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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出健康美 舞出幸福感
河南省第四届艺术广场舞展演活动商城县选拔赛开赛

县区
传真

增收双赢
罗山县周党镇扶贫车间激发产业

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 （罗海涛 ）近年来，罗山县周党镇充分
发挥扶贫车间在发展区域经济、 解决农村劳动力
就近就业、带动贫困户直接增收等方面作用，把扶
贫车间打造成为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 激发乡村
产业发展新动能。

注重优势合理布局。 周党镇围绕打造“一村一
品”，结合区域资源禀赋、产业特色、交通区位等比
较优势，因地制宜，先后在青龙村加工业车间、朱
楼村茶叶加工车间、 灵山茶业公司茶产品包装车
间等三个规范化扶贫车间， 弥补村级产业基础短
板，挖掘村级产业发展潜力，搭建发展平台。

村企合作强化管理。 该镇采取镇建、村管、企
业运营管理，并形成了“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
模式。 在政策上对符合条件的扶贫车间给予资金、
设施、用工以及租金减免等各方面扶持，帮助吸纳
更多贫困群众通过到车间务工实现稳定增收。

提升就业扶贫力度。 该镇对扶贫车间入驻企
业前期进行严格考察，先后引进禾欣砂带公司、灵
山茶业公司入驻车间，从规范企业管理制度，严把
企业产品质量，让扶贫车间与市场实现有效对接，
确保扶贫车间真正发挥带动作用。 截至目前，吸纳
劳动力稳定就业 60 余人、 临时就业 100 余人，每
人每月增收 1800 多元，实现了企业发展与群众增
收双赢局面。

本报讯 （曹良刚 ）8 月 4 日
晚 8 点，商城县文体广场歌舞飞
扬，人满为患 ，由中共商城县委
宣传部 、 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主
办、县文化馆承办的 “群星耀中
原·美丽新乡村 ”———河南省第

四届广场舞展演活动商城县选

拔赛首场比赛正在举行。
据了解，本次大赛分两场初

赛，一场决赛。 在每一场初赛中，
从高分到低分评出前 8 名，全县
共选出 16 支参赛队进入决赛 。
初赛和决赛现场评分，现场公布
成绩，决赛后现场颁奖。 比赛设
一等奖 1 名 ， 奖励价值 3000
元以内奖品；二等奖 2 名，各奖
励价值 2000 元以内奖品；三等
奖 3 名， 各奖励价值 1000 元
以内奖品；其他名次或奖项颁发
获奖证书。

根据提前下发的选拔赛活

动方案 ，各乡镇最少选送 1 支
队伍参赛 ，赤城街道办事处 、鲇
鱼山街道办事处最少选送 3
支队伍参赛。全县各单位、社区、
农村广场舞文艺团队均可报名

参加。
当晚，河凤桥乡新店广场舞

队、黄柏山管理处广场舞队等 18
支舞蹈队参加首场比赛。

“为了这次比赛， 提前半个
月我们舞蹈队现编 《采茶舞》参
加今天的比赛 ， 姐妹们都很认
真，一个星期我们都练熟了。 平
时 ，我们吃罢晚饭 ，就到村文化
广场上跳广场舞，现在生活水平
都提高了，老百姓文化生活也丰
富了，2018 年， 我们还专门成立
了喜洋洋民间艺术团，经常参加
演出活动。 ” 刚参赛完的 62 岁
的黄柏山管理处代表队队长潘

道珍微笑着说。

“我很喜欢舞蹈，听外婆说，
今晚这里有广场舞大赛，就和外
婆一起来看了，没想到节目这么
精彩，看来现在我们县会跳广场
舞的真不少，商城不愧是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 ”现场观看节
目的县四小李梓萌小朋友乐呵

呵地说。
据了解 ，近年来 ，该县高度

重视文化工作，把文化建设作为
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大力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
成了 374 个基层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 实现了文化阵地全覆盖，
有力促进了全县文化事业繁荣

发展。 该县已连续 7 年成功举办
广场舞大赛，广场舞成为群众身
边最受欢迎 、参与度最高 、最具
健身效果的文化活动，广场舞大
赛也成为全县群众文化活动的

一张靓丽名片。

“白胖子”变身“金豆子”
罗山县尤店乡做大做强花生产业

本报讯 （甘玉麒 ）为加快经
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近年来，
罗山县尤店乡立足本地实际，依
靠市场拉动 、企业带动 、政策推
动，着力推进花生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 不断扩大花生种植规
模，拉长花生产业链条，把“小花
生 ”做成了 “大产业 ”，使 “白胖
子”变身为“金豆子”。

优越地理条件开启花生产

业发展的“金钥匙”。 该乡北部的
顾寨、双楼、田堂、李湾等村因为
靠近河、淮河，地势平坦、土壤
疏松 、有机质高 ，非常适宜种植
花生。 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 ，该乡积极宣传推广 、引导
企业参与 、激发群众热情 ，在沿
河地区大力发展集种植、 加工、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花生
产业。 同时充分发挥花生耐旱耐
瘠的特点 ，在南部罗洼 、罗塘等
村的“三坡”地大力种植花生，实
现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花

生生产的高质高效。
创新经营模式迎来花生产

业发展的“艳阳天”。 由各村支部
书记 、主任和村干部带动 ，推行
“书记+合作社+客商+农户”的发
展模式， 先后扶持发展 45 家花
生生产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花生种植大户，提供产前、产中、
产后全程服务， 提高规模化、机
械化 、科学化种植水平 ，将灾害
风险损失降到最低。 引导农场大
户和专业合作社扩大花生种植

面积的同时，鼓励花生产业往精

深加工方向发展， 提升附加值，
提高经济效益。

优惠政策扶持成为花生产

业发展的“摇钱树”。 该乡充分利
用县级推进花生产业发展的优

惠政策 ，采取 “先建后补 ”，实施
“以奖代补”，积极宣传推广，不断
做大做强。今年以来，全乡已先后
建成 7个成方连片的花生种植示
范基地， 花生种植面积 7700 亩，
申请拨付奖补资金 339 万元，带
动 1118 户贫困户实现户均增收
1500 元。 同时围绕花生产业，不
断引进龙头企业和配套项目、补
链项目，利用花生优势，积极联系
走访，加强跟踪洽谈，与省内外、
县周边多家企业签约订单， 促进
花生经济不断做大做强。

8 月 6 日 ，光山
县寨河镇耿寨村新

生合作社社员正在

冒着高温酷暑收获

莲藕。今春该合作社
引进种植 380 多亩
高效品种珍珠莲藕，
现在喜获丰收，经成
本核算平均每亩收

入 5000 多元。 合作
社采取 “基地＋合作
社+农户” 的种植经
营模式 ， 吸纳村里
29 名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人均年纯收入
2.7 万元， 村民们通
过种植珍珠莲藕走

上致富路。
谢万柏 摄

从“心”入手
光山县白雀园镇确保各项民生工

程落地生根

本报讯 （邹晓峰 程新宇 谢庆锋 ）如何抓实
抓好民生工程，密切党群干群之间关系？ 光山县白
雀园镇从“心”入手，确保各项民生工程落地生根。

政策宣传深入人心。 该镇创新民生工程宣传
载体，充分利用镇电视台、微信工作群、村村响大
喇叭等开展广泛宣传；安排村（居）编排特色节目
以及现场有奖答题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让宣
传活动更接地气、聚人气，提高民生工程的辐射力
和透明度。

公开透明群众放心。该镇坚持群众满意为最终
检验标准，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参与、监督，并
将阶段性进展在镇、村（居）公开栏和信息公开网站
进行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增加民生工程透明度。 谋
划项目前要求镇、村（居）干部深入一线，听取收集
群众意见，真正做到民生工程“群众说了算”。

加强联动上下齐心。该镇成立以纪检牵头的民
生工程督查组， 健全民生工程工作网格化管理，发
挥村（居）民生工程信息员作用，让信息员当好辖区
民生工程联络员，确保每项民生工程有人管、有人
抓，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全面推进百姓暖心。 该镇按照“应保尽保”原
则，进一步核实补助对象信息，保证补助资金及时
足额发放，切实减轻群众因病、因灾损失，增强风
险抵御能力，兜牢民政保障底线。 围绕农村住房、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工程， 不断优化群众生
产、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