基地。甘薯淀

粉加工一期工程设计加工能力 1万吨，

计划投资 5200 万元，投入财政资金

2600万元，重点支持加工设备购置和生

产污水治理等；甘薯育苗项目计划投资

400万元，预计生产优质薯苗 3亿株，

带动甘薯种植达 10万亩以上。

以农业产业为基础、以文化为灵

魂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园正

在带动乡亲们走好乡村振兴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我们果园每次施肥、田间管理、采摘时都会在

微信上晒一晒，发布生态林果的生长管理情况，请大

家全程监督。等果品熟了，游客还可根据微信公告前

来采摘。”在纸坊镇赵西村“北大荒”农业合作社，村

民牛崇渊边翻看手机边介绍，目前从微信、网店预订

他家鲜桃的顾客越来越多，

产品卖不出去，是农民最担心的问题，如今在广

大乡村，把互联网与绿色农产品实物营销相结合，已

成为种植户们的新选择。通过电商交易平台和物流

链，农村小市场与外面大世界有效连接，他们利用

QQ、微信等多种平台，让生态绿色的优质农产品搭

上网络快车。从田间地头到电商平台的生产销售新

模式将更多利润留给蔬果种植户，为广大农民在“互

联网 +”时代大展宏图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市乡村相关部门的政策引导及乡村电商

服务全覆盖的推进，形成广泛的可共享的资源，使勇

敢尝试网络订单式销售的种植户们从单个探路者聚

合在一起，也让自立自为意识释放出强大的动能。乡

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种单向的资源

流动。随着城乡越来越频繁的互动，广大农民平等参

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已是大势所趋。

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既是乡村振兴的一种路径，也

是结果，广大农村、农民，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越来

越多的市场体验，克服了时

间和空间上的障碍，乡村特

产搭乘互联网快车更可大显

身手。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丹涛） 近日，市城管局为进

一步了解贫困户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想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架起了干群连心桥。

入户走访摸实情。258名帮扶责任人

利用周末时间到分包贫困户（含已脱贫

户）家中调查走访，了解近期贫困户生产

生活状况、收入来源、人口状况等相关情

况，调查贫困户是否享受到了扶贫项目红

利，核实贫困户是否认可自身脱贫现状。

情真意切办实事。和群众拉家常、详

细记录群众的诉求、反映的问题、提出的

意见建议，能解决的问题现场即办、限期

办结，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反馈上报，并

把这些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大走访”的落

脚点。面对贫困户屋内和庭院脏乱差的现

状，城管局职工帮助困难户打扫屋内屋外

卫生，整理摆放好物品，力争困难户屋内

物品整洁有序，屋外干净清爽。

出谋划策求实效。做好政策宣讲，从

医疗、教育到贷款、补贴等方面向贫困户

解释、宣传扶贫各项惠民便民政策，让每

户群众都树立起了脱贫致富的信心。帮助

筹建村扶贫车间，实现了村贫困户及周边

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利用“爱心超市”激发

脱贫内生动力。

“邓大姐，市人民医院脑外科医生来

给你更换胃管、尿管了，这下咱可得配合

好。”帮扶邓妮家的骑岭乡扶贫工作人员

说。

8月 9日，刚下夜班的市人民医院外

科三病区介入科副主任郭从延接到骑岭

乡扶贫工作人员的求助电话，说邓妮不让

乡卫生院的医生进家，点名要市人民医院

三病区医护人员来给其更换胃管、尿管，

说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该院医护人员免费

上门为其更换，只信任他们。

第二天上午，郭从延和护士长姚润

果，主管护士范亚琼等一行 4 人带着治

疗器材，驱车来到马庙东沟村邓妮家

中。顾不得喝口水，郭从延立刻给病人

做检查，两位护士用轻巧娴熟的手法为

老人插好胃管，细心检查了胃管的留置

情况。

“自从 6年前因脑出血、脑积水在市

人民医院住院后，人家郭主任就把我们当

亲人般对待，因卧床不能行动，一到换管

时间，郭医生、赵护士长就会免费到家里

帮忙换。”邓妮老伴说，这一帮就是 6年，

实在令他们一家人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胃管就是患者的嘴巴，等着吃饭的。

他们出门不方便，能帮就帮一把，就算再

忙，只要他们一个电话，我就想办法抽时间

把老人的胃管给换上。”郭从延表示今后还

会继续义务上门帮老人。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侯晓蕾

汝州：小甘薯做成大产业

乡村特产借“网”走红“钱”景好
□刚鑫雨

患 者 有 需 要 服 务 送 到 家
市人民医院医生连续 6年为邓妮上门服务

城管局实心实意帮扶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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