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潢川:茶产业绘就致富路
本报讯（胡才顺 ）春光

明媚好采茶。 日前，在潢川
县仁和镇光州茶业基地，成
片的茶树吐露嫩绿新芽 ，
茶农们开始忙碌起来采摘

春茶。
“这几天天气好 ，光这

个基地每天都有几十人在

干活， 每天人均收入六七
十块钱， 贫困群众太高兴
了。 ”光州茶业老板 70 多
岁的老刘在茶业基地里介

绍道。
潢川县是淮南茶的重

要产区之一 ， 唐代茶圣陆
羽《茶经 》中就有 “淮南茶 ，
光州上 ”之说 。 近年来 ，潢
川立足传统优势 ， 积极探
索茶产业扶贫新模式 。 一
方面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
制定出台了茶产业发展规

划 ， 为茶农免费提供技术
培训和现场指导 ， 健全茶
叶生产 、加工 、营销产业化
体系 ， 促进茶产业逐年稳
步壮大。 另一方面，拓展精
准扶贫效果 ， 引导贫困户
参与茶叶种植 ， 采取 “公

司+合作社+贫困户 ”模式 ，
实行订单生产， 统一收购，
确保贫困户稳定受益，年人
均增收 1800 元以上。 吸纳
贫困户进入企业务工，年人
均增收 2000 元以上。 鼓励
贫困户的荒山土地流转，每
年每亩可获得 300 元左右
土地流转收入。

目前，全县茶园面积发
展到 17.3 万亩 ， 茶叶类专
业合作社 52 家、 注册商标
28 家 ，2000 多名贫困人口
依靠茶产业奔向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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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山县莽张镇机械化育秧

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秦 灼）春风送暖，

万物复苏。当前正是春耕生产
的大好时节，在罗山县莽张镇
秋满仓公司的一敞篷里， 一台
近 3米长的机器边上，堆放着不
少育秧基质、育秧盘和提前泡好
的种子，数名工人正忙碌着。

原来，农户们正忙着早稻
的育秧工作。 然而，与传统育
秧不同的是，这里正在进行的
是机械化水稻育秧。 可以看
到， 在机械精准快速的操作
下，一个个放上传输带的育秧
盘，相继完成了装土、配水、撒
种等工序，随后，农户们将已
撒上水稻种子的秧盘小心翼

翼地放在一旁，没几分钟便垒
起了数十盘。

据介绍，机械化育秧和机
械化插秧，效率相比人工育秧
翻上好几倍，不但节约时间成
本和人工投入，还能提高水稻
产量。而且秋满仓公司聘用的
工人大多是本地的贫困户，受
今年的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

工，他们在秋满仓实现了再就
业， 避免出现了因疫致贫、因
疫返贫的情况，进一步巩固了
脱贫成果。

推行机械化育秧，是秋满
仓公司当前及今后的一项主

要工作。 “每年机插都是短板，
成本高 ，服务对象少 ，没什么
人做。 ”该公司负责人说，大多
数农户的思维模式比较固定，
不想尝试新技术， 他们现在就
是试着去做推广， 让农户打开
思想， 让他们知道机械化育插
秧的可行性。“我们打算先以甘
岗村为试点打消村民的顾虑，
然后向全镇、周边乡镇推广。 ”

机械化育插秧对全镇都

是一个短板，为进一步提高春
耕生产效率，罗山县农业农村
局和镇政府鼓励推动春耕春

种机械化、高效化、优质化，在
相关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全
镇已有专业化农民合作 200
家，今年已实现早中晚机械化
育秧 2.5 万亩。

连日来，潢川县公安局在开展疫情防控的同时，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复工复产企业
对消防通道、消防设施运行、用火用电安全、灭火器材配备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为企
业安全生产营造了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图为该局民警正在一家复工复产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的情景。
刘明军 摄

增收兜底解难题 脱贫攻坚脚步疾
固始县徐集乡尽锐出战打响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本报讯（杨 明 马晓冲）
时不我待争朝夕，脱贫攻坚
脚步疾。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态势形成以后，固始县
徐集乡党委政府以更大决

心 、 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
坚，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尽
锐出战，确保打赢脱贫攻坚
收官之战。

3 月 22 日上午， 在徐
集乡徐集村服装厂 ，10 多
名佩戴口罩的女工，正在熟
练地进行服装来料加工。轻
盈活泼的缝纫机声，宛如动
听的乐曲，让人陶醉其中。

徐集村服装厂是一家

扶贫企业，共安置留守妇女
40 名 ， 其中贫困户 10 多
名。 “我在这里上班每月收
入 2000 多元，还能照顾家，
挺好的。 ”贫困户李雪姣对
前来了解复工复产情况的

徐集乡党委书记胡伟说。
扶贫车间是徐集乡贫

困群众增收的一个重要渠

道。 该乡现有 14 家扶贫车
间 ， 去年共吸纳 400 多人
在家门口就业 ， 其中贫困
户劳力 200 多人 ， 人均年
收入 2 万元。为了确保留守
在家的贫困户劳力有活干、
有钱挣， 徐集乡党政领导
及时深入各扶贫车间，为企
业解决防疫物资、招工进料
等实际问题，力促企业尽快
恢复生产 ， 让贫困户早日
返岗复工。 目前，全乡扶贫
车间大部分已复工复产 ，
115 名留守在家的贫困户
劳力 ， 本月底可以全部返
岗复工。

截至 2019 年年底 ，徐
集乡有未脱贫人口 127 户
224 人，因病因残致贫占比
高 ， 依靠自身脱贫难度较
大。 对此，徐集乡紧盯脱贫
目标 ，强化精准帮扶 ，压实
干部责任， 实行挂牌督战。

采取兜底＋产业 、 兜底＋产
业＋就业和实行集中供养等
措施，因户施策、因人施策，
落实落细扶贫政策，确保剩
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为了确保已脱贫户和

脱贫监测户不返贫、边缘户
不致贫，徐集乡组织 400 多
名帮扶干部进村入户，扑下
身子解决制约贫困户生产

生活的问题。 在县交通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6 公里路况
较差的村组道路，现已勘查
规划完毕， 即将投入施工；
对排查中发现的 22 户符合
“危房清零”条件的“四类人
群”，已申报到上级部门；某
村 6 个外出贫困户，没能及
时上交 2020 年新农合个人
负担款项，责任干部先拿钱
垫上， 贫困群众非常感动。
一件件实事 、“小事 ” 的落
地 ，既赢得了民心 ，也补齐
了脱贫攻坚短板。

平桥区兰店街道多措并举

发展林下经济
本报讯（胡遥展）为实现林

地生态效益的优质化和经济

效益的最大化，建设富民兴农
的“绿色银行”，平桥区兰店街
道强化工作举措，立足自然条
件、市场需求，抓好技术服务，
坚定发展信心，抓实抓细抓深
林下经济产业发展。

该街道立足乡情、 林情，
精准勘察，科学规划，确定林
下经济发展总目标，采取“龙
头企业+基地+农户”及“产业
专班+合作社+责任区管理”产
业化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食用
菌、中药材、养鸡、养鹅、养蜂
等种养殖产业。成立农技等部
门为指导的技术服务组织，分
片包户定期进行林下经济实

用技术培训，提供全方位技术
指导服务，解决林农生产过程
中的技术难题，不断提高农民
专业技术、技能水平。 以规模
化推动发展。 重点扶持一批
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林下

种养大户、 加强资金用地供
给，全方位跟进技术服务，提
高专业技术和技能水平，大力
推广林下高效种植养殖新技

术、新成果，保障林下经济快
速发展。

在充分尊重农民自主权

的基础上 ， 该街道引导农户
通过多种经营模式发展林下

经济 ， 探索出了农户自主经
营 、大户规模经营 、入股分红
合作经营、龙头带动企业化经
营等一系列经营模式。 宣传引
导农户逐步走上互助合作、风
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发展
路子， 按照农产品溯源理念，
打造标准化 、可信赖 、重品质
的农产品品牌，把日益注重生
态 、 健康的消费市场紧紧抓
牢。 截至目前，林下经济引进
实施主体 11 个， 入股分红合
作经营 11 家、龙头企业 2 个。

该街道坚持把传统方式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按照规范
化 、流程化 、科学化的方式开
展生产管理，严格按照已制订
生产管理流程进行生产、疾病
预防等。 把市场批发、电商平
台等多种线上线下销售方式

整合起来 ， 迅速做优示范存
量 、做大示范总量 ，加快打造
一批高标准林下经济特色产

品助农增收。 目前全乡 9 个村
（居） 计划建设 6 个项目百亩
以上基地 10 个， 已实施 5 个
项目百亩以上基地 6 个，预计
将带动 650 户群众增收 7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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