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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闻

这个春节，伊滨区庞村镇的农民朋友在自家门口
赶起了“庙会”——成千上万的村民聚集在该镇的钢
制家具产业集聚区内，逛一场独具特色的钢制家具
博览会。

“你们这声势真大，光看这车牌号，北京的、上海
的、山东的、甘肃的，全国各地来的都有人。”记者说。

“那你就错了。别看这么多车，几乎都是咱本地
人。”洛阳市钢制家具协会会长王元元笑着说。

农历正月初五（2 月 20 日），已是博览会的第三
天，集聚区内仍人头攒动，来往车辆把道路围得水泄
不通。

“这场博览会真来劲，刚才有个客户一下子订了我
们600个不锈钢中药柜，真是2018年开门红啊。”洛阳
特美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亮亮激动地说。

庞村镇的钢制家具产业从 1982 年起步，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目前占领全国同类产品约60%的市场份
额。同时，该镇致力于改变原有的销售模式，成为阿里
巴巴认证的河南省首批淘宝镇之一。

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钢制家具生产基地，销售
网点更是遍布全国县级以上各类大中小城市，带动了
7万多名销售人员外出创业。

春节期间，这支庞大的外销人员纷纷回家过年。
为抓住这一时机，洛阳市钢制家具协会主办了首届钢
制家具博览会。

“以前过完春节，我们要挨家挨户去企业考察，选
定代理的产品。今年方便多了，所有企业都集中在这
一个博览会上，真是省时又省力。”常年在兰州市经销
钢制家具的杨杰说。

“号外！号外！经组委会批准，花冠公司原定于下
午召开的订货会，地址改在展馆舞台举行。”

“来自牙买加的国际友人，已经与我们签订了初步
的合作意向，这是我们公司的首笔海外订单。”

…………
在博览会的企业家微信群里，喜讯频传。
王元元介绍，从大年初三到初六，博览会 120 个

展位共计展出 5000 余件（套）产品，吸引近 4 万人次
参观，企业订单额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目
前，协会正考虑在庞村镇建设钢制家具展馆，邀请
更多外籍客商参与，进一步提升庞村钢制家具在国
内外的影响力。

本报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张志军 杨万通 文/图

庞村镇利用外销人员春节返乡时机，
举办首届钢制家具博览会——

淘宝小镇的别样“庙会”

■ 20日下午，2018“河南人回家”联谊会在
我市举行，来自阿联酋、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和
地区，以及云南、吉林、广东等省的河南和洛阳商
会负责人、豫籍企业家代表、高校专家学者、知名
书画家等参加联谊会。大家畅谈回乡感受，分享
创业经验，互通行业信息，共谋发展大计。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陈卫平等参加活动。

（朱艳艳 宋红伟）

本报讯（记者 白云飞）“活了大半
辈子，终于赶上这‘滋腻’好光景啦！”今
年春节，栾川县秋扒乡雁坎村的崔战松
一家在镇区扶贫搬迁社区的新房里，度
过了搬迁后的第一个新年。新房贴着大
红福字，敞敞亮亮，喜气洋洋，老崔的眉
眼里满满都是笑意。

恰如老崔的幸福，今年春节前，全市
共有1748户6594名贫困群众享受到易
地扶贫搬迁政策，乔迁新居过新年。搬

迁，从山上到山下，对于乡亲们而言，不
仅仅是空间上的简单位移，通过设施配
套和产业扶持，他们将开启新的生活，实
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易地扶贫搬迁是新一轮脱贫攻坚战
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五个一批”的重要内容。在我市6个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4 个属于秦巴
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对居住在“一
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山区群众来说，

早一天搬迁，就能早一天脱贫。
“十三五”以来，我市把易地扶贫搬

迁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重点民生工程
来抓，确定了“五年任务三年完成”的目
标，要求 2018 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易地
搬迁任务。截至 2017 年年底，省下达
我市搬迁安置任务如期完成，并全部分
房到户。

分得到房，更要住得进去。春节前
夕，我市筛选44个能够节前入住的搬迁

项目，加快完善设施功能，扎实做好群众工
作，让更多群众搬出大山迎接狗年春节。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在工作
推进中，各地坚持搬迁与脱贫“两手抓”，

“挪穷窝”与“换穷业”“拔穷根”并举，通
过大力发展来料加工、劳务输出、公益性
岗位开发等渠道，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根据工作部署，今年年底前，全市
纳入搬迁范围的20304名贫困群众要全
部搬迁入住。

搬出深山窝 迈入新生活

1700余户贫困群众新居过大年

今年春节，对于栾川县秋扒乡雁坎村崔战松一家来
说，算是过上好光景啦——在亮亮堂堂的楼房里，挂上喜
气洋洋的福字，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合家团圆、迎送亲
朋。用崔战松的话说，这样的好光景叫一个“滋腻”。

20日，正月大年初五。午后天气晴好，崔战松
骑上摩托车，径直进了山。作为一名生态护林员，春
节期间森林防火，他还须多加留意。

“每月工资750元，对咱山里人来说，不多，也不
算少。”老崔管护的林子分布在社区新家通往老家的
途中。所以，他隔三岔五就会回老家看看。

崔战松的老宅在山上，海拔高，地瘠薄，一辈子
土里刨食，勉强顾上温饱。土坯房住了几十年，摇摇
欲坠。“手一抠，土块窸窸窣窣地直往下掉。”摩托车
停在已经拆除殆尽的旧宅前，崔战松面色凝重，思绪
万千。那残垣断壁，仿佛勾起了贫苦的记忆。

“也没啥舍不得。”想想现在一家五口住着125
平方米的大房子，崔战松眉头舒展开来。然而，就在
去年村里发动搬迁的时候，老崔还辗转反侧，拿不定
主意。“不花一分钱，搬下山住楼房，做梦都想。在山
上，日子紧巴，但开销少。要是下了山，一家人张嘴
吃饭，都要钱啊。”让他最揪心的就是收入。

搬出来，换了片天地，也换了种活法。如今，让
崔战松高兴的，不仅是因为窗明几净的三居室取代
了破败不堪的土坯房，更缘于庄稼把式有了新营生。

“过去，一年四季泡在地头。现在，上了楼，种地
成了副业。”老崔说，他现在身兼两职，一个生态护林
员，一个社区保洁员，每月固定收入1050元。老伴
在社区电子产品来料加工厂上班，挣的比他还多。

想想未来，崔战松心气儿可高了：“山上那么苦，
俺都撑过来了，山下条件这么好，肯定能把日子过得
不输人！” 本报记者 白云飞 特约通讯员 李艳

“从土瓦房到新社区，今年俺家四口人在新家里
过的年，真得劲儿！”20日下午，记者来到汝阳县十
八盘乡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时，49岁的胡战规乐滋滋
地说。只见，他家100平方米的三室新居干净整齐，
喜庆的窗花“福”字在光照下熠熠生辉。

“有福啊，赶上了好时候。”胡战规感慨道。胡战
规家祖祖辈辈生活在深山里的十八盘村老君堂组，举
目四望尽是山。由于交通不便，胡战规每次出门得步
行5公里到大路上，才能坐上去县城的客车。出行
难、种地难、饮水难，胡战规一家始终过着靠天吃饭的
穷日子。前年，他不幸患上脑瘤，无力再挣钱供养上
学的儿女。家里顶梁柱倒了，生活顿时陷入窘境。

享受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今年春节前，胡战规
一家搬进了崭新的社区，成了该社区首批新住户。

“家门口就把年货置办齐了。”胡战规得意地说，出了
社区大门便是便民超市，各类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走
路不到5分钟便是车站，两个孩子上学都十分方便。

听邻居说社区全部建成后，还会配套建设休闲
广场、装上健身器材等，胡战规满是期待。不过眼
下，最令他满意的，还是“现代化”的新家，丝毫不比
城里差：铺了地板砖，通了自来水、液化气，用上有线
电视、水冲厕所……

“国家的政策真好哇，不光让俺住进了新房，补
助俩孩子上学，还给俺媳妇找了工作。”想到搬出大
山开启新生活，胡战规忍不住笑起来。他利用到户
增收资金，搞起了养殖。经帮扶人推荐，他的妻子刘
素珍到十八盘乡中心小学食堂工作，每月收入1500
元。“等明年俺闺女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俺家往后的
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胡战规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康佳璇

昨日，在嵩县大章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大鑫·
福地社区，49岁的薛毛旦坐在新家里看春晚重播节
目，乐得咯咯直笑：“看了好几遍，还觉得好笑。”

毕竟，他已经好多年没看过春晚了。
薛毛旦家原本在大章镇小章村王莽山组。绵延

的大山犹如道道屏障，贫困赶不走，小康进不来。薛
毛旦住在山上，家门口2公里山路不通车。缺水，每
过几天他就要扛着扁担去挑水；缺电，家里除了照明
几乎没有其他电器。

其实，薛毛旦有颗“文艺心”，干活的时候喜欢哼
曲子。可靠天吃饭、土里刨食，贫困像日出日落一样
恒定，兴趣早就被贫穷磨平了。

赶上易地搬迁的扶贫政策，今年1月初，薛毛旦
一家四口搬到了位于镇区的安置点，总算圆了“文艺
梦”，过上了人生头一个“文化年”。

2月6日，镇里组织当地教师和书法爱好者来到
大鑫·福地社区，为搬迁群众现场义写春联。薛毛旦
早早下楼排队，求了副“精准扶贫同奔小康路，不忘
初心共筑中国梦”的春联。令他没想到的是，当天，
镇里还为已经入住的搬迁贫困户免费发放电视。当
工作人员把一台32英寸液晶电视装在他家客厅时，
可把他高兴美了。这不，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重播
节目，他连着看了四五遍。

电视里看节目，还不过瘾。春节期间，镇上、社
区举办了文艺晚会、舞狮表演、河洛大鼓、铜器秧歌
等文化活动，薛毛旦几乎场场不落，连连叫好。

“这么多精彩的活动，搁以前大山里，真是想都
不敢想啊！”薛毛旦笑着说。在他看来，大年初一文
艺晚会的小品《月夜相会》最好，演的就是贫困户搬
进新家，开启新生活的内容，“这不就是俺们自己的
新生活嘛！”

听说镇里还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配套建设了
扶贫产业园，薛毛旦打算过完年，去谋个工作。

“搬出穷山沟，咱也得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就像
晚会上唱的歌曲一样，活出个样给自己看！”说完，薛
毛旦就哼了起来。

本报记者 朱艳艳 特约通讯员 罗孝民

（上接01版）与此同时，全市各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家
风建设活动，把家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春节前夕，偃师市委宣传部为机关每名党员领导
干部发放了一本《偃师千秋家风》，让大家了解本地
典型人物的家风传承，学有模范、做有参照。此外，
该市还开展了以“好家风代代传”为主题的楹联征集
评选活动，从100幅获奖作品中精选出20幅，组织知
名书法家撰写并印制，发放给全市副科级以上党员
领导干部。

“让我们行动起来，带头正品行、立家规、严家教、
树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以好家风促党风政风、带
社风民风。”春节前夕，老城区通过手机短信向全区
党员干部发出倡议书，引导大家自觉遵纪守法，做到
公私分明、勤俭自立，带领家庭成员共同经营好家庭、
履行好职责、服务好社会。

由市纪委组织拍摄的系列专题片《河洛家风》在
春节期间播出，全市党员干部积极收看。宜阳县将
观看专题片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开展家风建设的一项
重要内容，并号召家庭交流讨论。栾川县纪委通过
微信向党员领导干部转发播出时间表，及时提醒收
听收看，同时还发送节目网络链接，保证大家不错过
每期节目。

气正聚合力，风正好扬帆。广大党员领导干部
纷纷表示，要把家风建设作为砥砺品行的“磨刀
石”，抵御贪腐的“防火墙”，树立新时代共产党人的
良好形象，为更好地推动洛阳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而不懈奋斗。

本报记者 李三旺 白云飞

谋发展保态势
立家规正家风

伊滨区庞村镇村民在赶别样“庙会”

洗菜、剁肉、擀皮、包馅、下锅……一会儿工夫，
滚烫的饺子就出锅了。“兄弟，头锅饺子，你先吃。”王
通军端上满满一大碗，递到茹红军的手里。大家围
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笑声和香味溢满小屋。

王通军是新安县青要山镇田园村的贫困户。在
驻村工作队队长茹红军的帮助下，王通军一家赶在
春节前，搬进了镇上的搬迁社区。昨日是大年初六，
茹红军提前结束假期，驱车数十公里从县城赶到王
家“串亲戚”，一同包起了饺子。

王通军家的老屋年久失修，两孔土窑塌了一大
截，三间平房也是夏天漏雨、冬天漏风。他一直琢磨
着翻修房子，但念及一双儿女读书只好作罢。“妻子
患有残疾，家里只有俺一个‘囫囵’劳力。任何风吹
草动，咱都折腾不起。”王通军说。

前些年，王通军原本打算申报危房改造项目，囿
于筹资能力有限，打了退堂鼓。现如今，分了房，住
了楼，安全不用担心了，而且搬迁小区位于镇区，生
活配套一应俱全，出行也都方便。

搬迁房还没来得及装修，家具陈设也十分简单，
不过从土窑洞住进了三居室，王通军还是激动得几
夜没有合眼。

“易地搬迁是脱贫的搬迁，不是一步达到小康的
搬迁。”茹红军说，在贫困群众住房保障中，村里坚持
保障基本、量力而行，合理确定易地搬迁标准，严守

“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的红线，避免
面积过大、标准过高增加贫困户负担。

此外，当地把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
有机结合起来，打消了搬迁群众“住着新房子、过着
苦日子”的顾虑。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易地搬迁让王通军一
家真正迎来了“新生”。如今，王通军的土地纳入退
耕还林范围，获得了生态补偿；妻子享受一系列保障
政策，解了后顾之忧，再加上一双儿女学成就业，更
让他觉得脸上有光。

“今年年底，一准能攒够装修钱！”王通军信心
满满。 本报记者 白云飞

易地扶贫搬迁是新一轮脱贫攻坚
战的标志性工程。春节前夕，我市集
中筛选44个能节前入住的易地扶贫搬
迁项目，加快推动搬迁入住工作，让更
多山区贫困群众在新家过了一个欢
乐祥和的新春佳节。假日期间，本报记
者走进搬迁社区群众家中，共同感
受大山之外的新生活、新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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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出大山心窝暖心窝暖

新社区里乐事多乐事多

日子更有新奔头新奔头

欢喜迎“福”到新家（摄于栾川县栾川乡后坪村）

从此“搬”进新生活（摄于新安县青要山镇福苑社区）

新家敞亮心里美（摄于栾川县栾川乡后坪村）

围坐一起包饺子（摄于新安县青要山镇田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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