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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王寨乡裴家村

的贫困户裴玉坤成了香饽饽，连续

两场的“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

谈会，他都成了会上的主角。

性格木讷的裴玉坤，在外人眼

里就是个“闷葫芦”，平时话很少的

他，咋会突然成了乡里的明星，被人

追捧呢？

今年 50岁的裴玉坤，是王寨乡

裴家村二组农民。前些年，没有一技

之长的他全靠种庄稼维持生计，妻

子身体不好，还要供家里的一双儿

女上学，生活异常窘迫，常常捉襟见

肘。

家里穷，自然矮人三分，裴玉坤

被生活压弯了腰，很少看见他露过

笑容，说话也没有底气，看到村里其

他人家的房子盖得漂亮大气，还都

买了小轿车，裴玉坤非常自卑，连和

村里人交往聊天也少了。2015年，裴

玉坤家被识别为贫困户。戴上这个

“帽子”以后，他更是脸上挂不住了，

平时出门也绕着走，怕见熟人朋友。

人穷志短，想发财的愿望有，可

寻找致富门路窄，裴玉坤是哑巴吃

黄连，有苦难言。头上有头发，谁愿

当秃子呢？可就是造化弄人，无论咋

折腾，就是摆脱不了这个“穷”字。眼

看步入天命之年了，孩子们也一天

天大起来，这日子该咋样过呢？

党的扶贫帮扶政策给裴玉坤带

来了曙光。2016年，随着精准扶贫工

作的全面展开，在王寨乡乡村干部

和驻村工作队的鼓励下，裴玉坤开

始从事蔬菜种植，他在裴家村南水

库边利用自家地开始种菜，又流转

贫困户一部分土地，栽种了 20余亩

的西红柿、洋葱、萝卜、白菜。

裴玉坤和爱人起早贪黑，连明

彻夜地干。为了照看好蔬菜，他在地

头打了个简易小窝棚。夏天酷热难

耐，蚊虫叮咬，他都坚持住在里面。

为了提高效益，他在上级金融扶贫

政策的支持下，使用了户贷户用小

额贷款。

功夫不负有心人，裴玉坤的实

干，有了回报。2017年他的家庭人均

纯收入是 5746.11 元，2018 年增长

到 9960.17 元 ，2019 年 已 经 到

32357.36元。“闷葫芦”裴玉坤不光

实现了脱贫，还实现了致富。

今年 7月份，在省派驻村第一

书记和乡村两级的支持下，裴玉坤

承包了村集体的 6 座蔬菜大棚，着

手种植反季节蔬菜和各种高品质瓜

果，向村集体缴纳了承包金，使用了

10余名贫困户到基地务工。

发展蔬菜种植这几年，裴玉坤

不光自己实现了脱贫，还带动身边

的贫困户一起脱贫。农田里用工多，

他经常喊着贫困户到地里干活，通

过务工增加收入。49岁的贫困户李

润、55岁的贫困户郭鹏等 11名贫困

户经常到地里帮忙，每天工资 40

元，已累计为贫困村民发放工资 4

万多元。

从入不敷出的贫困户，到脱贫

致富的带头人，仅仅四年的时间，裴

玉坤感慨万千，这一切都得益于党

的扶贫政策。裴玉坤有一肚子的话

想向外说，昔日的“闷葫芦”话语多

了，逢人就说：“党和政府给咱这么

好的政策，咱要铭记党恩，回报社

会，带动更多的贫困群众走上致富

路”。

受王寨乡党委、政府邀请，裴玉

坤走上“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

谈会的演讲台，他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和朴实的话语，赢了阵阵掌声。

随着“话脱贫、感党恩、谋发

展”恳谈活动的进一步深入，裴玉

坤的演讲季开始了，每次邀请，他

都欣然前往，“感谢党的好政策”，

成了这个闷葫芦的开场白，这发自

肺腑的一句话，总能引起场上场下

的共鸣……

融媒体中心记者 赵彦锋 郭延伟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黄耀辉 通讯员 马鹏亮） 11月 21日，

在位于蟒川镇牛角岭村南侧的河南伏牛

甘泉饮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个个纯净

水桶经过初洗、无菌车间 11道高压冲洗、

灌装经先进的饮用水处理设备净化的自

涌泉水、热封等工序，变成一桶桶甘洌的

纯净水，被运出大山，送往千家万户。正在

成品车间库摆放桶装水的贫困户王应高

兴地说：“现代化生产线的生产效率就是

高，一次能出 48桶水。在这里上班环境很

好，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

牛角岭村是省定深度贫困村。在脱贫

攻坚的好政策下，村里近年来修了公路、

通了自来水，发展了薄皮核桃种植、家畜

养殖、火车旅馆等扶贫产业项目，一度贫

困的牛角岭人正逐步摆脱贫困、过上红红

火火的好日子。

作为脱贫攻坚重点扶持项目的伏牛

甘泉饮品公司占地 2000余平方米，总投

资 700多万元，其中扶贫专项资金 100万

元，建设周期 1 年，以 193 米的深水井优

质水源为依托，共有两条生产线，分别为

12000瓶 /小时瓶装矿泉水和 10 吨 / 小

时桶装矿泉水生产线各 1条，年产值 900

万元。该公司集办公、研发、生产为一体，

生产车间按照食品工业卫生标准建设，生产过程严格执

行各项操作规范，全封闭无菌电脑自动化灌装生产线，保

证了产品质量的持续优质、稳定、安全。

“现在水厂刚刚投产，已安排了 3名贫困户就业，等

到全面生产配送后，可吸纳 20名贫困户，人均月收入

2000元左右。”该公司负责人常乐介绍，“除此之外，水厂

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分红 12.5万元。”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通讯员 张晓冰）“我想种植 10亩花椒

树，需要建围网、简易房，需要 3万元，一

直想贷款，但是找不到担保人。前几天，镇

扶贫办和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给

我贷了 2万元，3天就办好了，不仅不用

担保，还有财政贴息，这个政策真是太好

了！”近日，临汝镇东马庄村村民朱向朋说

起自己成功贷款的事情喜不自胜。

朱向朋是 2017 年精准识别的贫困

户，家中 4人，只有他一人有劳动能力，平

时外出务工养活全家。随着孩子一天天长

大，家庭开支越来越大。他一直想在不耽

搁务工的同时，再搞一些特色种植提高家

庭收入，但资金问题成了他最大的绊脚

石。如今，拿到贷款后，他开心地表示对未

来幸福生活充满了希望。

为持续巩固发展脱贫成果，加大对

剩余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临汝镇党委

政府加强与该镇农商银行合作，积极做

好贫困户与银行方对接工作。今年，通

过金融扶贫小额贷款，为全镇建档立卡

有劳动能力、有合适项目、有贷款意愿

的贫困户送上扶贫贷款。

目前，该镇已有 3户获贷 8万元，通

过扶贫小额贷款开展了种植和养殖项目，

预计将为每户实现增收 1万多元。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
者 于俊鸽 通讯员 马延

芳） 为切实推进“互联网 +科

普”新模式，助力脱贫攻坚，11

月 21日，市科协在蟒川镇牛角

岭村新建一处“科普 e站”，并

为该站配备一台电脑，彻底打

通基层科普传播的“最后一公

里”。

据介绍，“科普 e站”可以

实现热点新闻、服务信息的自

主发布，通过联网和对接，还可

以浏览阅读教育资讯、消防知

识、生活常识、健康养生等公益

资讯，向民众提供全面的、便捷

的、开放的服务项目，为群众的

学习、生活、娱乐开辟了新渠

道。

当天，市科协还把科普大

篷车开进蟒川镇牛角岭村，在

牛角岭党群服务中心前摆展

板，开展科普宣传活动；还先后

来到蟒川镇寺上村、蟒窝村，为村民

发放科普挂历、科普围裙、科普手提

袋等科普物品。据统计，活动当天，汝

州科协共发放挂历 500 多份、页历

1000 份、围裙 300 条、手提袋 300 多

个，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自 3 月份全市开展“学习强国”平台学

习以来，大峪镇认真组织，注册人数和学习

一直排在全市乡镇前列。但是 8 月份扶贫

省级考核开始后，大部分党员干部职工放

松了学习，致使学习排名开始下滑，10 月下

旬更是滑入全市后列。为了扭转落后局面，

镇党委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整改方案，全镇

每天通报各支部人均分值和参与率排名，

对连续 3 天后三名的支部书记进行约谈，

每周评选学习标兵，及时实施激励措施。同

时，连续 2 次召开“学习强国”平台学习推

进会，让各支部书记汇报本支部推进措施、

大会上晾晒自己的学习积分，红红脸、出出

汗。全镇迅速再掀“学习强国”平台学习新

高潮，出现了“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良好

趋势，全镇周日学习得分率排名连续保持

全市前 10 名。

“同志们，我们支部‘学习强国’平台学习

连续 3次排名全镇后三名，全镇通报。我们都

是年轻人、都是有知识的年轻人，与村支部老

党员、老同志多的支部相比，这是我们的优

势，但与人家的成绩相比，我们应该觉得汗

颜。前一段我们没有学好，责任在我，是我要

求不严，今后我们要高目标奋力直追，要求大

家每天都学满分，每人都要参与，希望我们支

部能够利用 3天时间，彻底告别后三名进入

全镇前三名。”大峪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郭延

涛 11月 1日在卫生院班前会议上对“学习强

国”学习进行再强调、再要求。

大峪镇卫生院支部再动员会召开后，11

月 3日该支部学习人均得分跃升至全镇第二

名，11月 5日该支部学习人均得分跃升至全

镇第一名，11月 6日该支部学习人均得分、参

与率均跃升至全镇第一名，每天参与率均在

80%以上，最高达 90%，人均最高分值 39.08，

至今，卫生院支部持续保持全镇排头兵。

“每天看到镇里‘学习强国’学习情况通

报，我们卫生院支部参与率和人均得分均

位居全镇第一，心里特别高兴，说明通过努

力，我们支部是能学习、会学习的，我们要

把‘学习强国’平台学习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抓牢抓好抓深入。”11月 22 日，郭延涛看了

镇里的通报后高兴地说。

“咱十岭村‘学习强国’平台学习人均分

值较高，连续保持全镇前五名，但是通过全镇

通报的参与率来看，我们村的党员干部参与

学习人员活跃度还不高，我们要是活跃度提

不上去，我们支部的排名肯定会落下。我建议

采取不定期‘亮家底’的方式，随机通知个人

发截图亮自己的学分，这样就可以知道谁参

与学习、谁没有参与学习，做到更好地督促。”

11月 10日，十岭村党支部书记王丰朝在党员

主题活动会议上倡议。

会后，该村支部书记王丰朝和学习管理

员高巧娜积极督促，自 11日起该村支部学习

人均得分持续保持全镇前三名，参与活跃率

均在全镇前五名，截至 11月 21日，该村支部

10000 分以上学员占总数三分之一以上，

11000分以上 6人。

“咱村党员多、注册人数多，但是我们不

能把人多作为得分低的原因，我们得分低最

主要的原因还是参与人数不够多。我们作为

党员，应该把学习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

持全员学习、每天学习，希望我们人数多、分

数也多。”大泉村村主任兼学习管理员李万仓

11月 15日在村党员大会上要求全体党员。

大泉村党支部学习强国平台学习，由于

人数较多，一直处于全镇中间行列，11月 14

日全镇排名中人均分值倒数第四、参与率倒

数第三，该村支部书记吴广新和学习管理员

李万仓立即商量方案，对全村党员进行学习

引导。随后，该支部 11月 16、17两日人均分

值排名进入第七、第八名，18至 21人均得分

排名连续位居全镇前五名，学员活跃度跃升

至 50%以上。

“我们村连续 3次全镇后五名，已经被镇

里连续通报批评，同样作为村级负责人，我脸

上挂不住，尤其是被镇里约谈，我觉得很丢

脸。不过，不能全怪大家，主要责任在我，今天

把大家聚到一起，重点再强调一下，希望大家

拿出干工作的激情，把学习搞上去，把得分提

上去，让咱村支部也长长脸，拜托大家了。”10

月 31日，王台村村主任何花生召集全村党员

督促“学习强国”平台学习工作。王台村党支

部在会后严格督促每一位党员干部学习，自

11月 3日起连续 4天排名全镇前五名。

“我们村党员多，学习排名靠后，连续几

天全镇后五名，自己想能点，把不学习的学员

全部踢出群，结果影响了全镇注册完成率，又

连续一周都被镇里点名通报批评。通过近一

周的努力，我们又把所有党员拉入群，而且我

们的得分也进入了全镇前 20名，再也没有被

通报过。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不论干啥工作

都不能投机取巧，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向

前。下一步，我们会更加积极主动去学习，争

取更靠前的名次。”11月 22日，班庄村党支部

书记樊小伟对镇学习强国管理员认真地说。

各支部你追我赶，镇总支更是每周评选

学习标兵，并给予学习标兵 10元、20元的电

话费奖励。目前，机关总支部党员万分以上的

有 20余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镇总支共奖

励总支学习标兵 320 余人次，奖励电话费

5900元，进一步激发了镇直党员干部职工的

学习积极性。

“‘学习强国’平台上线以来，不断升级完

善，如今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形式多样，可以

走着听书、听新闻，可以坐着答题、看视频，还

可以躺着听着音乐、戏曲进行工间小憩，越来

越方便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学习。下一步，全镇

要充分利用学习平台、工间时间，认真学习、

广泛学习，提升个人的政治信仰信念、提升个

人的政策理论水平、提升个人的业务能力和

综合素质，为全镇各项事业上台阶筑牢思想

理论基础。”镇党委书记张雅丽在镇总支学习

标兵表彰大会上勉励机关全体同志。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刘军严

蛮子洼村开展“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11月 22日，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魏学君到寄料镇蛮子洼村开展“话脱贫、

感党恩、谋发展”恳谈活动。会议听取村内产业发展、贫困户增

收以及今后发展思路展望，贫困户们争相发言，以自己亲身经

历感谢党的正确领导和国家的各项惠民政策。

我市召开“三散”治理推进
暨冬春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11月 24日，我

市“三散”治理推进暨冬春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召开。会

议对“三散”治理推进、冬春季大气污染防治及迎接上级检查

等工作作出部署，并就具体落实情况提出要求。市领导韩春

晓、李青岭、范响立、郑旭银、郭文源出席会议。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11月 22日，我

市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会上传达了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重要批示，并对全国安全

生产集中整治作出安排部署。市领导韩春晓、张平怀在我市分

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实况。

寺上村开展“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萍萍） 11月 22日，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春晓到蟒川镇寺上村开展“话脱贫、感

党恩、谋发展”恳谈活动。座谈会上，韩春晓详细询问了每一位

贫困户代表的家庭情况和目前的脱贫情况。

我市创建文明城市暨文明养犬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亚栋） 11月 23日，我

市创建文明城市暨文明养犬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宣读了《汝州

市养犬管理办法（草案）》，对我市文明养犬工作作出部署。市

领导范响立、杨辉星出席会议并提出要求。

徐庄村开展“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11月 22日，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洪献到寄料镇徐庄村开展“话脱贫、感党

恩、谋发展”恳谈活动。群众代表分别围绕贫困户家庭居住条

件改善、增收成效畅所欲言，从内心深处感恩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

青山后村开展“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11月 22日，市

领导刘军政到大峪镇青山后村开展“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

恳谈活动，贫困户代表就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家庭生产生

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谈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枣树庙村召开“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王俊杰） 11月 19日，

米庙镇枣树庙村召开“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会。会上解

读了脱贫攻坚发展规划，介绍了韩城花椒种植经验，脱贫先进

典型发言。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韩自敬出席座谈会。

我市召开全国城乡社区治理督查及农村
社区治理实验区创建工作联席会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小亚 通讯员 井奕杰）

11月 22日，我市召开全国城乡社区治理督查及农村社区治

理实验区创建工作联席会议，对当前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和

各单位职责分工作简要汇报。市领导赵三壮出席会议。

畜牧局在黄沟村开展系列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张旭阳）

11月 22日，市畜牧局在黄沟村召开高端技术人才下基层暨

养殖经验交流会。省派高端技术人才张科博士等为 51户贫困

户讲授了养殖经验，并组织召开贫困户先进事迹报告会。市领

导吕占洪出席活动。

邢窑村开展“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萍萍） 11月 22日，市领

导孙国正到大峪镇邢窑村开展“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

活动，村组干部及贫困户代表、群众代表、党员代表就邢窑村人

居环境、产业发展等方面发生的变化，畅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陵头镇召开“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于乐乐）
11月 21日，陵头镇召开“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活动

推进会。市领导史清秀出席会议并讲话。

高岭、同丰村召开“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萍萍） 11月 22日，市领

导杜江涛到大峪镇高岭村、同丰村召开“话脱贫、感党恩、谋发

展”恳谈会。现场大家畅所欲言，从内心深处感恩党和政府的

好政策。

省土肥站专家验收我市水肥一体化项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耿阿磊） 11月 18日，

省土肥站站长刘灿华，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省验收组组长林同

葆一行莅汝，对我市 2018年水肥一体化项目进行检查验收。

验收组一致同意通过验收。市领导杜江涛陪同。

杨沟村开展“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萍萍） 11月 22日，市领

导张延芳到蟒川镇杨沟村开展“话脱贫、感党恩、谋发展”恳谈

活动。鼓励大家要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激发内生动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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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协为牛角岭村新建一处“科普 e站”

大峪镇：各支部你追我赶 “学习强国”竞风流

群众参观展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