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杭高博） 8月

19日晚，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带领督查组，对全市餐饮经营场所

油烟净化设施运行、在建工地扬尘防治情况进行夜间检查，进一步

传导工作压力，全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督查组先后来到大时代烧烤、吴云召烧烤、杨帅军烧烤、青春大

院烧烤、汐漫小酒馆等餐饮业经营场所，通过现场查看生产经营过

程、餐饮业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情况，调阅油气回收设施清洗记录卡

等形式，对餐饮场所油烟净化工作进行详细检查。随后,督查组又来

到万盛公馆、凯德国际等在建项目工地，实地察看了工地扬尘防治

六个百分百、六个到位等要求落实情况，并重点对工地裸露黄土覆

盖、道路硬化清洁、出入车辆冲洗等工作进行了检查。

针对全市餐饮业经营场所，督查组要求规范运行油烟净化设

施，自觉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对在建项目工地，督查组指出要严格

落实扬尘防治各项工作制度，主动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进一步

提高工地污染防治工作标准。

据了解，市环境攻坚办将持续开展巡查检查，对发现的环境问

题严格交办督办，推动相关问题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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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5日上午，群山环抱的寄料镇桑树坪村，湛蓝的

天空飘着一朵朵棉花般的白云，初秋的山坳间一株株花椒

树上，一串串粉红色的花椒果随风晃动，传来一股股沁人

心脾的清香，2000余亩已经挂果的花椒即将成熟。看着眼

前的动人美景，市商务局驻村第一书记王明阳脸上露出了

丰收的喜悦：“5000多亩花椒有一半今年已经挂果，虽然

上半年比较旱，影响了花椒的收成，但花椒还未进入盛果

期今年的收成还算不错。”

从寄料镇顺着盘旋而上的山路往西南方向爬行 10公

里，就到了桑树坪村。说是村子，却很难见到人，1500多口

人，分散在 17个自然村。

尽管来之前已经想到桑树坪有多贫，但真实的状况还

是让王明阳大吃一惊：全村 31名党员，大部分都是贫困

户；385户村民，仅贫困户就有 111户 388人，占了将近三

分之一。

除了访贫问苦、帮助贫困户解决日常的生活困难外，

王明阳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引进脱贫产业，从根本上让贫困

户摘穷帽、走富路。

村里种植花椒已有五六年的历史。早在 2010年退耕

还林的时候就有村民开始种植花椒，但当时花椒种植品种

和种植技术尚不成熟，产量较低，种植比较分散，群众参与

积极性不高，一直无法形成规模。2014年，为开拓群众脱

贫致富渠道，桑树坪村支部书记王申通过招商引资，引进

河南绿鑫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流转了 3000余亩荒山

荒坡，带头发展花椒、中药材等特色种植。驻村工作队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决心以山区资源优势为依托，大力发展本

村的河南省绿鑫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鼓励村两委班子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头发展和扩大花椒主

导产业的种植规模。

贫困户胡军一直有种花椒树的想法，可苦于没有

资金，又不懂技术，村里像他这样的贫困村民还有很

多。王明阳与他一道想办法，利用村里的河南省绿鑫农

林科技有限公司和汝州市众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动

全村党员干部和贫困户发展花椒种植。他们多次到陕

西韩城考察花椒种植项目，采取“公司＋农户”的发展

模式，与 90 多户贫困户和 150 户农户签订合作协议，

由绿鑫公司统一提供树苗、统一提供有机肥、统一修建

生产道路、统一铺设水利设施、统一提供技术指导、统

一市场价收购，保姆式的扶持方式很快使村里的花椒

种植发展到 5000 余亩。

第一个项目的成功运作，使驻村工作队的干劲越来越

大。紧接着，总投资 2.27亿元、年出栏 12.5万头的河南华

扬农牧有限公司种猪和生猪养殖项目，目前已经开工建

设，现在每天有 30余名贫困村民在工地干活。“养猪场可

以吸纳 90户贫困户入股，每年每户的分红不低于 2000

元。”王明阳笑着说。

“不仅如此，我们还引进了河南佛祖山生态农业公司，

将出资 5000万元，合作开发桑树坪的佛祖山景点和发展

生态农业。现在，越来越觉得桑树坪是个大的财富宝库，在

这里越干越有劲！”王明阳笑着说。

市商务局电商科与阿里巴巴农村淘宝积极对接，在桑

树坪村设立了全市第一个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服务站，帮助

村民解决买卖难的问题。服务站开业的 4个月以来，平均

每月交易额达到 1.5万元左右，村民们生产的花椒、蜂蜜、

柴鸡蛋等足不出户就可以卖掉。

2018年 10月底，寄料镇区易地搬迁安置房主体和室

内装修完工。11月 15日，桑树坪村首批签订搬迁协议的

43户贫困户完成了摇号分房。2019年春节前，桑树坪村的

贫困户住进了崭新、幸福的新家。

“要不是工作队，我能发展 100亩花椒？这连想都不敢

想。按目前的生长情况，5年后花椒开始大面积挂果，保守

估计也有七八十万元的收入。”贫困户胡军说起驻村工作

队，总有说不完的感激话。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桑树坪村集体经济也在从无

到有、逐步增强。2017年底，由政府投资 353万元建设的

光伏发电项目，每年可以为村集体增收 5万元。2018年村

集体流转土地 350亩，种植了 2 万多株优质花椒树苗。

2019年村集体准备在花椒树下再发展 200亩的柴胡等中

草药种植，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村民们有了脱贫项目，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使得

桑树坪村开始华丽转身。2016年，新建文化设施游园和

戏台一处，安装了体育健身器材、82盏太阳能路灯，新建

310平方米的党员服务活动中心和 100 平方米的村级标

准化卫生室各一处；建设完成通往 4个自然村的 4.5公

里道路。2017年，新修建了 2万多平方米的户户通道路，

加宽了 1.9公里的入村主干道，又安装了 20盏太阳能路

灯。2018年，建成了一个投资约 200万元的农田灌溉项

目。

桑树坪村越变越美，村民们也越干越有劲、越活越

滋润。“经过三年来的不懈努力，桑树坪村终于实现了

全村脱贫摘帽。驻村工作队将继续团结和带领全村群众

以产业发展为主导，加大村集体经济发展力度，引导贫

困群众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贫困面貌，让乡亲

们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好日子。”王明阳一脸灿烂地告

诉记者。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记者手记
驻村第一书记王明阳在接受采访时说，他 2015年 12

月刚驻村时也是摸不着头绪，通过几个月的调查走访才理

清了工作思路。因此作为驻村干部，必须勤练“本领”，学深

悟透真本事。扶贫干部驻村帮扶、走村入户时，往往需要了
解和解决贫困户、贫困村的一些实际困难，涉及方方面面、
诸多政策以及知识内容，首先要把自己锤炼成为一名懂扶
贫、会帮扶、专业化、全能型的扶贫干部。

扶贫干部要始终做到“心中有责”，不做“过客”，不走
“过场”；要勇于担当、勇挑重担、锤炼意志，多想办法、多做
实事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陵头镇朱沟村省派第一书记王红军说过这样一句
话：脚下粘有多少泥土，心底就沉淀多少真情。扶贫干部

要强化宗旨意识，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坚持将党的政策

带到脱贫攻坚一线，经常性地到困难群众家中唠家常，时

刻将群众的冷暖记在心上，切实以利于民，惠及贫困群

众，把工作做到群众心里去，不断提高脱贫质量，增强群

众获得感，实实在在地真扶贫、扶真贫。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通讯员 张凯） 易地搬迁、产业扶贫是关

系到贫困群众能否搬得出，迁得动，留得

住，过得好的关键环节。为了让贫困群众早

日脱贫，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立足实际，注重发挥土地利用规

划的引领作用，帮助和指导贫困村做好土

地利用规划，全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项目和扶贫项目的用地保障工作。

我市成立了由一名副县级领导任组

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领导任第一

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国土行

业扶贫项目用地保障领导小组，全面协调

解决扶贫项目用地保障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形成了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

抓的工作格局，为做好扶贫工作提供了坚

强的组织保障。

同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国土

资源系统关于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有关文

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出台了《汝州

市国土行业扶贫建设项目用地保障工作实

施方案》，开辟绿色通道，实行部门联动，加

快办理扶贫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报批工作，

全力做好涉贫项目用地保障。

2017年，我市确定了 15个扶贫易地搬

迁项目安置区，为尽快完成安置区用地的选

址测量和报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抽调骨

干力量，协助市扶贫办和相关乡镇，对 15个

扶贫搬迁项目安置区进行勘测定界，测量安

置规模 1246亩。可是，由于上一轮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均放在了中心城区

和产业聚集区，乡镇几乎没有允建区可供选

择，我市的 15个安置区中有 13个不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这可愁坏了国土行业扶贫

项目用地保障领导小组的一班人。

为破解难题，推动工作，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结合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将不符合规划的扶贫搬迁安置区项目涉及

的基本农田全部调出，并布置了城镇、工矿

用地指标。与此同时，还组织有关人员加快

安置区用地报批进度，截至目前，15个安置

区用地全部获省政府批复，批复面积 1164

亩。

在做好贫困群众易地搬迁的同时，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还及时对群众搬迁后的

旧房进行拆除复垦。

贫困群众能否稳定脱贫，最直接、最有

效的途径就是发展产业。在扶贫产业发展

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谋划光伏发

电、扶贫车间、畜牧养殖等扶贫搬迁后产业

扶贫项目的规划选址和用地保障。与市扶

贫办对接，确定了 2017年、2018年光发电

项目 60个，扶贫车间 19个，畜牧养殖项目

1个。针对已确定的扶贫项目，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根据行业政策，会同市扶贫办、工

信、畜牧等单位，深入各个乡镇和企业，现

场勘测定界，上图比对，根据不同情况，灵

活运用政策加快项目用地审批，最大限度

保证易地扶贫搬迁、光伏发电等项目建设

的顺利开展。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纯牛奶可分为高温

奶和低温奶，低温奶就是巴氏杀菌奶，2—6℃

冷藏保存 7天；高温奶又称常温奶，保质期在

6个月左右。巴氏鲜奶 85℃低温杀菌，最大限

度地保全牛奶中的活性生命物质和天然营

养；常温奶 135—150℃超高温灭菌，灭活了牛

奶中的活性生命物质和天然营养。”8 月 20

日，市亿鑫源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留占在

谈及高温奶和低温奶的区别时，感慨道：牛奶

杀菌的基本原则是能将病原菌杀死即可，温

度太高会让牛奶中的营养物质损失很多，因

此他们公司在做牛奶时，宁愿选择更费事、更

费工的巴氏鲜奶。

肖留占说，牛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理

想、最接近母乳的天然食品，市亿鑫源牧业有

限公司自 2007年 7月成立之初，就一直秉承

把最放心、最安全的食品提供给广大消费者，

当他看到一桶桶牛奶被做成营养价值丢失严

重的常温奶时，他的心就像被刀绞了一样。因

此，在 2017年，公司筹资 200万元，引进了先

进的巴氏奶生产线，采用国际统用、科学的低

温巴氏杀菌工艺，标准化的储奶、净乳、均质、

杀菌、灌装、冷藏流程。以及完善的全冷链物

流配送和严格的原料奶、成品奶质量检验控

制措施。不但实现了让汝州市民喝上最具营

养价值的优质巴氏鲜奶，也实现了亿鑫源巴

氏鲜奶“晨挤早加工，饮用在当天”的初衷。

在技术管理水平方面，公司引进了利拉

伐挤奶机、斯达特 TMR、意美特撒料车、全棚

标准化卧床、喷淋风扇卷帘等先进设备。采用

了 DHI和伊利的牧场管理软件，安装了牧场

全覆盖的视频监控系统，严格生产管控，确保

生产出的生鲜乳高于国家标准。公司从饲草

饲料使用到每班次牛奶的质量，均有程序化

标准化的检测流程，确保了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如今，市亿鑫源牧业有限公司现存栏荷斯坦奶牛 600头，每年

生产生鲜牛乳 6000余吨，向社会提供优质犊牛 500余头，年加工全

株青贮饲料 1万余吨，年生产销售有机肥 3万余吨。尤其是在 2017

年底，公司资产规模已达 10148.5万元，销售收入 9836.7万元，实现

利润 859.6万元。近年来，公司还先后被评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

企业、学生饮用奶奶源基地、“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企业和省畜牧行

业高质量发展典范企业。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香满寄料桑树坪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做好项目用地保障 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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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在采摘花椒

8月 19日下午，市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志愿服务队来到汝河

沙滩公园进行文明劝导。

志愿者在开展文明劝导过程中与一位公园内的保洁人员沟通

了解到：保洁频次和工作量随着人流量的增大不断加强，但是整治

效果并不明显。环境的提升除了实施综合治理外，更需要广大市民

摒弃不文明行为，提高讲文明、守秩序的意识。 金晓刚 摄

市环境攻坚办

夜查餐饮业油烟及工地扬尘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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