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 靖 县区
传真

息县夏庄镇

扎实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信阳消息 (夏 丰 )为扎实做好秋季秸秆禁烧工

作， 自 8 月份以来息县夏庄镇进一步加大农作物秸
秆禁烧。

该镇集中召开秸秆禁烧动员会，分片划区，明确
网格化责任人，并安排各村召开小组禁烧会议。各村
组通过开群众会以及“昼访夜谈”活动，广泛宣传秸
秆禁烧的重要性，使之家喻户晓、人人警觉。同时，出
动禁烧巡逻宣传车队在烧秸秆高发期不间断巡回宣

传，并在村组显著位置悬挂标语、横幅，形成浓厚的
禁烧氛围。 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禁烧工作不
力的村，依据规定进行问责处罚，并进行通报，确保
辖区内“不燃一把火，不冒一处烟”。 同时，在秸秆禁
烧重点地块、重点时段，发动“五老四员”、党员等进
行监督，坚决杜绝焚烧秸秆现象。

河区游河乡

自查自纠“三公”经费
信阳消息(涂家厚)为进一步加强“三公”经费管

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严格遵守厉行勤
俭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 河区游河乡组织开展了
2017年及 2018年上半年“三公”经费自查自纠行动。

该乡针对年初预算中在公共财政预算资金、财
政拨款资金中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自查公务消
费网络监管平台使用情况、公务接待经费开支情况、
因公出国（境）经费开支情况、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经费开支等情况。成立自查小组，乡纪委领导对公务
消费网络平台数据进行查看， 并翻查相关会计原始
凭证，严格审核“三公”经费支出的真实、合规性，对
经费开支中存在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 制定具体整
改措施，填写“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统计表及“三公”
经费自查情况表。 严格按照规定进一步加强“三公”
经费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强化财务管理，建立长效
机制，坚持治标与治本并重，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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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果香飘王楼村
金秋， 是瓜果飘香的季节。

记者昨日走在光山县孙铁铺镇

王楼村吕大湾葡萄采摘园里 ，
一眼望去全是长势茂盛的葡萄

藤，其间挂着一串串红扑扑、个
头饱满的葡萄， 果园里弥漫着
阵阵果香。

“葡萄园今年大丰收， 村里
帮扶干部四处帮我宣传，吸引游
客来采摘。 目前已采收两万多
斤，算下来能挣十来万元呢。 ”对
于今年的收成，园主吕心文信心
满满。

吕心文是村里的葡萄种植

户，也是返乡创业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吕心文全家到上
海打工十几年，向当地的园区农
民学会了葡萄和黄桃种植技术。
近年来，他看到村里有了很大变
化， 于是决心返乡种植葡萄，把
15 亩荒地变成葡萄园。

孙铁铺镇王楼村是光山县

贫困村， 以前村里基础设施落
后，种植业结构单一，养殖产业
规模小，全村没有经济收入支撑
点。如何实现稳定脱贫？“村民要
增收，村集体经济要发展，产业
兴旺是基础。 ”市人社局驻村第
一书记杨彬和扶贫工作队找准

了脱贫出路。
围绕产业兴旺，驻村第一书

记和驻村工作队员积极为贫困

户协调贷款，发展产业，全村共
户贷户用和企贷企用 105 万元，
主要用于发展养殖业和农产品

加工业。在郑大湾村民组支持发
展稻蛙共养、林间套养土鸡等特
色优势产业；在吕大湾村民组发
展葡萄园、艾蒿特色种植，在其
他村民组实行“公司+合作社/种
粮大户+农户 ”模式 ，发展优质
水稻规模种植，带动贫困户增收
致富。

村民林明投资兴建的光山

县民利粮油有限公司 ， 投资
2000 余万元的大型粮油加工厂

已投产运营，通过提供种植技术
培训、优良稻种、生产服务、包收
稻谷、 吸收务工等多种形式，带
动王楼村贫困户全面脱贫 。 目
前，王楼村已培育种植、养殖大
户 12 户， 成立光山县自耕农业
专业合作社、光山县全义家庭农
场、光山县世伟家庭农场等 8 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产业发展，还得益于村里日
益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 从路、
水、电、文化活动场所等群众最
期盼解决的问题入手，王楼村自
精准扶贫以来，建起了村文化广
场和 300 千瓦光伏发电站、小型
水库， 全村 27 个村民组畅通了
水泥路，主干道安装太阳能路灯
90 盏等……

眼下， 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改
善，一个个特色产业的建成，支撑
起了王楼村脱贫致富的脊梁。 截
至目前， 全村现已脱贫 182 户、
874人，贫困人口发生率 1.5%，正
底气十足地摘掉“穷帽”。

9 月 15 日，素有
“西北粮仓 ” 之称淮
滨县防胡镇， 今年花
生喜获丰收。 据村民
们介绍： 今年刚摘下
的湿花生， 当地每斤
收购价在一元三角左

右，且供不应求。图为
该镇林洪寨村村民王

玉和女儿一同在花生

田里收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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