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
上级媒体看

4月 14日，笔者在小屯镇范湾村的集体经济项目食用菌种植基地中看到，工

作人员正在系绳子，这根绳子用于高温时往大棚里放水管降温用。食用菌种植基

地位于农业观光园规划区内，已流转土地 35亩，建成食用菌棚 30个，预计年产各

类食用菌 280吨，实现销售收入 330万元。2020年底可建成食用菌棚 100个，预计

产食用菌 1050吨，实现销售收入 1200万元。远期计划建设食用菌棚 1000个，全部

投产后预计年产食用菌 10500吨，实现销售收入 12000万元。

据了解，范湾村在 2018年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2019年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25万元。农业观光园计划投资 600万元，流转土地 200亩，种植各类水果 10000

株，配套建设特色农家乐 20座、停车场 2个以及休闲娱乐、公厕等

设施，以观光旅游、休闲娱乐、食用菌及水产类生产、餐饮购物等为

目标，把农业生产与旅游观光结合起来，为游客提供自在、自然、幽

静、野趣新奇的新型游乐空间。 牛莉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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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小亚） 4月 14日，“文化名家鹰城行”建言献

策暨集中创作活动走进汝州，平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岳杰勇带领 8名省内知

名文化和媒体专家学者及平顶山市委宣传部、平顶山日报社等人员莅汝考察。市委

副书记、市长刘鹏陪同。

考察团一行先后来到城市中央公园、滨河公园、汝河国家湿地公园、沙滩公园、

汝瓷小镇、中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张公巷窑址、青瓷博物馆、龙山花海、风穴寺等地参

观考察，听取我市文旅资源情况介绍。考察团成员对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自

然人文资源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予高度评价。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鹰城文化，提升鹰城对外形象，加大对平顶山文

旅资源的宣传推介力度，培育文旅特色品牌，推进文化旅游全域化建设。汝州作为活

动首站，随后专家们还将赴郏县、宝丰、新华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地考察。

市领导魏学君、张平怀、张永振一同参加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郭帅锋）“肉兔这两天是啥价钱？”
准备把自家这个月出笼的肉兔卖掉的脱贫户张栓柱正向养殖场上门收

兔的工作人员询问价格。得知兔子每斤 6元，张栓柱夫妇心里甭提有多

开心。

张栓柱是庙下镇湾子村村民，2017年因残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从

那时候起，如何帮助张栓柱尽快脱贫致富，便成为帮扶责任人思考的难

题。“万事开头难，虽说我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但我不会‘等靠要’，我一定

会想办法自力更生。”当听到张栓柱说以前养过兔，帮扶责任人孔志强为

他量身定制了养兔扶贫方案，又帮他联系到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办理手

续后，张栓柱拿到了贷款资金，随后购买了种兔和兔笼。说干就干，张栓

柱摸索前行，搞起了肉兔养殖。

人穷志不穷，张栓柱一心想要脱贫致富，不仅自己养肉兔，媳妇还通

过帮扶责任人介绍，当起了卫生保洁员，两口子还种了 3亩梨树，去年开

始挂果，剩余耕地种起了油菜，不仅能够收油菜籽，还能得到市里农业奖

补资金。儿子之前由于较为内向，一直闲居在家，通过帮扶责任人的不断

劝导，开始出去打工，打算这两年把媳妇娶到家。2018年底，张栓柱一家

生活上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符合脱贫条件，光荣脱贫。

张栓柱一家的脱贫之路，只是庙下镇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庙

下镇脱贫攻坚工作始终坚持扶贫先扶志，多措并举，对有劳动力的贫困

人员鼓励支持外出务工，并做好保障工作。在疫情期间，为确保贫困户能

够正常外出务工，庙下镇举办“发车仪式”，支持复工复产，并承包专车将

有务工需求的贫困人员送至务工地。对有创业需求的贫困户，庙下镇进

行小额贷款扶持，并联系相关商家，进行技术指导。目前庙下镇脱贫户 17

户中均有产业发展项目，有种兔养殖、苗圃培育、经济作物种植等。对有

耕地等资源但是没有劳动力的贫困户，以现代甘薯产业园为主导，大力

发展红薯种植，鼓励贫困户以土地入股，通过每年受益分红的模式，增加

收入。

“下一步，庙下镇将按照产业扶贫发展方案，着力提升‘三粉产业’带

贫能力，提高贫困户收入，最终实现贫困户全部脱贫，不落一人”，庙下镇

扶贫工作主管副职、副主任科员孔志强说。

因为工作关系，笔者经常到一些贫困村采访，与一些驻村第

一书记交谈时，时常听到他们感慨道：一个贫困户要想早日脱

贫，除了国家各种政策、资金的帮扶外，最主要的还是贫困户本

人要自强自立，这样内生动力，加上外在的帮扶，整个家庭就会

很快变了模样。

笔者以为，这些驻村第一书记的话不无道理。笔者在采访一

些脱贫致富的先进贫困户时，总会发现一个类似的情形：贫困户

致贫的原因各种各样，但脱贫致富的模式都有相似之处，一是贫

困村民本人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能够面对交通不便、土地贫

瘠、家庭缺乏劳动力等各类现实困难，想方设法去搞特色种植、

养殖，或者外出务工，努力改变现状；二是感恩党和政府的帮扶

措施，听话配合，积极响应驻村工作队的帮扶计划。

而同时笔者也看到，一些贫困户不能从自身反思致贫的原

因，存在严重的等、靠、要等不正确思想，一说到贫困原因，就把

它归结到生不逢时、没有优越地利条件、自身有各类疾病等客观

原因，埋怨政府给的钱少、分的房少、帮扶待遇不公平等等；而反

观自己家里院子不扫、屋里一片狼藉、自己衣衫不整，连一点脱

贫的志气都没有；政府好不容易联系一个产业扶贫项目，别的贫

困户都在积极发展，他却嫌脏嫌累嫌挣钱少而迟迟不愿加入。

古语说：人穷志不短。一个人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自

强自立，自暴自弃，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外因是靠内因起作用

的，缺乏内生动力，政府给再多的补贴，也会坐吃山空，何况政府

的帮扶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一直提倡扶贫与扶智扶志并行。为

防止部分贫困户出现精神“洼地”，陷入代际贫困恶性循环，在精

准扶贫过程中应当首在扶志，重在扶智。

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因此开展扶志工作难度更大，

帮扶干部需拿出更大的毅力和耐心。扶贫干部要俯下身子知民

忧，要充分深入群众当中，与他们交心谈心，知其所思、所想、所

需、所困，积极向他们宣传国家扶贫政策和脱贫先进典型，通过政策引导、榜样

示范及干部的鼓励带动，让他们转变思想观念，改变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激

起他们脱贫的主体意识和内生力量。

扎实开展智力扶贫，切断贫困代际传递。要加强技能培训，提高贫困户致

富能力。要认真开展教育扶贫，提高贫困人口素质，通

过优质教育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通过志智双扶，双管

齐下，共同发力，方能步入小康。

“文化名家鹰城行”建言献策
暨集中创作活动走进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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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书记、焦书记，现在都钻 120多

米了，还没有见到水，这眼井怕是白耽

误工夫了……”4月 11日上午，市农业

农村局驻米庙镇焦岭村第一书记、扶贫

工作队队长郑志强，焦岭村支部书记焦

顺国等人来到焦岭村宋窑自然村南

200米的机井钻探施工现场，焦岭村支

部副书记宋滴溜悄悄地把他俩拉到一

旁，不无担心地说出了自己的疑虑。

这几天，宋滴溜一直在施工现场盯

梢，每下钻多 1米，他的心情就异常兴

奋，同时他也会随之增添一分的焦虑。

他兴奋的是出水的几率会随着下钻而

增大，焦虑的是他害怕钻出一口枯

井。

焦岭村是米庙镇东北部的一个小

山村，全村 159户 516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 94户 320人，为省定深度贫困村。

该村位于官顶山山麓，是一个典型的深

山贫困村，该村山高坡陡，耕地大都位

于大于 25度的山坡坡面，农田干旱缺

水一直是该村致贫的主要原因。自

2016年以来，通过脱贫攻坚政策的落

实，该村住房、道路、安全饮水等基础设

施有了根本性显著变化，但由于焦岭属

于我市严重缺水区，虽然几年前，村里

多次“找水”，但是截至去年年底，焦岭

村农田灌溉用水仍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天气干旱严重的时候，好好的庄

稼和栽植多年的树木，说死就死。望着

快要收获的庄稼，村民们想哭的心都

有。”焦顺国说，由于干旱，庄稼产量低

且无保障，大多数村民都不愿意种地，

焦岭村很多土地都荒了。同时，由于焦

岭村位于山区，缺水严重，年轻姑娘大

都不愿意嫁到村里，一部分年轻人从父

辈们开始，纷纷入赘到山下有水的地

方。

“群众是多么希望能找到地下水

源，解决农田灌溉用水的问题。我们还

要继续寻找水源……”由于几十年来，

深受干旱缺水带来的影响和痛苦，时常

有群众向郑志强述说心中的无奈和隐

痛。望着群众期盼的眼神，郑志强、焦顺

国两位村里“当家人”暗暗下定决心：一

定要打出机井，解决焦岭村农田灌溉用

水问题。

疫情期间，阻挡了大多数人外出的

脚步，但焦岭村“找水”工作始终没有停

下。今年 3月份，经过多位水利专家现

场认真勘探、论证，终于在焦岭村宋窑

自然村南 200米处选定了钻探取水的

施工位置。位置确定住后，焦岭村“两

委”和驻村工作队立即向镇里和市里打

报告，最终，在各方积极努力争取下，焦

岭村农田灌溉打井项目获市有关部门

的审核批复。4月 8日，该项目正式开

工。

然而，工程进展到一半，让人担心

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4月 8日晚上，钻探深度达到了 60

米，还是没有要出水的意思，当时焦顺

国心里的压力非常大，他就想着再打两

天看看，如果再不出水，就考虑着换个

地方重新打。

80 米、100 米、120 米，4 月 11 日，

在大家的一再坚持下，这口机井已经下

钻到了 120米，仍然没有要出水的意

思。面对这一情况，焦顺国心里焦躁如

火，眼睛憋胀得通红。“不行算了，咱们

换个地方再打。”焦顺国说道。

“焦书记，咱这个项目是通过好几

位专家充分论证过的，我们应该相信专

家的意见。再说，施工方为这个项目从

8号下午到今天已日夜奋战了几十个

小时，挪挪地方，施工方花钱不说，他们

还要重新施工，施工人员太疲惫了，不

敢让他们再继续劳累了……”郑志强接

住焦顺国的话，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也同意郑书记的意见，我们这

里本身是严重缺水区，原来我们打井多

处都是 100多米不出水，换来换去，最

终也没有打出理想的井，再坚持坚持，

我们再把市里的水利专家们请来，再听

听他们的意见……”宋滴溜也说出了自

己的意见。

“焦书记，我同意郑书记和宋书记

意见。我来多时了，刚看到你们 3个聚

在一起，我就想着你们肯定有思想压

力，趁你们不注意，我悄悄地跟来了，你

们 3个人的谈话我也都听到了。越是在

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咬牙顶住，我们要

充分相信专家，我们再坚持坚持……”

焦顺国、郑志强、宋滴溜 3个人听到说

话声，一扭脸，才看到他们说的专家王

玉松正站在他们身后。

在形成最终意见后，焦顺国决定机

井继续钻探。于是，施工场地，一边是一

群施工人员紧张忙碌的身影，一边是四

张惴惴不安紧盯钻探设备期盼机井快

快出水的疲惫面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焦顺国、郑

志强、宋滴溜和王玉松 4人也在焦灼的

期盼中，感觉到分外的久远和漫长。

“快看，快看，出水了，焦书记，出水

了……”不知谁惊呼一声，然后看到周

围的人群迅速向机井出水的地方围拢。

时间定格在 4 月 11 日下午 5 点，150

米，焦岭村的这口机井终于出水了。

“出水了，终于出水了！”焦顺国和

在场的众人，看着略显浑浊的井水喷涌

而出，他们泪水瞬间崩了出来，欢呼声

和掌声久久不绝。这几天，压在焦顺国、

郑志强等人身上所有的困顿和不安，一

扫而空，此刻他们身上顿觉轻快了许

多。

“我们的庄稼再也不怕天气干旱

了，我们以后种啥都不用担心了……”

“以后我要多种植瓜果等经济价值高的

作物……”“感谢党，感谢国家，是扶贫

政策给我们这样的山区村解决了农田

灌溉的大难题……”焦岭村村民纷纷表

达着内心的喜悦和感恩。

“这眼机井每小时可出水 25吨以

上，这下井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我们

还要继续搞好机井的配套管网建设，要

修建提灌站，建蓄水池，要把这座井的

水引到每一块田地去，引到山上去。有

了水，我们的优质小杂粮、经济林和荒

山绿化工作就统统有了保障……”焦顺

国对焦岭村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顿

觉身上充满了力量。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通讯员 马艳君

平顶山日报讯 （记者 魏森元） 4月 13日上午，在汝州市汝南街道滨河社

区就业服务站大厅内，3名工人在一丝不苟地加工渔具配件。

“感谢就业服务站给我就近安排了工作，可以在家照看孩子和老人。”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社区滨河社区居民邢娟工作间隙开心地对记者说，她原是汝州市大峪

镇田窑村村民，因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她家去年 12月搬到滨河社区。在一家人

正为今后生活发愁时，就业服务站工作人员给她安排了加工渔具配件的活儿。

“3月 25日我才开始干活，现在还是生手，一天能挣 20多元。因为疫情，丈夫还

没有外出务工，不过就业服务站正在帮忙联系工作，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好起

来。”邢娟说。

“目前，就业服务站共引进两个来料加工项目，安排社区居民 30余人就业，还有

一个项目正在磋商。”滨河社区就业服务站负责人杨真真告诉记者，为帮助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居民增收，汝州市人社局创新思路，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

区成立就业服务站，建立企业用工信息台账、就业信息服务台账、集中培训台账，搭

建企业和村民之间的桥梁，帮助搬迁村民实现就业增收。

据杨真真介绍，目前该就业服务站通过引进来料加工项目安排村民务工、与汝

州市产业集聚区、机绣园企业合作安排搬迁村民就近就业和安排弱劳动力参加公益

性岗位实现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居民实现就业。同时，对安置社区居民进行

摸底排查，对有意愿的村民进行技能培训，使之掌握一技之长。

“我们将通过打造就业扶贫服务站，以强化就业服务为重点，让搬迁群众不出社

区就可以享受到最直接、有效的就业服务，助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进入‘快车道’。”汝

州市人社局局长李浏记说，目前，该局已在汝南街道滨河社区、骑领乡黄庄社区设立

就业服务站，随后还将在其他 13个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社区陆续设立就业扶贫服务站，

为搬迁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便捷的就业服

务，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汝州市确保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设立就业服务站 想法帮助找活干

焦 岭 村 打 井 记

庙下镇

扶贫先扶志，多措并举促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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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岭村村民正在铺设地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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