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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了
平桥区龙井乡巧借资源优势助力精准扶贫

信阳消息（何泽篧）昨日，走
在平桥区龙井乡的田埂上， 随处
可见被一圈圈拦网围成的平整水

田，水清如镜的田块里，一张张探
出水面的虾网格外引人注目。

下午 4 点， 冯大塘村程庄组
的贫困户邱树春又迎来了一天中

最忙碌的时候。 看到同村不少人
靠养殖小龙虾鼓起了腰包， 勤劳
肯干的他跃跃欲试。 在村里的帮
助下，通过技术“取经”，利用自家
稻田简单改造成的 3 亩虾塘很快
就给邱树春带来了实惠。

眼下正是龙虾热销的时节，
邱树春每天下午收网打捞， 就近
拿到路边售卖，一天能进账 80 元
至 100 元。 “靠养龙虾一月能增加

两三千元， 村里还给我申报了保
洁公益岗位，一月又是一千元，靠
着自己一双手， 生活越来越有奔
头了。 ”日子有了起色，邱树春脱
贫致富的底气更足了。

邱树春所在的龙井乡交通便

利、气候温润、淡水资源丰富，塘、
坝、堰星罗棋布。 巧借资源优势，
该乡积极引导小龙虾养殖大户抱

团发展，流转土地、挖田、蓄水、围
网......采用“稻虾共作”的模式，建
立了覆盖龙井、南雷、汪岗、胡沟
等 12 个村， 养殖面积共 2100 余
亩的小龙虾“联合社”。

“3 月份以来， 我们按每亩
100 斤虾苗进行投放， 全乡投放
了大约 17 万斤。现在龙虾已长到

8 钱至 1 两， 售价能达到每斤 20
元以上。 一亩水稻收入也就 1000
元，现在养上小龙虾，每亩产量按
300 斤算， 一亩就是 6000 元，收
入一下子翻了好几倍。 ”

据了解， 该乡通过农业专业
大户集中连片流转水田 ，实现规
模化科学种养 ，已发展 50 亩以
上的稻虾共作户 27 个 ，带动帮
扶贫困户 86 户 172 人 。 随着
“一水两用 、一田两用 ”的虾稻 、
稻鳅共作产业的蓬勃发展 ，平
桥区也将这种产业带贫模式在

全区有条件的贫困户和养殖合

作社中进行推广 ， 让稻渔综合
种养成为实现农民脱贫致富梦

的又一“法宝”。

光山县白雀园镇

零距离服务群众

信阳消息（邹晓峰 程新宇）光山县白雀园镇始
终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推进村级为民服务中心建
设，力求达到服务群众“零距离”标准。

该镇按照“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的模式和
一切方便群众的原则， 努力实现群众办事不出村，
每天由村两委班子成员、 镇驻村干部轮流坐班，对
前来村级为民服务中心办事的群众，坐班人员均热
情接待，材料齐全的当面受理、登记；不齐全的一次
性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待申请人补齐材料后再行
受理。 各村为民服务中心统一公示服务内容、办理
程序、规章制度等，并做出公开承诺，全面接受群众
监督。 镇检查组定期、不定期对各村业务办理、服务
规范、举报投诉等情况进行检查，及时解决工作中
存在的各种问题，坚决杜绝“吃、拿、卡、要”现象的
发生，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6 月 3 日，商城县鲇鱼山办事处十里头村的正基农业合作社内，社员们正在忙着为即将成熟
的葡萄套上保护袋。 据社员介绍，这样做是为了在不施农药的情况下，既可以预防和减轻果实病
害、鸟害，也能改善果面光洁度，提高优果率。该合作社多元化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包括 10 户贫困
户在内的周边 4 个居民组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杨绪伟 余 璐 摄

罗山县子路镇

举办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信阳消息（杨明刚 刘泽权）按照县食药局关于
食品小作坊、 小经营店及摊贩备案登记工作要求，
近日，罗山县子路镇了召开“三小”规范管理暨食品
安全知识培训会。镇分管领导、食药所人员，全镇所
有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业主参会。

会上，食药所负责人就《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
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登记备案、管理办法》向与
会人员进行了详细解读，让参会人员明确各单位性
质、权利与义务等，并要求各单位迅速完成本单位
的备案登记工作。 同时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废弃
物的处理、大宗食品的留样品、小作坊的食品检测
等食品安全知识进行了系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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