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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博察看长势喜人的有机葡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少甫 通

讯员 吴磊） 近期，市人社局对市“万人助万

企”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 5项企业反馈
问题，专门召开交办问题调度会，对问题逐一进

行研究分析，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科室，签订问

题化解承诺书，成立专项工作组，深入企业详细

了解问题，制订切实可行的问题化解工作方案，

得到了企业的一致好评。

专项工作组先后到河南仁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河南锦之鑫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天瑞中州

饭店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开展调研走访，现场

与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工人座谈，听取企业在用

工需求、人才引进等方面的诉求，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特点，与企业负责人商定问题化解

方案。针对河南锦之鑫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反映企业用工缺口大、河南仁华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反映企业招工难等问题，

专项工作组登记用工年龄、学历技术要求等，建

立用工台账，通过政务网站、汝州在线、微信客

户端等为企业发布招聘信息，在市民之家为企

业设立专项招聘窗口，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解

决招聘难题。同时，指导企业调整薪酬政策，畅

通内部晋升渠道，为一线工人创造宽松的工作

环境，彻底破解招工用工难题。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深挖制约企业发展的

政策性、机制性、普遍性的堵点痛点问题，全力

做好人社惠企政策落实，高度重视企业在招才

用工、技能培训、社保缴纳、劳动保障等人社服

务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力做好为企业服

务工作。

对照清单明责任 入企走访听诉求

市人社局全面化解企业反馈问题

盛夏时节，万物葱茏。7月 28日下午，位于汝州市紫云路街道党屯村的汝蓝庄园
葡萄种植大棚里绿蔓繁茂，清香四溢，“阳光玫瑰”“夏黑”等优质品种的葡萄挂满了枝

头，工人们分工协作，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的葡萄串又大又圆，真是稀罕人呀！”正在修剪葡萄架的汝蓝庄园总经理王

毅博闻声望去，只见工人于桂芝拿着刚摘下来的一大串晶莹剔透、浑圆饱满的“阳光

玫瑰”喜不自胜。

今年 30岁的王毅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于英国纽约新学院大学，曾在北
京新东方学校任 GRE讲师。受父母经营饭店的影响，他认为一定要选用好的食材才
能烹饪出好菜肴，而好的食材必然是纯天然、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2017年回到
家乡后，王毅博没有去父母经营的饭店帮忙，而是一头扎到父母创立的汝蓝庄园里，

和技术员、工人一道，起早贪黑，干起了农活。

短短的数月间，从小没做过农活的王毅博，双手磨出了茧子，手臂粗了一圈，人也

变黑了许多，换来的则是显而易见的成熟和坚毅，还有对传统种植模式的不满足，和

对有机农业种植的期待。“有机农产品是纯天然、无污染、安全营养的食品，必须对产

品实行‘从土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生产最为严格，生产方式也最环保，也决定了

有机产品的市场价值更高于绿色农产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王毅博说。

既然有想法，就要付诸行动。四年多的时间里，王毅博查阅了许多国际领先有机

农业种植技术资料，还多次到省农科院学习，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到庄园指导，改良土地品质，优化

种植模式，引进优质品种，逐步走向有机农业种植道路，汝蓝庄园也被确定为省“四优四化”种植

示范基地。

“普通种植模式一亩地能种植 100多棵葡萄，追求的是量，而我们一亩地只种植 25棵，每棵
葡萄严格修剪后，仅保留 80串果实。虽然亩产只有 2500斤左右，但葡萄有充足的生长空间和绿色
自然的养分，果味浓、口感好，品质能得到保障。市场售价最低每斤 40元，仍然供不应求，效益远远
超过普通种植模式。同时，我们的番茄、黄瓜等有机蔬菜品牌在汝州设有直营超市，满足了汝州人民

对有机蔬菜的需求，将来我们的有机农产品会销往周边县市，甚至在全省都要叫响。”王毅博对未来

充满信心。

走在翠绿清新的葡萄架下，身上荡漾着阳光透进来的斑驳光影，王毅博轻松地讲述着有

机葡萄给他带来的获得感，炯炯有神的双眼中满是对美好前景的向往。

汝蓝庄园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王毅博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每年春节都会为环卫工人发

放一份有机蔬菜大礼包，还吸纳了数十名附近村民就业。

今年 49岁的于桂芝是紫云路街道党屯村村民，之前在南方城市打工的她，工资待遇虽然不
错，但每天工作时间长，生活习惯不适应，还要饱受远离家乡的思念之苦。三年前，她来到汝蓝庄

园工作。“活儿也不是很累，也不耽误照看孩子们，每天收入 70元，足够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
支。在这儿干感觉很好！”葡萄园里，于桂芝一边把分拣出来的葡萄装袋，一边微笑着说。

“来庄园工作的村民们都很勤劳，庄园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付出。街道办事处对庄园的建设发

展也很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协调处理了土地流转等问题，让我们能够一门心思干实事、谋发展。”

王毅博说，汝蓝庄园目前已经建设的有机农业模块面积为 320亩，接下来还要建设 120亩的田园文
旅版块和 240亩的三产融合有机农业产业园，打造有机农产品集市、有机蔬菜种植体验区、森林探
险公园、汝蓝山观景台、小型动物园、田园主题婚礼酒店、有机生态餐厅、多咪民宿、国际酒庄、智慧

养老社区等，将庄园建设成为一家集高科技有机农业生产与展示、特色有机农产品深加工与品牌打

造、现代化生态休闲旅游建设为一体的有机农业产业园，采用“政府主导 + 龙头企业 + 基地 + 示范
户 + 家庭农场 + 种植大户”发展模式，带动周边村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这是王毅博的梦想。

朴实的言语，真诚的交流，坚定的信念，展示了王毅博对于有机农业种植不懈努力的执着态

度和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乡村振兴的阳光大道上，王毅博和他的汝蓝庄园正步履铿锵，勇往直

前。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于俊鸽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

我最多感动……”

暴雨来袭，洪水肆虐，在这场洪灾面前，我们

看到了全市各地抗洪救灾工作的有序开展，看到

了受灾群众的守望相助，也看到了每一个支援者

的手足之情。在这场抗洪救灾中，涌现了一批平凡

英雄，他们坚守抗洪一线，英勇而不懈怠，他们当

中有共产党员、有乡镇干部、有受灾群众自己……

危急关头，大峪镇党委书记张雅丽靠前指

挥、冲在一线，在洪水中营救村民。寄料镇政府

和村干部们不顾自己安全，在洪水中及时提醒

村民撤离。广大环卫工人第一时间清理道路积

水，清理下水井口周边的树枝杂物等垃圾，及时

疏通，防止堵塞，开展城市环境卫生消杀作业。

市公交集团以雨为令，班子成员靠前指挥，现场

调度，确保汛期我市公交线路运营安全有序进

行。骑岭乡王堂村涵

洞出现大量积水，道

路不通，党员王强伟

在排洪同时，将过往老人、小孩一一背过涵洞，

保障群众安全。寄料镇炉沟村村委员胡京朝、党

员宋占营在洪水中连救四人，胡京朝被洪水冲

走多处受伤……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抗洪中上演“生死

时速”，始终将人民放在中心位置。他们闻“汛”而

动，逆向而行，昼夜坚守，靠前指挥，认真化解各类

危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将迅猛洪水造成的损害

减少到最低，谱写了一曲曲防汛救灾的壮歌。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越是险情当前，

就越需刻不容缓，全力以赴。关键时刻，我们在

洪灾面前没有退缩，有全市各级各部门积极投

身抗洪，有广大党员干部紧急救援，还有众多爱

心企业的社会担当，一系列的抗洪行动最大限

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沧海横

流，方显英雄本色。洪水袭来，责任不沉没。灾害

面前，最见力量，也最见人心。

在突发的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全市救灾

工作的有序有效，看到了灾区人民的守望相助，

也看到了每一个支援灾区人民的手足之情。在

这次洪灾中，正是这些平凡英雄与受灾群众携

手同心，守望相助。受灾轻的帮助较重的，年轻

的帮助老人和孩子……洪水冲毁了他们的家园

和村庄，但冲不垮他们的精神和意志。

英雄从未消失过，一直伴我们左右。可以

说，在这次抗洪救灾中，默默献力，不求索取的

人一定还有不少，一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从救

援者到受灾者，从志愿者到捐赠者，这些平凡的

人，带给我们坚韧的力量，向他们致敬，把敬意

化为实际行动。

这些平凡而普通的人，危急关头能保一方

安全。这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正如那首歌里唱到

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

便成功……”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尽管洪水滔滔、江河

横溢，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手挽手肩并肩，齐心协

力，就是冲不垮的堤坝；只要我们党心军心民

心，心心相连，就是最坚固的屏障。

致 敬 平 凡 英 雄
□李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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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日报讯 （记

者 魏森元） “7月 19
日至 21日，汝州遭遇持
续强降雨，寄料、大峪等

乡镇受灾严重。汛情就是

命令。我局积极发挥财政

职能作用，把防汛财力保

障和灾后重建资金保障

工作作为当前财政工作

的重中之重，积极筹措资

金，为救灾提供资金支

持。”7月 24日，汝州市财
政局局长黄留国说。

汛情发生后，汝州市

财政局积极向上沟通争

取，第一时间会同汝州市

金融、应急管理、水利、农

发行、水投公司等部门联

合商讨救灾应急贷款工

作，下达防汛、水利救灾

经费指标 887.35万元，其
中防汛物资储备及应急

度汛经费 85万元、河道
所年度管理经费 140 万
元、东二干渠维修养护 14
万元、洗耳河整治工程

596.35万元、山洪灾害防
治 32万元、河道堤防整
治 20万元，为防汛工作
做好资金保障。同时，积

极争取省财政厅自然灾

害救灾资金 300万元，并
积极与农发行等政策性

银行配合，推进救灾应急

贷款工作。

为确保各类资金发

挥最大效益，该局严格落

实专项资金投入和工作

经费支出，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保障防

汛工作正常开展。同时，指导各乡（镇、街道）建

立健全防汛工作专项经费保障机制，将专项经

费及灾害重建资金纳入保障范围。

此外，为帮助受灾群众重建美好家园，汝州

市财政国资系统、国有企业还积极展开爱心捐

赠。截至 7月 24日，汝州市国有企业共筹集 39
万元现金和物资，其中鑫源集团捐赠 10万元、城
发集团捐赠 10万元、交通集团捐赠 5万元、省水
投捐赠 6万元、鑫合盛公司捐赠 5万元、红旗渠
公司捐赠 3万元，中国六冶捐赠价值 2万元的爱
心物资。目前这些款物已送往受灾较严重的 4
个乡镇。

“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保证 72个小时
完成抢修，尽快通电，请你和养殖场里的其

他人员放心。”7月 25日早上 6时，天刚蒙
蒙亮，一支由 16名供电抢修人员组成的队
伍已经到达汝州市杨楼镇河南天康宏展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带队负责人葛涛对该公司

总经理郝冲说道。

早已等在养殖场门口的郝冲欣喜若狂，

“谢谢供电公司及时过来抢修，加急接通应

急电源，猪舍的供水设备和排风扇能用了。

现在又来抢修线路，养殖场里的猪有救了！”

持续的暴雨天气，造成汝州市多条线路电杆

断裂、倒塌，跳闸停电，冲断线路 1.05千米，
受损严重。其中倒塌的 4号、5号、6号电杆
位于河南天康宏展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养殖

场内，并且养殖场专线也并联在该条线路

上，整个养殖场全部停电。

“养殖场灌进的水已经淹没小腿肚了，

虽然猪舍因为建得高，没有进水，但因为断

电，饮水及消杀设备无法使用，已经有 110头
猪死亡，损失将近 20万元。”提起暴雨天气
造成的损失，养殖场南场负责人连连叹气。

灾情就是命令，7月 21日，在得到受灾情
况和养殖场报修电话后，汝州市供电公司第

一时间安排抢修人员到达养殖场，在不具备

抢修条件的状况下，先为养殖场接通应急电

源，恢复猪舍的饮水及消杀设备，减少猪死

亡，尽量挽回养殖场损失。7月 24日，在汝州
市供电公司各部门协调配合下，抢修物资、抢

修队伍全部到位。
7月 25日，16名抢修人员集结到达抢修

现场，分成两个抢修小队，按照养殖场的消毒

要求，第一队 10人经过洗澡、二次消毒后进入
养殖场作业。第二队 6人在场外调配物资并对
进入养殖场的抢修物资进行消杀，配合抢修。

拆除旧导线、倒杆，挖坑、立杆、放通导

线，抢修工作按部就班进行。

“三天三夜吃住在养殖场不能回家没啥，可

以克服。但是昨天刚下的暴雨增加了抢修的难

度，担心影响抢修进度，不过我们可以日夜赶

工，一定按时完成任务。”抢修队员赵亚军说道。

电杆跨越河流，暴雨后水流湍急，河周围

遍布厚厚的淤泥，并且河岸到养殖场的这段

线路落差达 5米，机械和抢修设备有的地方
到不了，给抢修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有困难克服困难，我们早一刻完成抢修

任务，养殖场就能早一刻正常用电。”葛涛表

示。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韩笑 马笑丹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
晶） 7月 27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韩春晓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50次常务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李克强总理在经济形势专

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全

省重大项目建设暨“三个一批”推进会

精神、全省、平顶山市防汛救灾工作调

度会精神以及近期上级重要会议、文

件精神。

会议研究了《汝州市屋顶分布式

光伏开发试点方案》、《2021年农村户
厕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汝州外国语新

校区项目合作协议、二里店棚改一期

资金、牧原农牧公司下属饲料厂变更

用电性质、招商引资、《市八次党代会

工作报告》等事项。

会议还对当前经济运行、信访维

稳、应急处理、灾后重建、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

梁建文、姚军柱、张平怀、焦慧娟、

陈晓明、张振伟、吕占洪、郑旭银、史清

秀、汪聚涛、魏俊涛、陈振军、李应席、

鲁武国、朱同正、陈万幸、倪建国、温卫

杰出席会议；市领导曲延辉、胡洪献、

张志伟及市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相

关负责人应邀出席会议；市财政局、住

建局、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

计局、法制办、督查局等单位负责人列

席会议。

市政府第五十次常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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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儿女众志成城，防汛救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7月 18日至 21日

的连续强降雨天气，造成我市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灾情。灾情就是命令，

抢险就是责任。在灾情面前，我市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始终把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市上下全力配合，攻坚克难，形

成抗灾救灾的强大合力，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各部门发挥职能优势，一时

间向受灾地区发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如今洪水已经

退去，我市灾后重建一刻都没有停歇，快字当头，分秒必争，各单位想群

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用责任与行动筑起了一道洪水冲不垮的钢铁

城墙，全力以赴保供水、保供电、保通信、保交通、保供应、保防疫，最大限

度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全面恢复城乡秩序，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盼盼
通讯员 相一杰） 7月 17日以来，我市连续
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农田受灾，为全力服务

好农户，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连日来，市农业

农村局组织全市 125名农业技术指导员，奔
赴田间灾情一线，指导群众开展科学减灾和

灾后农业生产自救。

为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因素对农业

生产的影响，汝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

在农技人员工作群，及时转发省农业农村

厅《关于做好玉米灾后生产恢复的技术指

导意见》《关于做好花生灾后生产恢复的技

术指导意见》《关于做好大豆灾后生产恢复

的技术指导意见》。7月 22日印发《汝州市
秋作物强降雨后管理技术指导意见》，针对

玉米、花生、大豆、红薯、蔬菜、食用菌、中药

材等作物类别，分类提出减灾技术指导意

见，指导农民及时排出田间积水，因灾因苗

因时开展防灾减灾工作，以确保全市秋作

物农业生产稳定。

目前玉米大部分处于小喇叭口至大喇

叭口期，正是穗分化的关键阶段。强降雨造

成部分农田积水和玉米倒伏，对玉米生长发

育产生不利的影响，针对玉米田灾后生产恢

复，农业专家建议农户重点做好排出积水、

扶正植株、补充营养、防治病虫等田间管理。

因洪涝灾害导致绝收的田块，农业专家

建议农户应适时补种、改种其他农作物。蟒

川、寄料、大峪、临汝、陵头等乡镇山地丘陵

地带受灾程度严重或绝收的地块，可重种或

改种谷子、绿豆、红小豆、鲜食花生、毛豆等

生育期较短的作物。小屯、纸坊、米庙、焦村

等乡镇平原地带，蔬菜作物类可选择生育期

短、抗热耐涝能力强、抗病性好的速生短季

蔬菜品种，如白菜、萝卜、秋马铃薯、空心菜、

生菜、苋菜、芫荽、茼蒿、上海青、娃娃菜等；

粮食作物类可选改种或补种青贮玉米、鲜食

玉米、谷子、绿豆等作物。

农业生产恢复 农技人员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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