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良刚

责编：程 云 质检：陈 艳

2021 年 4 月 14 日 星期三06 政务商城时报[ ]

强化政治责任 激发担当精神
商城县观庙镇“三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柳 杨）为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进一步提升党性修

养、强化政治责任、激发担当精
神 ， 商城县观庙镇不断夯实
“学”的基础，通过领学、乐学、
研学等方式， 切实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领学“动员会”，抓好开局。
该镇党委第一时间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会， 传达学习相关
文件精神， 并安排党史学习教
育具体工作。各党支部吹响“先
学一步、先悟一层”号角，结合
“三会一课”、主题党课、专题学
习、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等，让党史学习教育在
全镇迅速“热”起来、“活”起来、
“火”起来。

乐学 “微课堂 ”， 丰富形
式。 该镇党委每周一早会开设
“学习课堂”，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开展集中学习。 各党支部结
合主题党日活动，不断开展微
朗诵、微党课、微故事、微分享
“四微 ”活动 ，以活泼轻松 、内
容新颖的形式提高党员干部

学习积极性。 截至目前，全镇
各党支部共开展 “四微 ”活动
20 余场 ， 个人撰写学习心得
60 余篇。

研学“榜样人”，对标提升。
结合该镇“状元乡”优势，充分挖
掘收集历史名人典型事迹及本

土老一辈先进人物感人故事，利
用讲党课、 党建微信群推送、举
办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春

季培训班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
对标先进、审视自身，向“典型”
学习、向“榜样”看齐。同时，各党
政领导、 包村干部带头深入村
组，向“民间高手”学习，与“本土
能手”交流，丰富基层阅历，拉近
干群关系，掌握群众所思、所想、
所盼，积极化解群众困难，确保
学用结合、取得实效。

助力平安建设
商城县冯店乡扎实开展 “两率”

提升工作

本报讯 （巴 黎） 为切
实提高服务群众水平，提升
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
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助力
“平安冯店”建设，商城县冯
店乡高度重视， 扎实开展
“两率”提升工作。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为切实做好“两率”提升工
作，该乡党委、政府多次召
开“两率”提升工作推进会，
传达市、 县有关会议精神，
对“两率”提升宣传等工作
进行安排， 制订工作方案，
细化具体措施。明确专人负
责，定期对“两率”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登记、考评、督导，
确保工作落实落细。

加大宣传，营造氛围。
该乡充分利用网络、微信、
LED 屏滚动播放、 悬挂横
幅、 出动流动宣传车等方
式强化宣传 “两率 ”工作 ，
在主要街道 、超市 、学校 、
卫生院等人流量集中位

置 ，张贴 、发放 “12340”宣
传彩页。

加强巡逻，排查重点。
该乡整合乡机关 、综治中
心 、派出所等单位人员力
量 ，成立工作专班 ，对辖
区内主要路口 、 重点区
域 、重点路段等进行夜间
治安联防巡逻防控 ，加大
巡逻和检查力度 ，提高群
众见警率 ，同时也提醒群
众防火防盗 ，做好安全隐
患排查。

创新形式，突出实效。
该乡利用司法所 、综治中
心法治宣传教育 “进村
居 ”和 “进校园 ”系列活
动 ，加强学生及家长法治
教育宣传 ，提高在校学生
及家长的辨别能力。 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
办实事 ”实践活动 ，组织
乡村干部逐户走访宣传

“两率 ” 提升工作 ， 进行
“面对面 ”讲解相关知识 ，
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对平

安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和

参与率 ，增强防诈骗意识
和法治意识。

4 月 5 日， 在商城县河凤
桥乡栏杆桥村碧水蓝天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机器轰鸣，负责人
李英军开着犁田机平整秧田，
十余户农户正在田边拔草、筑
田埂。

“去年流转接近 1100 亩田
地，种出优质水稻 100 余万斤，
养殖稻田鸭 10000 多只， 纯收
入近 40 万元。 今年我很有信
心， 准备发展鸭田稻 1600 余
亩，还有 10 天再生稻就可以插
秧了。 ”李英军信心满满地说。

据了解，李英军从 2016 年
开始承包土地发展种养殖，主
要从事稻鸭共作、中药材种植，
冬季还种植小麦和油菜 ，2017
年 11 月成立合作社。

“我看到当前农村很多劳
力都外出了， 很多田地都无人
耕种，很可惜，我就决定把这些
田地都种起来。一开始没经验，
种七、八十亩，后来逐年增多，

今年发展到 1600 余亩了，涉及
河凤桥、 上石桥、 李集三个乡
镇，流转成本每亩 150 元。 ”李
英军说，“合作社现有固定员工
8 人， 农忙季节每天临时用人
60 人到 80 人。 ”

“我常年在合作社干活，每天
150元。 李英军人很好，还经常手
把手教我们稻鸭共作种植技术。 ”
正在田里干活的村民蒋雨军说。

据李英军介绍， 稻鸭共作
的主要原理是利用鸭旺盛的杂

食性和不间断的活动， 为水稻
生产助力。 鸭吃掉稻田里的杂
草和害虫， 鸭的活动刺激水稻
生长， 同时， 鸭的粪便作为肥
料。而稻田则为鸭提供劳作、生
活、 休息的场所以及充足的水
源和丰富的食物。

“以目前的市场价格，稻鸭
共作以每亩稻谷产量 800 斤 、
麻鸭出栏 18 只计算，每亩除去
成本净利润在 1500 元以上，是
常规水稻种植方式净利润的 4
倍。同时，每亩减少化肥、农药、

除草剂的投入 100 元以上。 稻
鸭共作生产出来的大米生态环

保，绿色无公害，通过原耕电商
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稻田鸭销
往城关各大酒店、市场，也是供
不应求。 ”李英军介绍说。

“李英军非常勤劳，他把老
百姓闲置的田地都利用起来，
发展稻鸭共作、 种植小麦油菜
和中药材，一年四季都没闲着。
乡村振兴首先需要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就需要一大批像李英

军一样倾心发展产业的种植大

户的示范带动， 他们在自身发
展的同时， 也带动乡亲增收致
富。 ”栏杆桥村村支书余宏说。

“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扶
持，农村的发展前景肯定很好。
接下来， 我要不断扩大种植规
模，钻研稻鸭共作种植技术，把
我流转的田地做成全县稻鸭共

作的示范田， 为乡亲们提供经
验， 带领乡亲们发展现代高效
生态农业，增收致富。 ”谈起未
来的发展，李英军充满信心。

李英军：稻鸭共作奔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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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 商城县汪岗镇韩冲村茶园内， 一排排茶垅
间，采茶工人忙个不停。 韩冲茶园位于商城县城南 12公里
处，茶园面积占地 8000余亩，素有“万亩生态茶园”的美誉。
近年，该村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在茶叶上下功夫，做强做大
茶产业规模，走茶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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