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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潢川县公安局来龙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乡村，走进田间地头，在开展冬季
巡逻防范的同时，零距离走访村民群众，收集社情民意，全方位做好辖区冬季安全防范工
作。 图为该所民警正在向给麦田清挖排水沟的村民了解辖区治安情况。 刘明军 摄

平桥区肖店乡

分类施策抓实主题教育
信阳消息 （杜天翔） 平桥区肖店乡狠抓在职党

员、在家党员、老弱党员、流动党员“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量身定制、分类施教、靶向发力，确
保“四支队伍”学以致用。

严格标准锻造在职党员“先锋队”。 该乡依托理
论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 坚持每天学习一小时、
每月一次交流研讨，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学党
章、党史、新中国史，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不断
增强党性、提高素质，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明确任务发挥在家党员“作用力”。 该乡对常年
在家、能够正常参加学习的农村普通党员，依托田间
地头、农家小院和合作社，通过“党员活动日”“三进
三学三促”等“专门学”，结合脱贫攻坚政策宣讲等工
作“上门学”，让农村党员易学乐学，学以致用、用有
所成。

互学互促用好老弱党员“智慧库”。对年龄偏大、
体弱多病、 行动不便的老党员， 该乡采取上门送资
料、现场读书和专题辅导的方式每月送学一次，把课
堂搬到家里、把理论送到心中，让老党员不掉队、不
漏学。同时，组织老党员讲述入党经历、工作实践，引
导年轻党员坚定不移相信党、拥护党、跟随党。

跟踪服务凝聚流动党员“向心力”。 对长年在外
务工的零散流动党员，该乡建立了微信群，每天推送
学习内容、最新要求和学习动态。以支部名义向流动
党员邮寄一本《摘编》、一本党章、一个笔记本，让每
名流动党员都能全程跟学不失学。

商城县河凤桥乡

“三变”变出农民新生活
信阳消息（夏润熙）商城县河凤桥乡以“三变”改

革为契机，推行“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
观光农业、采摘农业、绿色农业、休闲农业，实现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目标，让群众在
沉睡已久的资源中获得红利。

丰富群众的“菜篮子”。 该乡充分利用距离县城
较近的区位优势和紧靠灌河的自然优势， 培育壮大
辛店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种植良种黄瓜、西红柿、辣
椒、萝卜、芹菜、生姜等四季新鲜蔬菜和反季节优良
品种蔬菜。目前，灌河沿途种植蔬菜 1500 余亩，品种
50 余个，年产蔬菜 15000 余吨，产值 1500 万元，带
动 300 多个闲置劳动力务工就业，在县城多家超市、
农贸市场建立直销网点， 真正成为县城居民 “菜园
子”、当地菜农的“钱袋子”。

提供新鲜的“果盘子”。 该乡在 G220 沿线，以鼎
盛、蓝康、常盈等合作社为依托，流转闲置土地 3000
余亩，种植有机葡萄、猕猴桃、草莓、蓝莓、西瓜、薄皮
核桃等，带动周边 300 余户群众通过土地、入股、务
工等形式参与分红，每到瓜果飘香的季节，前来采摘
的游客络绎不绝，不仅为他们提供新鲜的水果，也为
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新亮点。

打造优质的“米袋子”。该乡在种植水稻核心区，
以长青、绿色家园、万家园等合作社为带动，采取“科
技+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方式，大力推广“种
绿色稻、养生态鸭（虾）”的共生模式，打造“稻鸭香
米”品牌，促进农业优化升级，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
提升了稻米品质，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的局面。目前，全乡种植再生稻 4000 余亩、稻鸭（虾）
共作 5000 亩，每亩增加收入 1500 元左右。

“獭兔王”的创业之路
“獭兔养殖可以做到互补，

皮行情不好的时候有肉来弥补，
肉行情不好的时候， 有皮来弥
补。 ”黄清日指着正在建设中的
新场房对笔者说：“獭兔市场比
较稳定， 我今年又建设了四栋
1600 平方米的新场房， 场房年
底前就可以投入使用，下一步养
殖场可以增加 8000 只种兔和商
品兔养殖。 ”

11 月 27 日，笔者在淮滨县
新里镇杨集村的獭兔养殖场看

到，基地负责人黄清日正在组织
员工们为獭兔喂养饲料。

2008 年， 黄清日看到中央
电视台播放的陕西省某家养殖

场养殖肉兔能赚大钱，就决定要
干这一行。 从陕西考察回来后，
他筹集了 30 多万元资金建厂
房、买肉兔，开始了创业梦。

“陕西那边养殖公司资金断
链，以前说好了的回收商品兔，

但因缺资金没有履行回收合

同”，2008 年的一场金融风暴给
了黄清日当头一棒！再加上养殖
没经验缺技术，这一年他的肉兔
养殖全亏了。

然而，黄清日并没有因为这
次失利而放弃。 2009 年底，他再
次远赴山东、四川、西安等多个
地方考察学习。 学成归来，他决
定变肉兔养殖为獭兔养殖。

2010 年， 兔行业在经历了
两年阵痛之后市场开始回暖，这
一年，也给黄清日带来了命运转
机，他当年养殖的 2000 只獭兔，
赚取十多万元。 正是这一年，他
注册成立了淮滨县新益康兔业

有限公司。
10 年来， 随着黄清日养殖

技术不断提升，他的獭兔养殖量
也像滚雪球一样从数百只发展

到今天的 3 万多只。 “獭兔市场
一直很稳定， 公司每年收入在
70 万元-80 万元。 ”黄清日高兴
地说。

致富不忘众乡邻， 黄清日

积极带领周边群众脱贫致富 。
公司采取 “合作社+基地+贫困
户”的发展模式，与贫困户签订
自养、代养合作协议。 实行统一
笼具 ，统一饲料 ，统一配种 ，统
一防疫，统一出售，统一技术等
“六统一 ”指导 ，并对养殖商品
兔实行保底回收。 在他的影响
下， 淮滨县獭兔养殖已发展到
300 家、20 万只，当地人亲切地
称他为“獭兔王”。

由于养殖獭兔投资小、见效
快、收益高，能为淮滨县脱贫攻
坚提供强劲动力。该县在黄清日
成立的新益康兔业有限公司基

础上积极成立了“獭兔”产业联
盟，该联盟采取“党建+产业+龙
头企业+示范基地+新型农业主
体+农户 ”的发展模式 ，辐射到
新里镇 、赵集镇 、芦集乡 、台头
乡、三空桥乡、谷堆乡、张庄乡等
7 个乡镇，带“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5 家，带动 273 户贫困户发
展獭兔养殖 12000 只、户均增收
4000 元。

潢川县：医保报销走上“快速通道”
信阳消息 （余成水）“我的

新农合医保报销材料都上报医

保局几个月了， 我也去咨询了
好几次，他们还让我再等等，办
事效率这么慢，你们管不管。 ”
今年 9 月份， 群众的一通牢骚
电话引起了潢川县纪委监委的

高度重视。
县纪委监委立即组织深入

调查， 医保报销费用慢是长期
困扰群众的难题。 今年新组建
的县医疗保障局虽整合了多个

部门， 构建了完善统一的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

保险制度， 但医保报销慢的问
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最长

报销时间竟长达 11 个月，对此
群众颇有微词。

“医保报销事关千家万户，
必须马上解决。 ”县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县纪委监委和县医保局从

最棘手的县内住院医保报销入

手，要求县内各医疗机构积极实
行“一站式结算”服务，患者出院
时就能结清相关医保费用。潢川
县人民医院迅速行动，仅仅用 7
天时间， 完成了结算中心房屋、
窗口改造，配齐网络、电脑、身份
证读卡器、医保芯片、打印机和
验钞机等。 将原来按照职工、居
民、农民身份分别设置的办理入

院手续的窗口， 改为集中受理；
患者出院时在 “一站式结算中
心” 一次性办结医保报销费用，
县内就诊医保报销难的问题迎

刃而解。
“我们还积极宣传引导在

外务工人员异地就医即时结

算；对于回县报销的群众，推进
‘一窗式受理、 一次性告知、一
站式办结和最多跑一次’ 的服
务体系。 ”县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胡龙洋说道。至此，潢川县医保
报销走上 “快速通道 ”，真正实
现了让数据多跑路、 让患者少
跑腿， 群众对这一举措纷纷给
予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