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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星版4 伟伟吴：辑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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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上午，在庙下镇寺上村和小寨村，

种植大户王顺奇、吴会强正在组织村民们收获

甘薯，虽然生产区域不同，但甘薯的收获与销售

都已经接近尾声。

“我是种植大户，又种了这么多年，有固定

的客商，一到刨红薯的季节，信息在手机上一发

出去，全国各地的客商都过来了。”王顺奇笑着

说。

“我今年总共种了 400多亩，现在还有 100

亩未收，从目前来看，基本上算是丰收了。”正开

着铲车往三轮车上转运白皮甘薯的吴会强说。

两位种植大户的好收成，是我市整个甘薯

产业园区的生动写照。由于后期天气适宜，今年

园区种植的数万亩甘薯喜获丰收。

从甘薯种植到鲜薯销售到深加工，近年来，

汝州市大力发展甘薯产业，着力构建优质甘薯

生产体系、绿色农产品加工体系、专业化市场物

流体系、现代科技创新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体系等“五大体系”，以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

支撑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小小甘薯正在成为引

领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这几年，我们在市农业农村局的帮助下，

与河南科技大学签订种苗种植协议，订单种植

种薯 200余亩，同时种植甘薯 400多亩，优质种

薯带来好效益。”甘薯种植大户、冰倩家庭农场

负责人吴会强介绍说。

近年来，汝州市着力构建优质甘薯生产体

系，加强与河南科技大学合作，建成优质甘薯脱

毒种苗中心，发展脱毒甘薯种苗基地 400 亩。引

导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发展优质甘薯规模化种植基地 7万余亩，带动

种植甘薯面积 11万亩，优质甘薯供应能力显著

增强。同时，利用财政奖补资金，建成甘薯保鲜

储藏设施 7个，引导带动甘薯加工企业自主投

资建设甘薯储藏设施，提高甘薯收贮能力和加

工生产水平。

眼下正是“三粉”的生产销售旺季，在甘薯

产业园区内的东都粉业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

们正在生产线旁紧张作业，车间内的小型叉车

往外转运包装好的产品。而在公司门口的产品

展示大厅，线上销售工作人员在忙着打印快递

单。“昨天接了 9000多单，当天下午下班前转过

来的单子，直接全部发货。下班后直播间转过来

的单子，第二天上午必须全部打完快递单发货。

上班时间，需要一直坐在这儿打单子。”工作人

员张晓蒙说。

着力构建绿色农产品加工体系。我市以东

都、康隆等龙头企业为基础，组建庙下镇甘薯加

工联合组织，通过统一原材料供应、统一加工生

产标准，对现有甘薯加工企业进行集中管理。建

设污水处理厂，完善淀粉加工、粉条生产等企业

环保设施；对接生猪产业，将甘薯加工废料发酵

用作饲料，实现甘薯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升产

业绿色化发展水平。

着力构建专业化市场物流体系。统筹甘薯

加工仓储基地，通过统一改造、统一包装，建成

甘薯制品仓储物流中心 1个。加快拓展甘薯粉

制品市场，开设粉条、粉面、粉丝等专用门店十

余家；打造甘薯主题公园 1座，建设甘薯制品展

厅，展示甘薯产品五十余种。同时，搭建电商平

台，实现甘薯产品线上销售、直播销售。特别是

东都实业的“其家昌”、乡思实业的“乡思”系列

产品已进入丹尼斯等大型连锁超市。

走进甘薯产业园区育苗基地，数十座大棚

错落分布，工人们正在腾茬整地。大棚外边竖立

着一个个 1米多高的粗管子，粗管子连接着各

个大棚内的黑色细管子。“这是水肥一体化滴灌

系统，全部由电脑操作，一分钟滴几滴水、几滴

肥料，都通过事先设定实现精准控制。”一技术

员介绍说。

我市着力构建现代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甘

薯种苗繁育推广，利用河南科技大学甘薯产业

研究院技术力量，筛选甘薯主推品种，建设甘薯

品种展示田 50 亩，引进试验示范品种 37个。与

河南工业大学建立战略合作，设立甘薯粉制品

实验室，定量分析加工的粉制品质量；改造传统

甘薯加工工艺，研究开发甘薯加工设备，目前甘

薯初加工、深加工产品 63个，粉条、粉丝、粉皮

等产品年产量 25万吨。强化职业农民技能培

育，举办种植技术培训班，邀请河南科技大学专

家专题培训，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500人，

催生甘薯种植大户 300余户。

着力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确保

园区生产的甘薯又好吃又安全。园区积极改进

甘薯生产方式，建设绿色甘薯种植基地 8个，提

升甘薯质量；加大秸秆还田补助力度，园区内秸

秆粉碎直接还田面积达 12万亩，秸秆综合利用

率平均达到 93%以上。建设农产品（食品）质量

安全智能监管与全程追溯管理平台，新设立农

产品质量监控点 12个，甘薯产品质量安全实现

全程可追溯；加大甘薯产品抽检频次，园区内全

年市级农药残留快速定性检测样品 1000 个，定

量检测样品 100 个，产品合格率达 100%；推行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承诺制度，累计开具合格证

3129张。累计培育产品品牌 63个，汝州甘薯、汝

州粉条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相关数据表明，近年来，汝州市累计培育甘

薯加工企业 73家，年产量 25万吨、产品种类 63

个，年产值 30亿元，打造了“东都”“三阳”等多

个知名品牌，初步估算，园区甘薯加工产品销售

量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 25%以上。越做越大

的甘薯产业带动周边农民就业人数 3.2万人，其

中二三产业农民人均收入达 2.66万元，高出全

市平均水平 20.4%。

甘薯产业，正在成为我市乡村振兴的一张

甜蜜名片。 郭营战

118 名农技人员、10名科技特派员全覆

盖分包所有行政村，指导发展特色产业；累

计引进、培育返乡创业带头人 102名，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1040名，带动农

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2万余人，年均创造经济

价值 2.4亿元；持续推进“红色物业”创建，指

导 82 个物业小区中的 36个小区成立了业

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创成“红色物

业”小区 42个……去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

“五星”支部创建，闪耀的群星正在成为引领

乡村振兴的强劲“火车头”和“桥头堡”。

强化指导调度。我市将“五星”支部创建

工作列入市委常委会议题，定期听取各专班

分管县级干部创星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

工作。持续发挥县级专班作用，组织行业部

门骨干力量到乡入村，累计开展调研 24次，

指导基层补短强弱、全面提升。指导督促 5

个“五星”支部空白乡镇倾力创建后备“五

星”支部，力争实现“五星”支部创建空白乡

镇清零。

坚持以巡促建。围绕省委巡视整改，全

面督促村级党组织查短补弱，自查解决“五

星”支部创建质效不高等问题。市委把“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情况作为今年县级村

（社区）巡察重点内容，以二星、一星村为重

点，通过对 107个村级党组织全面体检、立

行立改，发现问题 161项，完成整改 123项，

长期坚持 38项，进一步提升了村级党组织

的政治站位，实现了以巡促创。

突出人才助力。坚持“县级组团、乡镇组

队、服务到点”，开展“百名科技人员包百村”

行动，遴选 118 名农技人员、10名科技特派

员全覆盖分包所有行政村，指导发展特色产

业。持续实施乡土人才返乡创业工程，累计

引进、培育返乡创业带头人 102 名，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1040名，带动农村

劳动力就近就业 2万余人，年均创造经济价

值 2.4亿元，助力产业发展。

持续统筹发力。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

用，突出重点，补齐创建短板。以落实省委巡

察反馈为契机，围绕“三会一课”“四议两公

开”等制度落实方面的不足，通过县乡村三

级举一反三，建立问题台账，加强日常督促

指导，确保整改到位，建强基层党组织。

整合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优先倾斜支持

产业发展薄弱村。突出“一村一品”特色，锚

定“东蔬、北林、南牧、西粉”农业产业发展布

局，积极打通产业链条，带动更多群众家门

口务工创收。扶持米庙镇成功申报国家级产

业强镇项目，获批财政资金 1000 万元，有效

助推了该镇蔬菜产业发展。

以集中整治“十乱”行动为切入点，排查

整改问题 1.8万条，将农村人居环境保洁经

费列为每月必支项，整合资金优先向和美乡

村倾斜，按需按时足额拨付给乡镇。每月开

展一次观摩，各乡镇互相打分，互促互学，共

同进步，彻底逆转农村人居环境落后局面。

选配“一村三员”队伍，搭建人民调解网

络，开展 90余场业务培训，不断完善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持续推进移风易俗集中整治工

作，积极协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9项，

选树典型村的先进做法，建立移风易俗志愿

服务队、移风易俗宣讲队，组织“我的家风故

事”宣讲团，深入乡村宣讲，让移风易俗观念

深入人心。

持续推进“红色物业”创建，指导 82 个

物业小区中的 36个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创成“红色物业”小区 42

个，其中省级“红色物业示范小区”1个，平顶

山市级“红色物业示范小区”2个，其他 39个

小区均选派有党建指导员，并完成了双向进

入、交叉任职，实现了党建引领全覆盖。

持续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开展高质量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城镇新增就

业、失业再就业、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等指

标均位居各县市区第一。建成 505个线下零

工驿站、招工驿站，助力企业与劳动力精准

对接，累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40 期，

培训 1525 人，合格 1307 人，就业 1228 人。

郭营战

温泉镇整治“十乱”因地制宜提升“颜值” 宋盼盼 摄

米庙镇烟火人间项目吸纳返乡青年创业

陈晶 摄

紫云路街道尚庄村整洁、干净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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