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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颖

1 月 14 日，我市结对帮扶嵩
县捐赠和合作签约仪式在嵩县举
行，记者随行采访到了这里，气
派的新建楼房、干净的街道、繁
忙的扶贫产业车间……走一路看
一路，这里“完全没有贫困县的
样子”。

“‘焦作力量’在嵩县脱贫
路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嵩县县委
书记徐新说。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2019
年，焦作市共帮助嵩县落实帮扶
资金 10422.46 万元，其中招商引
资落地资金7600万元；财政投入
资金2627.66万元，谋划实施项目
59个；社会捐赠194.8万元。“焦
作力量”助推嵩县打赢脱贫攻坚
战。

位于焦作西南 200 余公里的
洛阳市嵩县，是全省第四大版图
县域，总面积3009平方公里，其
中山区占 95%，素有“九山半岭
半分川”之称。2011年，嵩县被
定为国家秦巴片区扶贫开发重点
县，2017年被确定为全省深度贫
困县。

结对帮扶贫困县是省委、省
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
开发战略思想、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一项重大创新举措。结对
帮扶嵩县是省委、省政府交给焦
作的重大政治任务。焦作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结对帮扶嵩县工
作，2019年以来按照“投入只增
不减、项目只多不少、帮扶只强
不弱”的原则，进一步统筹嵩县
脱贫所需和焦作帮扶所能，积极
帮助嵩县招商引资，谋划项目，
动员社会捐款捐物，有效助力嵩
县脱贫摘帽。

发展特色产业
让脱贫根基稳起来

依托焦作产业优势，结合嵩
县实际，重点围绕奶山羊饲养、
菌菇种植、林果种植等领域，帮
助嵩县招商引资，谋划扶贫产
业，增强嵩县脱贫摘帽内生动
力。入股招商企业，带动投产增
效。我市与嵩县密切联动，共享
招商信息，联合引进项目。2019
年我市克服财政趋紧的压力，投
资 355 万元入股带动脱贫企业河
南省羊妙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带 动 了 3600 万 元 落 地 资
金，发展奶山羊饲养产业，带动
贫困户增收；投资 355 万元入股
奥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并与其共同引进崧田公司，带动
4000万元落地资金发展双孢菇种
植产业。

动员各县 （市） 区利用财政
资金谋划产业发展项目20个，投
入1516万元。其中，沁阳市投资
45万元实施嵩县闫庄镇大葱产业
配套设施项目，有效解决了该镇

产业发展的问题；孟州市投入25
万元为木植街乡新建近 4 公顷标
准化香菇基地；温县投资 100 万
元帮扶田湖镇实施双孢菇生产，
新建标准化菇房及配套设施，增
强田湖镇产业扶贫能力；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投入75万元实施城
关镇林果种植和辣椒种植产业，
组织城关镇和库区乡建档立卡贫
困户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有
效保障了产业发展成效。

动员社会力量助推嵩县产业
发展。我市消费扶贫工作和嵩县
消费扶贫工作同步安排、一体部
署。2019年10月份，我市举办消
费扶贫展销会，专程邀请嵩县参
展，当天销售农副土特产品 5 万
元；孟州市开通“嵩县一日游”
旅游线路，吸引孟州市民赴嵩县
消费扶贫，仅 2019 年五一期间，
为嵩县输送游客3000余人，预计
全年为嵩县输送游客 1 万余人，
带动相关产业经济效益约 500 万
元。

激发内生动力
让群众脑袋“富”起来

要想脱贫不返贫，激发群众
内生动力是关键。2019年，我市
共在嵩县举办技能培训班 32 个，
培 训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劳 动 力 949
人，培训内容涵盖种植养殖、厨
师、保育、家政、焊工及养老护
理等多个领域。市人社局积极协

助嵩县建立了行业扶贫车间共享
和实训基地，投入70.16万元为共
享车间和实训基地配备了 180 台
电脑，用于培训农村劳动力；孟
州市为嵩县车村镇和木植街乡举
办 5 次专场招聘活动，累计提供
就业岗位9000余个。

怀川人才奔赴嵩县脱贫攻坚
主战场。2019 年 3 月，市委组织
部、市扶贫办从健康扶贫、教育
扶贫、转移就业和技能培训扶
贫、旅游扶贫等领域，择优选派
8 名科级干部赴嵩县挂职锻炼，
充实基层攻坚一线力量。2019年
9 月，选派 50 名优秀教师对口支
援嵩县，分赴嵩县16个乡镇28所
中小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工
作，有效缓解了嵩县教师资源紧
缺情况，以高质量教育扶贫助推
嵩县脱贫。

补齐设施短板
让群众生活乐起来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升群众生活
的幸福指数是关键。经过多次沟
通对接和实地考察，我市紧紧围
绕嵩县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薄弱环节，实施了学校旱厕改

造、文化广场、排水管道等项目
34个共计1073万元，有效补齐了
短板，提升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
共服务。市财政出资80万元，对
嵩县16所小学的旱厕进行升级改
造。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投资75
万元，帮助城关镇杨岭村完善基
础设施，明显改善了人居环境。
山阳区投入 58 万元，为水沟村、
龙河村、学村村建了文化广场，
修葺村委会办公场所。

实施爱心超市工程，补齐社
会慈善事业短板。市财政按照

“一村一万元”标准，出资110万
元，帮助嵩县建了 110 个贫困村
爱心超市，搭建了爱心帮扶桥梁。

援建敬老场所，补齐养老服
务短板。孟州市投入75万元专项
建设资金，援建车村镇敬老院、
幸福院建设，为分散供养五保贫
困户提供集中供养场所。解放
区、孟州市、博爱县将对口嵩县
农村道路进行了硬化。

生活乐、脑袋“富”，脱贫路
上稳步走。2019年是嵩县的脱贫
摘帽年，在这片沟沟岭岭上处处
都有脱贫攻坚的“焦作力量”。摘
帽之后，源源不断的“焦作力
量”还将助力嵩县群众向着更幸
福的生活继续前进。

向着更幸福的生活继续前进
——我市结对帮扶嵩县脱贫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王 颖

1 月 15 日，博爱县清化
镇街道太子庄村，驻村第一
书记王卫军和河南理工大学
张运兴副教授商量着河南省

“乡村规划千村试点”太子庄
村发展规划。

“这次全省遴选了 1000
多个村进行试点，就是要编
制符合村庄发展实际、农民
发展意愿和乡村振兴要求的
实用性村庄发展规划。”张运
兴说。

“如果能通过这次整体规
划，盘活村集体土地资产，
太子庄村发展潜力无限。”王
卫军说，“这次成为全省试点
村是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抢
抓机遇，搭上这趟快车！”

2015 年 9 月，市生态环
境局水环境管理科科长王卫
军受命担任太子庄村驻村第
一书记。太子庄村是博爱县
贫困户最多的省级贫困村，
全村 612 户 2665 人，其中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223 户 1057
人，属深度贫困村。

白天走访入户，晚上整
理调查笔记，王卫军很快摸
清了太子庄村致贫的穷根。
他提出“党建引领、产业支
撑、基础建设、精准扶贫、
文明提升”的工作思路，决
心带领太子庄村在脱贫攻坚
战中打一个漂亮的“翻身
仗”。

建强支部等不得。王卫
军一趟一趟跑项目争取资
金，组织新建了 600 多平方
米的村委会办公楼，将老旧
办公楼改造粉刷，设立村史
馆、党员活动中心、党小组
活动室等。打造太子庄村党
建综合体，健全完善党群议
事会制度，创新实行党群一
家亲“1+7”工作制度，调
动党员联系分包贫困户，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增强了村

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整治环境等不得。王卫

军积极申请中央、省、市农
村环境专项整治项目落户太
子庄村，敷设排污管道3000
多米，建设污水处理站、垃
圾中转站。昔日的垃圾堆清
理后建成了村民文化活动广
场、街心小游园……村容村
貌大变样，乡亲们喜在心上。

2016 年 8 月，王卫军偶
然得知博爱县有一个美丽乡
村项目补报名额，可只有两
天的申报准备时间。太子庄
村的发展等不得！王卫军两
天两夜没休息，与设计公司
沟通协调，整理申报资料，
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为村
里争取到 429 万元的项目资
金，完成了道路硬化、环境
绿化。

发展产业等不得。2015
年10月，听说村民黄火星有
创办家具加工厂的意愿，王
卫军上门鼓励他在村里选址
建厂，把车间发展成扶贫产
业基地，组织贫困户到车间
务工，实现稳定增收。

申请产业项目，争取各
类扶持资金发展产业，为乡
亲们办事，更是一刻也等不
得。太子庄村45座蔬菜大棚
和 7 座钢结构阳光温室大棚
建成了，大棚里种的芦荟和
反季节蔬菜，每年可为村集
体增收 8 万元以上。2019 年
秋天，3 座温室大棚种了优
质草莓，发展休闲观光采
摘，吸引了不少游客，采摘
园日最高收入1万余元。

村里的发展等不得、解
决困扰贫困户的难题等不
得……王卫军常把这些“等
不得”挂在嘴边，带领村里
实现了由省级贫困村到省级
生态村的蝶变，并如期实现
脱贫摘帽。他也因工作突
出，被评为焦作市“十佳”
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优秀
驻村第一书记”。

脱贫路上“等不得”
——河南省优秀驻村第一书记王

卫军小记

本报记者 史文生

道路宽敞，花坛绽绿，
小桥流水，亭台楼榭，一个
被大山包裹的省定深度贫困
村——中站区龙翔街道周窑
村，何以脱胎换骨、蝶变重
生？

周窑村村民说：“是薛殿
成第一书记带领我们干出来
的。”

2015 年 9 月 3 日，54 岁
的市审计局干部薛殿成到周
窑村担任第一书记，一干就
是 4 年多。他有情有义有担
当，坚持留守大山，“乡亲们
不脱贫，我绝不下山”是他
的铿锵承诺。

薛殿成忘不了，第一次
踏进贫困户诸小凤家时看到
的情景：家徒四壁，房顶漏
雨，四面透风。此情此景，
让这个七尺男儿忍不住留了
泪。他找帮扶单位市审计
局、中站区审计局领导反映
情况，呼吁爱心人士救助，
多方筹资 3 万多元，将诸小
凤家修缮一新，并添置了大
柜、桌椅、电视机。诸小凤
身有残疾，她女儿在我省某
高校本硕连读，薛殿成多次
跑有关部门，使她家享受到
了低保户、残疾人、医疗、
教育等政策。不善言谈的诸
小凤，总是对人说：“薛书
记，好人！”

贫困户靳淘气有养蜂技
术，但缺少资金，养蜂难以
成气候。薛殿成帮他贷了 3
万元小额贷款，购进了50箱

雏蜂。当年，靳淘气就收入
4万多元。

蜂蜜、核桃、柿子、杏
是周窑村的特色产品，过去
由于销路不畅，村民守着山
里的宝贝没饭吃。薛殿成通
过“专业合作社+互联网电
商 + 山 货 交 易 市 场 ” 的 模
式，短短 3 年时间就帮助村
民销售山货近40万元。

产业扶贫是一个拔穷根
的好法子，这几年，薛殿成
跑项目上了瘾。560 千瓦光
伏发电项目已经惠及该村所
有贫困户，每户每年分红
1000 元；引资 200 万元建设
的矿泉水厂已建成。

4 年多来，薛殿成带领
大伙争取协调资金近1000万
元。饮用水网改造了，河道
整治了，农厕改造了，有线
电视进户了，卫生所建起
了，一件件利民的事办成
了，村民们都说这是过去想
都不敢想的事。朴实的村民
总想向他表达一下感恩之
情，经常趁他不在，将一些
好吃的、自家种的新鲜蔬
菜，悄悄放到他住的窗台
上。这些“小心思”也让薛
殿成心里暖暖的。

周窑村环境好，90%的
森林覆盖率，明清时期的石
头房子，山间小溪，梯田瓜
果，是城里人休闲、度假、
登山、采摘的好去处，发展
乡村旅游大有可为。这也正
是薛殿成与周窑村党支部、
村委会一起谋划的下步发展
方向，村民的好日子还在后
头呢。

有情有义有担当
——记市审计局驻中站区龙翔街

道周窑村第一书记薛殿成

本报记者 王 颖

1月6日下午，2020年的第一场冬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气湿冷，而市
第九中学的校园里涌动着一股股爱的
暖流。

共青团马村区委组织的“精准扶
贫 温暖冬天”活动走进该校，为 15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孩子送去了
总价值 5000 元的温暖礼包。红色的礼
包上金色的团徽熠熠生辉，每个礼包
内都装了新棉衣、帽子和围巾。

“老师，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在过年
时穿新衣服了，这衣服比我原来的暖
和多了。”试穿上新衣服，该校八年级
学生阳阳很兴奋。

粉紫色的棉衣搭配黑白格子羊绒
围巾，穿戴好这些，阳阳显得格外精

神，脸上的笑容也很灿烂。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穿戴
好之后，她主动走上前向在场的老师深深鞠了一躬。

“社会上有许多关心你的叔叔阿姨和爱心企业，
希望你努力学习、立志成才，靠知识改变命运。”共
青团马村区委书记王明月像大姐姐一样俯身给她整理
围巾，鼓励她好好学习。

过春节穿新衣是孩子们不变的期盼。为了帮助贫
困家庭的孩子实现穿新衣的愿望，共青团马村区委积
极行动，认真落实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行动的具体要
求，连续三年开展了“精准扶贫 温暖冬天”行动，
动员爱心企业、志愿组织、爱心人士等各种社会力量
参与其中，共计为100多名贫困户家庭的孩子送上了新
衣服、帽子、围巾等，帮助他们圆了“新衣梦”。

新
年
穿
新
衣

本报记者 李晓军

1月16日，我市北部太行山区海
拔 800 多米的中站区龙翔街道桑园
村，30 多户村民高兴地从市供销社
驻该村第一书记乔伟手中接过大米、
食用油。望着漫天飞雪，乔伟总算舒
了一口气。

春节将至，市供销社为其帮扶村
桑园村的 30 多户村民准备了一大车
大米和食用油。1 月 15 日 15 时许，
听天气预报说有雪，乔伟立即联系司
机，拉上大米和食用油赶赴桑园村。

山上，上次下雪留下的积雪还未
完全融化，货车开到桑园村口时，因
积雪厚、坡度陡，不能继续前行。乔
伟下车，在一名乡亲的协助下，肩扛
手搬并借助人力推车，在这段约300
米长的道路上，往返几十趟，耗时近
1个小时，总算把上百袋大米运到了
村委会。

此时已是 18 时 30 分许，天黑
了，雪下大了，乔伟和司机不敢停
留，立即驱车沿布满积雪的山路下
山。行进大约3公里时途经一个小山
坡，由于路面结冰，任凭司机怎么踩
油门，车轮打滑，难以行进。

乔伟下车，拿铁锹清理地面的冰
层，然后用力推车。发动机嗡嗡作
响，车轮将泥土甩出几米远，溅了乔
伟一身，但车始终在原地徘徊。

不知不觉半个小时过去了。突
然，“咚”的一声响，货车前盖冒出
一股黑烟，发动机也熄火了。乔伟与
司机伫立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

经司机检查，货车的防冻液已用
尽，再加上坡陡路滑，行进困难。乔
伟打电话向市供销社求助，市供销社
领导立即安排两名科级干部连夜上山
送防滑链、防冻液。

第二天1时30分许，注入防冻液
后，货车又能启动了。由于安装了防
滑链后，货车终于爬上小山坡，继续

下山。
此时，路面积雪更厚了。尽管安

装了防滑链，但旁边就是悬崖，稍有
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在微信群里得
知驻村第一书记给乡村们送慰问品滞
留山上几个小时的消息，桑园村的乡
亲们深受感动。该村党支部书记许卫
民与三名党员一起，代表乡亲们冒雪
前来相助。

许卫民说，他最熟悉路况，为确
保安全，他坚持在前方开车带路。途
经小家岭村附近的一个下坡时，尽管
车辆行驶缓慢，但许卫民的车一头滑
向路边悬崖。路边安装的防护栏挡住
了车头，车头损毁严重，大灯都掉了
出来。好险！许卫民继续坚持带路，
3时许，乔伟和司机安全到达市区。

1 月16 日，市供销社微信群里、
桑园村群里，广大干部、群众纷纷点
赞乔伟为民服务的精神。

据了解，在市供销社帮扶下，
2018年桑园村已整村脱贫。

1月15日，我市突然降雪。为了在大雪封山前给30户村民送去节日慰问
品，市供销社驻中站区龙翔街道桑园村第一书记乔伟连夜冒雪送米，坡陡路
滑，险象环生，16日3时下山时他已成“泥人”——

一车大米背后的温情故事

本报记者 王 颖

1月18日一早，大雾笼罩中原。望
着窗外的浓雾，民进河南省委副巡视员
王彩虹眉头紧锁：“咱们今天的行程有改
变吗？”“不变，高速封闭咱们走省道，
一定要把这些年货尽快送给山里的乡亲
们。”电话那头，河南省高校新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赵霞坚定地说。

8时许，王彩虹、赵霞一行两辆车，
满载着24份包含冷鲜肉、花生油、糖果
和春联的年货礼包，从郑州出发直奔焦
作市中站区龙翔街道大洼村。她们要把
这些年货亲手送到村里的贫困户手上。

一路上，能见度最差的时候只有20
多米，车子只能低速慢行，王彩虹不时
拿出手机看时间。与她同样着急的是等
在焦作西高速路口的焦作市扶贫办副主
任、民进焦作市委委员李艳芬。

2019年12月6日，在全省统一战线
“出彩河南人”先进典型事迹宣讲报告会
上，李艳芬是宣讲人之一。她在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一线的工作经历吸引了王

彩虹和赵霞的注意。会后，三个人热聊
一番，王彩虹和赵霞对农村贫困户特别
关注，提出要在春节时为一些贫困户家
庭送年货。

就这样，李艳芬和王彩虹、赵霞有
了这个“年货之约”。“今年肉价贵，山
上的老乡家里不知道能不能吃上肉馅饺
子。”赵霞和王彩虹商量，冒雪在郑州采
购了冷鲜肉等年货。

18 日 12 时 30 分，王彩虹一行终于
赶到了大洼村。将这些特别的年货，送
到了贫困户家里。

69岁的贫困户毋法春家里只有他一
个人拉扯孙子和孙女生活，儿子和老伴
已相继离世，日子过得很不容易。随行
的省民进会员李志华掏光了身上的现金
递给老人。“快过年了，提前给家里的孩
子发个压岁钱吧。”他说。

13时50分，王彩虹一行刚刚吃上午
饭，李志华的微信朋友圈里又传来暖人
的消息，他的朋友得知毋法春老人家的
情况后，微信转账 200 元，委托他给老
人送上自己的一分爱心。

山里，寒风凛凛；心中，爱意浓浓。

“年货之约”暖心房
本报记者 张 鹏

1月18日，四九第一天，室外寒气逼
人。孟州市志尚蔬菜种植合作社的大棚
里，温暖如春，摘菜的、装箱的、打包
的，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又是一个好年景，合作社种植
的 20 多公顷有机花菜、西蓝花喜获丰
收，正在热卖，一公斤都在五六元钱，一
亩地收入至少五六千元。”合作社的负责
人杜志尚喜笑颜开。

老家山东的杜志尚是个种菜能手，十
几年前看中了孟州市肥沃的土地、交通便
捷的区位优势和淳朴善良的民风，在孟州
市大定街道段东村流转土地发展特色蔬菜
和反季节蔬菜种植。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他这里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基地。

“这批有机花菜和西蓝花质量好，品
相也好，刚上市不到一个月就快卖完
了。”该合作社的“长工”、大定街道东韩
村的贫困户徐大娘说。

年近七旬的徐大娘，老伴体弱多病，
家里生活贫困。志尚蔬菜种植合作社成立

后，急需大量的“长工”和“短工”，家
住不远的徐大娘在这里谋了一份差事。

“栽苗、除草、喷水……一年四季不同
时节干不同的活儿，都不算重。”徐大娘介
绍了自己在合作社的主要工作，问及工资，
她毫不含糊，“一开始工资低，这两年越来
越高，2019年总共开了2万多元。”

据杜志尚介绍，合作社通过繁育、提
纯，找到了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的蔬菜品
种，大力引导农民科学种田，目前已经吸
纳会员 200 余户，带动蔬菜种植面积达
140公顷，优质蔬菜品种有10余个。

“由于蔬菜品质好，在市场上十分畅
销，不仅带动当地种植户增加了收入，还
为贫困户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杜志
尚说，“合作社成员雇工的情况我掌握得
不准确，但仅我自己的蔬菜种植，就招聘
了10余名‘长工’，农忙时‘短工’得雇
100 多个，2019 年光支出工人工资就 120
余万元。”

“老杜这话一点不假，俺去年在这儿
干了一年，挣了2万多元。另外一年还有
20天假期呢！”正在干活的村民许秀英快
人快语，大棚里飞扬着她欢快的笑声。

蔬菜大棚笑声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