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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只争朝夕

党公克现在真是忙，他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正领着贫困户在养育村育新农业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香菇大棚内，采摘香菇、制作袋料、打眼栽
种、注水浇灌。

黄庄乡养育村是嵩县未脱贫的5个村之一，
全村曾有贫困户176户541人，截至目前还有8
户19人未实现稳定脱贫。脱贫攻坚战马上要收
官，该村党支部书记党公克身先士卒，组织协调、
整合资金、扩建大棚……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
时，带动部分掉队贫困群众跟上振兴大军步伐。

据悉，该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发展香菇产业，
年产香菇80万袋以上，带动90余户贫困户参加
合作社、稳定增收，同时，针对本村多山多丘的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又新种植连翘
400余亩、板蓝根175亩。

近年，嵩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紧跟中央、
省委、市委令旗走，牢牢抓紧“河洛党建计划”这
个抓手，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
进村”，结合本地生态优势，围绕“县有龙头企业，
乡有主导产业，村有集体经济，户有增收项目”布
局，以“林、药、烟、牧、菌”五大扶贫产业为发展重
点，探索“党建+”模式，实施“党组织+公司+基
地+贫困户”“返乡创业致富带头人+合作社+贫
困户”“‘两新’组织带大户、党员能人带贫困户、
协会带种植户三带抱团”等措施，形成租金、薪
金、股金“三金”叠加等利益联结机制，实现2万
余户贫困户脱贫增收，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户一
业”的抓党建促产业发展新格局。

在嵩县大章镇东沟村的洛阳天之侬农业有
限公司香菇种植基地里，王松锋同其他几名贫困
户合伙人正领着员工们装香菇菌袋。

东沟村地处外方山区，全村48平方公里，20
个村民组，43个自然村。该村群山连绵，山高坡
陡，沟壑纵横，地少林多。近年，县委选派驻村第
一书记，加派驻村工作队员，镇党委主要领导亲
自抓，县分包领导挂牌督战，建成建强了一支团
结协作、公道正派、攻坚力强的村级班子，并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头雁效应”，加强党员思想教育，
营造出脱贫不忘党恩、先富帮后富，党员致富能
手带头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的浓厚氛围。

王松峰是该村的一名党员，他家是2014年
建档立卡贫困户，因学致贫，在村党支部和各项
帮扶政策的引领扶持下，他靠个人辛勤劳动光
荣脱贫。2018 年，正赶上香菇行情好，他就和
本村第六小组的几户贫困户商量发展香菇产
业，并通过金融扶贫贷款成立了合作社，带动了
附近 30 多户贫困户进合作社务工就业。他
2019年种植香菇8万袋，年收入40多万元。今
年他还要种植10万袋香菇，带动更多群众一起
干，一起奔小康。

党组织筑牢“红色堡垒”，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有了靠山，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党员致富
能人积极作为，带领贫困群众共建共享、增产增
收，真正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

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片区今年刚流转的
3000亩桑树种植基地里，宋岭村党支部书记程
俊显带领上百名群众正忙着围土、铺地膜，栽种
今年的“摇钱树”。

嵩县立足山区丘陵实际，积极调整农业种
植结构，打造山区经济发展支柱产业，2019年，
当地引进桑蚕产业扶贫项目，当年带动 700 余
户农民致富增收。

嵩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说：“我们充分
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给洛阳阡陌桑田农旅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最大优惠政策支持，并通过‘党
组织+公司+基地+贫困户’的模式，让企业带动
群众发展桑蚕业，实现致富增收。”

据了解，为把嵩县打造成豫西乃至河南省的
桑蚕产业特色县，嵩县引进洛阳阡陌桑田农旅科
技有限公司，以新模式、高起点、全产业链服务，
通过公司先期垫付资金，发展桑蚕产业。公司分
乡分组进行技术指导，并实行小蚕、中蚕公司共育，
大蚕分散养殖，保底价收购等，解除养蚕户的后顾
之忧。下一步，该县还将在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
鼓励该企业积极筹建桑丝厂、丝绸厂，积极打造文
化产业园，完善整个产业链，助推乡村振兴。

去冬今春，嵩县桑树种植面积1.5万亩，涉
及8个乡镇，带动1600户贫困户户均增收1万

元以上。疫情防控期间，县农业农村局下发了
《关于桑苗早春栽植和田间管理的通知》，要求
仅用本村人员栽桑作业，分片划段劳动，人与人
间隔 5 米以上，不许扎堆，做好人员登记，上工
前放工后做好体温检测，如有不适，及时就诊。

近年，嵩县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牢固树立
和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大力发展生态特色产业，以绿色为主色调，
把荒山秃岭变成绿色产业基地。

目前，嵩县发展中药材30万亩、核桃20万
亩、特色产业7.6万亩、皂角5万亩、烟叶1.6万亩、
食用菌1亿袋以上，形成了车村镇、白河镇、大坪
乡、闫庄镇万亩连翘基地，田湖镇万亩丹参基地，
何村乡、德亭镇、黄庄乡万亩花椒基地，白河镇、车
村镇、木植街乡万亩山茱萸、板栗基地，闫庄镇、大
章镇万亩核桃基地，大坪乡、饭坡镇、纸房镇、德亭
镇、田湖镇、九皋镇等乡镇桑蚕种养基地，九皋镇
万亩皂角基地等产业格局。同时，嵩县县委、县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扶贫工作意见、产业奖补政
策，对贫困户发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的，按照金
融扶贫政策优先放贷，县财政给予全额贴息。

生态产业的蓬勃发展，靓化了山川大地，美
化了生活环境，增加了群众收入，“绿水青山变
成了金山银山”。

“刚成立合作社那会儿，村里没有钱，发展集体经济，
带动群众致富刻不容缓，于是我们村‘两委’党员干部干
脆拿出自己的钱凑在一起先建了再说，赚了大家都能受
益，赔了算党员奉献，所有环节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库区乡翟岭村监委会主任石朋章说。

石朋章所说的合作社就是位于库区乡翟岭村的嵩县
黑土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于2018年注
册成立，流转土地35亩建设基地，当地给予大力支持，通
过享受项目资金补贴，加上该村“两委”党员干部自筹资
金，建成1个晾晒棚、6个种植棚和1个仓库，前期以种植
灵芝、大头盖菇、羊肚菌等为主。

为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绿色、生态、高效农
业，该村“两委”党员干部到东北等地认真考察学习，引进
了大棚黑木耳种植项目，并参考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自
主创新出立体种植模式，把大棚顶棚挂式承重改良成地
面托底承重，每根立杆上分7层，每层有一个转动托架，
每个托架可插入4个菌棒。以前一个50米长、8米宽的
大棚只能摆下5000袋菌棒，现在改进后，能放下2万袋
菌棒，一年收获春、秋两季木耳，一个棚一年能赚8万多
元，既节约了土地，又提高了产量。

该村党支部书记石社干介绍，合作社通过“党组
织+合作社+贫困户”的运营模式，按照“租金、薪金、股
金”三金叠加，带动 29 户贫困户 123 人参加合作社。
2019 年，合作社还注册了陆浑山珍和陆浑春晓山珍品
牌，培育出的木耳，装箱后一斤能卖到 50 元。去年，该
合作社赚了 50 多万元，给工人们发的工资就有 20 多
万元。

“合作社效益好了，干部们让我们也参与进来代种代
养，我享受到户增收项目收益，把钱投进了合作社，这样
我不用出去就能在家门口干活，一天50块钱工资发着，
还能享受分红，可不赖！”村民石雪灵说起来兴奋不已。

近年，嵩县大力发展皂角、花椒、核桃等经济基地，由
于经济林投资大、见效慢，为了促进基地健康发展，调动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县委、县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引
导农民结合实际，以长短结合、种养结合等形式，实行林
下间作套种立体生态产业发展模式，突出“羊妙妙”“奥吉
特”“双孢菇”“鑫豕海”“顺势药业”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特色种养、精深加工、乡村旅游、沟域
经济、富硒农业等，打好“林、果、游”组合拳，形成林畜、林
禽、林蜂、林菌、林药等立体高效农业经济，形成“春有花、
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四季游”的新格局，让土地发挥
出最大的经济效益，达到以药养林的效果，使荒山薄地变
成了高产良田。

走进嵩县大章镇扶贫产业园区“两新”组织洛阳银利
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百余名工人正分散在各条生
产线上紧张有序地操作着。车间门口一条“就业一人、脱
贫一家，自励自强、幸福一生，脱贫致富、感念党恩”横幅
格外醒目。

在生产流水线上，龚雪芳正用缝纫机给鞋面扎边，这
是她从大章镇杨庄村搬到镇里大鑫福地安置社区后在这
里工作的第三年，之前的几年，她在村里没什么事干，在
家和儿媳共同抚养着自己的孙子。

“俺娃子和他爹前些年都去世了，家里头留个孙子没
钱养活，党没忘俺，让俺和儿媳妇搬到镇区，厂里老板心
善，让俺到这儿上班，一年给我两三万块钱，真是俺家的
救命恩人。”龚雪芳感激地说。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像龚雪芳一样滞留
在家的群众有很多。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搬迁群众正常
生活，社区党支部结合群众就业需求，全力做好疫情政策
宣传及防控、搬迁安置点扶贫企业复工复产、企业就业供
需对接、引导转移就业等服务工作，开通就业“直通车”，
帮助社区群众稳定就业。

大章镇“十三五”期间规划建成大鑫福地安置社区，
并成立了党支部，为更好服务搬迁群众后续产业发展，先
后流转土地45亩，建设大章镇扶贫产业园，引进劳动密
集型企业5个，提供就业岗位550余个，带动贫困户就业
86人，每人每月增收2100元。

近年，嵩县搬迁深山贫困群众 2.75 万人，创新实施
安居园、培训园、创业园“三园”模式，建设安置点67个，
建成扶贫车间35个，带动周边贫困群众顺利实现家门口
就业。

近日，与洛阳银利鞋业有限公司一墙之隔的洛阳铭
悦服饰有限公司，获得了来自埃及、加拿大等国共计39
万套价值1800万元的衣服订单，现在工人们正在抓紧赶
工出活。

“听经理说，这批活有 1000 多万嘞，这下可有得干
了。我算了算，今年好好干，年底能拿三四万块钱呢。”搬
迁户王钦峰高兴地说。

目前，全县各乡镇都在积极引进企业，并为企业提供
金融贷款贴息、项目建设资金补贴、降低场地租赁金等丰
厚的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搬迁安置点建设扶贫车间，让
群众既能就近就业，还能照顾家里，从以往的“外出赚钱”
变成了“居家增收”。

在暖暖的春风里，嵩县脱贫攻坚正在演绎着一个个
新时代的新故事。 （罗孝民 吕小伟 王博）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攻坚急攻坚急
嵩县多措并举精准帮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1 筑牢党建堡垒
让党员成为群众脱贫带头人

党旗飘飘迎风扬，花开灿烂绽新颜。曾是
河南省 4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的嵩县，7.95 万贫
困人口脱贫，105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县成功摘
帽，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16.9%降至2019年
年底的1.06%。

随着天气转暖，嵩县各级党组织在做好防
疫工作的同时，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对5个未
脱贫村、12个薄弱村，实行挂牌督战，各种帮扶
措施正在有序实施，脱贫攻坚进入了最后决战
的白热化状态。

发展生态产业
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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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立体农业
让荒山薄地成为高产良田

4 促进就近就业
让外出赚钱变为居家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