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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农林业生产安全
河区游河乡“四到位”做好美国白

蛾防控工作

本报讯 （张文霞 ）
为保护绿化成果 ，维护
农 林 业 生 产 安 全 ， 近
日，河区游河乡采取多
种有效措施，全力做好美
国白蛾防控工作。

组织领导到位。该乡
把 防 治 美 国 白 蛾 作 为

2020 年的一项重要工作
来抓， 组织召开 19 个村
（居） 及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会议，研究成立美国
白蛾防控领导小组，严格
落实分工责任制，确保领
导责任到位，目标任务到
位，政策措施到位。

宣传培训到位。该乡
利用广播、 微信短信、发
放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条
幅 、张贴宣传标语 、举办
防治培训班等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美国白蛾的危

害性和预防除治工作的

紧迫性，使社会各界和人
民群众了解美国白蛾的

危害性、 增强忧患意识，
积极参与防治工作。

疫情监管到位 。 该
乡采取以专业防治为主

的防控策略 ，乡村两级
建立横向到边， 纵向到
底 ， 全覆盖无缝隙的防
控责任体系 。 对辖区内
涉木涉绿企业 、 造林大
户 、 绿化造林施工单位
进 行 全 面 摸 底 调 查 和

检疫登记 ，加强除害处
理 ，严防美国白蛾传播
扩散。 建立固定测报点，
并明确专人负责虫情检

测记录及设备管护 ，确
保做到第一时间发现 ，
第一时间报告 ， 第一现
场除治。

督促落实到位 。 该
乡成立督察组，不定期对
美国白蛾疫情监测、防控
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督

促检查，确保此项工作落
到实处。

淮滨：小花椒 致富宝
打窝子 、浇水 、培土……

近日，笔者在淮滨县防胡镇胡
元村采访时看到，许多村民正
在田间移栽花椒苗木。 大家你
追我赶，忙得不亦乐乎。

“这里有我家 3 亩地 ，流
转给炳龙家庭农场，能拿流转
费。 我还在这里干点杂活挣工
资。 ”该村脱贫户赵秀英高兴
地说 ，“自己家里也种了 1 亩
花椒，收入还不错哩。 ”

“‘稻茬麦、麦茬稻’，一年
到头赚不了多少。 我就寻思着
能不能种点经济效益好的农

作物。 一次偶然机会，我了解
到种植花椒不错，就决定在村
里流转土地，成立淮滨县炳龙
家庭农场。 ”刘相尧说，“前期
种植的 70 亩花椒， 今年已经
见到效益了 ，去掉成本 ，一亩
地年赚 3000 元。 ”

花椒适宜温暖湿润气候

和土层深厚肥沃土壤， 耐寒、
耐旱、喜阳光，抗病能力强，有
着很好的市场前景。 “我们镇
专门派人赴省外考察学习，并

聘请专家来实地调研，发现花
椒在我们这里可以适应，决定
推广种植。 现在全镇有 500 多
户群众种植花椒，种植面积有
4000 多亩 ， 其中贫困户就有
380 户。 ”防胡镇党委书记郑海
中说。

“花椒 3 年就可以进入丰
产期， 第一年种苗施肥等，每
亩投资在 2000 元至 2500 元 ；
第二年人工精细管理；第三年
就可以结果 ， 一亩可产 200
斤，市场价在每斤 30 元左右。
此后的花椒树只需要管护，产
量会逐年增加。 ”淮滨县豫和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勇告诉笔者。
该县正在推广的花椒品

种是大红袍，在我国分布范围
较广，是优良品种。 该品种产
量高，生长迅速，树形紧凑。 每
亩可种植 120 株左右，预计每
株可采 20 斤花椒， 花椒树下
还可以套种其他经济作物，也
可以林下养殖鸡鸭鹅，经济效
益十分可观。

“我们公司采用全托入股
式、托管分享式和日常管理式
三种方式帮助群众种植花椒，

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 以村种
植 50 亩计算， 每年可创收 20
万元以上， 能带动 10 户贫困
户脱贫致富。 我们还独创‘三
位一体’ 的生态种养模式，实
现水、陆、空无缝结合，达到增
产增收、改良土壤、还原生态、
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目的，为淮
滨花椒产业发展 ‘可视农业’
和‘分享土地’打下基础。 ”陈
勇说。

如今，花椒已经成为该县
的新型产业 ， 特成立了花椒
“党建联盟+产业联盟”， 共吸
纳了芦集、 马集、 三空桥等 8
个乡镇（街道）的 18 个农业经
营主体抱团发展，已经种植花
椒 2 万余亩。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统
一培训、统一品种、统一管理、
统一加工 、统一包装 、统一销
售 ’的模式 ，打造相对完整的
花椒产、供、销产业链。链接党
员积极参与发展花椒产业，通
过土地流转 、务工 、加盟等形
式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

富 ，助推脱贫攻坚 ，服务乡村
振兴。 ”该县花椒联盟理事长
王泽琳说。

坚持因地制宜 发掘文化内涵
新县千斤乡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孔 翔 ）日前 ，笔
者 来 到 新 县 千 斤 乡 体 验 了

“田园王店 ” “老井杨家冲 ”
“书香抱耳”文旅一日游，近距
离感受“书香新县、信义千斤”
的独特魅力。

在老屋环抱的王店村大塘

不远处 ， 一堵正对着道路的
“村歌墙 ” 显得朴素而大方 。
“高高的毡帽岭， 怀抱着王店
村 ，门前那条河 ，养育了两岸
人。 ”“幸福靠奋斗，爱拼才会
赢 。 永远跟党走 ， 铭记党恩
情。 ”导游方静告诉记者，墙上

的村歌 《我们王店人 》由本地
文人雅客作词谱曲 ， 源自民
间，天然带着一股家乡熟悉的
味道。 该乡鼓励村歌创作，产
生了一批如《杨湾恋歌》《戴湾
之歌 》的优秀作品 ，尽显新时
期村民迎接全面小康社会的崭

新面貌。
镰刀、锄头、老油灯、黑白

电视机……走进王店村感恩
馆 ，数十件 “年味 ”十足的藏
品，让人仿佛梦回一段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 墙上的展板设计
别出心裁 ： 以一位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出生的人的人生轨
迹为主线， 使游客在短短百十
步里尽浏 “父母爱情”“农村习
俗”“求学之路”“投身事业”“发
挥余热”等篇章，带入感极强地
体现了感恩父母、感恩社会、感
恩国家和感谢党恩的主旨。

登车驶入绿树夹道的乡间

道路，10 余分钟笔者就来到了
充满书香气息的抱耳村。 这里
透着一股对读书人的敬重 ，
“读书为重” 村中流传的周氏
家训开篇明义。 在村中的书香
苑，记者看到一列列展板上载
满了抱耳村文人墨客的事迹，
使人忍不住疑惑为何此地人才

辈出。 “真水无香，加一点墨就
香了。 ”“到抱耳村走一走，哪
一座池塘没有洗过砚呢？ ”这
篇由该村走出的诗人胡光明所

作的《序》，仿佛默默无声地回
应了记者的疑惑。 “我时不时
带孙子来这里逛逛，鼓励他好
好学习，争取上个好大学。 ”村
民周老太告诉记者。

“我们不请文化设计公司
搞建设 ， 尽量从自身实际出
发 ， 发掘本乡本土的文化内
涵，避免套用模块化设计。 对
照上级要求， 结合自身实际，
在王店村、抱耳村探索实践文
化‘六个一’建设，取得了显著
的效果。 下一步，我们要在全
乡推广建设经验，以文化振兴
引领乡村振兴。 ”谈及乡村文
化建设，该乡乡长余地青说。

危房“清零”筑“安居”
罗山县庙仙乡改善贫困群众居住环境

本 报 讯 （ 何 铸 ）
日前，罗山县庙仙乡农村
危房改造工作督导组在

吴乡村六组贫困户杨世

发的新建房屋处检查施

工进度和建设质量。他的
房屋主体框架已完成 ，
正准备内外粉刷 、 安装
门窗。 “感谢政府为我危
房改造，还经常来帮助解
决建房中的困难，我很快
就能住进新房了！ ”杨世
发说。

今年以来，该乡结合
脱贫攻坚大走访活动，对
危改工作“回头看”，进一
步精准排摸现存危险房

数量 ， 制定危房改造清
零工作方案 ， 实行乡 、
村 、 部门三级协同负责
制，积极组织好危房改造
申报、鉴定、建设工作，推
动农村危房“清零”，不断

改善贫困群众居住环境，
提高生活质量，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对确定实施危房改

造的贫困户，实行挂户作
战 ，一户一策 ，强化责任
落实 ，跟踪督办 ，加强监
管，狠抓进度，严把质量。
该乡危改清零工作领导

小组坚持每周听取危房

改造工作汇报 ， 定期深
入危改现场解决实际难

题 ， 真正把党的惠民政
策落到实处 ， 让贫困群
众尽早住上新居。 同时，
该乡按照 “危房不住人 ，
住人不危房 ”的要求 ，对
已建新房的 D 级危改户
原老旧破房全面排查，登
记造册，由村集中组织拆
除 ， 对地面进行平整恢
复 ，消除安全隐患 ，改善
人居环境。

王店村小学校长在感恩馆为小学生讲述过去的故事 孔 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