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区
传真

河区董家河镇

发展全域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信阳消息（赵 晖）近年来，河区董家河
镇紧紧围绕特色茶产业， 以发展全域旅游 、
助力乡村振兴为引领， 以改善人居环境、发
展生态经济 、实现社会和谐为目标 ，重点在
“科学规划、清洁家园、以茶促游、乡风文明”
上狠下工夫，全力打造卫生整洁、环境优美、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同时依托乡村振兴战
略 ，推出了一批以 “旅游+茶产业 ”等热点模
式为特色 、结合传统 “食 、住 、行 、游 、购 、娱 ”
旅游六要素、衔接董家河镇全产业链的全域
旅游产品项目。

以“旅游+茶产业”开发新业态 。 该镇深
度发掘茶文化历史资源 ， 大力发展特色茶
文化旅游 。 将茶产业资源与五大产茶名山
风景区 、车云山千佛塔风景区 、环湖路茶坊
等自然 、人文资源相融合 ，构建 “茶文化+茶
旅游 ”特色旅游圈 ，打造以环南湾湖 10 个
村落为一线的环湖百里茶廊开放式景区观

光带 。以环南湾湖开放式大旅游为契机 ，以
茶叶示范园区为基地 ，组织开展炒茶比赛 、
茶艺表演 、茶道教学 、茶廊展示等茶文化体
验活动 ，以茶为媒 ，全力促游 。 通过 “旅游+
茶产业 ” 的发展模式带动传统茶产业的快
速转型升级 ，促进产业兴旺 ，培育茶乡经济
新的增长点。

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体验。 积极推进
董家河镇各旅游项目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

共服务建设，完成全镇户厕改造工作，增建旅
游厕所，使“厕所革命”落到实处；对现有通村
通组道路进行维护修缮，破损路面及时修补；
大力发展茶乡特色民宿旅游活动， 积极谋划
集云村精品民宿项目， 对现有农家乐进行升
级改造； 睡仙桥村民俗博物馆及茶旅体验馆
等游客接待项目内设施完善， 发掘保护了一
批具有茶乡特色的古老文化物品， 方便游客
在参观的同时对信阳茶文化有更加深入细致

的了解。 提升各项管理和服务水平，打造全域
旅游优质服务，实现治理有效，带动游客和群
众新的体验。

以人居环境改善打造新亮点。 该镇因地
制宜、 合理选择改造模式， 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 重点抓好南湾湖水源地和辖区内风景旅
游区等地的村庄污水处理项目建设，实现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部达标排放。 联合江苏阳
光朗洁公司做好全镇生产生活垃圾处理，保
障环境整洁卫生。 2019 年已完成环湖路沿线
5 个行政村共 120 处民居的深度改造工程 ，
凸显豫南民居风格。 集云村通过色上墙、花
上墙等合理改造，已成为风靡网络的旅游网
红打卡地 。 积极引导群众改变乡村生活陋
习 ，培育健康生活新方式 ，让群众切实体会
到改善人居环境所能带来的长远意义，打造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全域旅游新亮点。

加固村民交通安全防线
中秋佳节明港交警进村入户宣传安全出行

信阳消息 （李代余 田连合）
为切实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

交通安全意识，9 月 13 日中秋佳
节，明港勤务大队以“七进宣传”
为载体 ，组织民警 、辅警深入辖
区的平桥区高粱店乡，向村民送
上交通安全宣传“礼物”，认真开
展进村入户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
活动中， 根据大队领导部署，

宣传民警、辅警结合近期明港辖区
交通事故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针

对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缺乏现

象， 向群众发放寓教于乐的节日
“礼物”、交通安全宣传彩页，面对
面和村民交流，通过通俗易懂的方
式提醒农民群众出门在外时注意

交通安全，尤其是中秋节期间车流
量增大，安全隐患剧增。 引导村民
中秋家庭团圆或走亲访友时，一定
杜绝酒后驾车，避免对自己和他人
的家庭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随后
向村民讲解了超员超速、 无证驾
驶、酒后驾驶、车窗违法贴膜、客货

混装、货车违法载人、驾乘摩托车
不戴头盔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引

发的严重后果。
此次中秋节农村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 使平时忙于生产的农民
群众对交通违法行为及交通安全

有了更直观、更深层次的认识，有
效提高了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
加固了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安全

防线， 为预防农村地区道路交通
事故奠定了基础， 有效提升了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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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念好脱贫攻坚“三字经”

9月 14日晚上，固始县博物馆举办主题为“赏中秋明月、诵中华经典”中秋节诗词朗诵会。 会上，
固始县博物馆小志愿者与蓝话筒口才培训学校等才艺机构的孩子们，先后朗诵和表演了《春江花月
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十几个节目，孩子们声情并茂，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同时，固始县博物
馆工作人员与部分家长也登台献艺，或朗诵、或演唱，整场活动轻松喜庆。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李 宇 摄

仅仅两年，聋哑人路田的生活
有了大变化。从前，她是息县项店
镇的贫困户，一年到头没啥收入，
如今，她成了镇上的“上班族”，月
薪近 3000 元。 “离板房住新房，学
技能上班忙，道路越走越宽，日子
越过越甜。 ”这几句话被路田写到
随身携带的记事本里。

从垃圾围村到美景绕村 ，塘
坝成风景，村级 CBD功能完善；从
土里刨食到地里生金， 村村谋产
业，村民家门口忙就业；从软弱涣
散到齐心协力，事事都透明，干群
就像一家人……脱贫攻坚这几年，
息县全力念好“三字经”，数以万计
像路田一样的贫困户换了活法，
320个行政村变了模样。 今年 5月
9日，息县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紧盯 “三件事”。 由赌博成

风、儿女不孝到德孝先行、文化输
出，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驻
息县弯柳树村第一书记宋瑞坚守

7 年， 不仅带领这个村子甩掉省
级贫困村的帽子， 还捧回河南省
首个 “中华孝心示范村”“弘扬中
华孝道基地”的荣誉。

“孝心村”火了，孝心产业来
了。2015年以来，超过 2万人到弯

柳树村参加孝道培训班和夏令

营，带动创收 200多万元。 村里的
变化还带动了“返乡潮”。 有人把
服装加工厂从东莞迁回家乡，有
人回乡创业，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弯柳树村是息县乡村蝶变的

缩影。“村美、民富、心齐”，在脱贫攻
坚中，息县紧盯这三件事，先后升
级改造村卫生室 328个，建成村级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288个，新建
通村通组道路 2200多公里， 培护
路肩 3800 多公里。 截至 2018 年
底，全县累计脱贫 2.4万余户 8.6万
多人，贫困人口综合发生率 1.03%。

善用“三股劲”。 在孙庙乡范楼
村一处拐角，浓荫蔽日，十余位老
人在此乘凉。 看到驻村第一书记张
学勇， 老人们就像看到自家儿子，
亲切地拉起手，话着家常。

村民的亲切源于党员干部的

亲劲。为了造就这股亲劲，息县把
群众笑脸作为价值标尺， 先后开
展“听民声、转作风、促脱贫”大走
访和“三走进一宣传”活动，免费
为贫困家庭开展亲子鉴定、 残疾
鉴定和健康检查， 解决他们的生
产生活难题。

为了锻造常抓不懈的韧劲，息
县连续开展多轮“百日攻坚”，主要
领导示范带动、走在前列，广大党
员干部积极响应、担当作为，以不

退出不休息、不全胜不收队的行动
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全县上下拧成一股绳， 苦干
实干拼命干。 明确了从县委书记
到帮扶责任人 11 类责任主体的
135 项责任清单， 建立了正科级
实职以上干部脱贫工作轨迹周报

告制度，定期公开，接受监督，确
保责任落实到位。

严把“三道关”。2017年以来，
息县连续开展多轮精准识别 “回
头看”和控辍保学、危房改造大排
查，紧扣贫困识别标准和程序，入
户走访，切实把好识别纳入关。

为把牢退出核查关，息县严格
对标“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对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全面核

查，对拟脱贫户、返贫户和新致贫
户逐户介绍家庭情况、逐户接受民
主评议，并将评议结果以大红榜的
形式公示到各村民组，接受群众监
督，确保过程公开、结果公正。

息县持续攻坚克难， 以实际
行动落实好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
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的要求，建
立动态管理识别回访机制， 畅通
县、乡、村三级渠道，对存在返贫风
险的贫困人口加强帮扶，疑似返贫
人口和发生重大变故的农户及时

纳入管理，确保脱贫不返贫、成果
可持续，把实动态长效关。

本报记者 赵恩烽

马依钒 周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