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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魏都区关于河南紫光信合实业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资金清退公告
经许昌市魏都区处非领导小组会议

研究，充分征求集资参与群众意见，按照
处非工作流程，由许昌市魏都区打击和
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河
南紫光信合实业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案集资参与人进行债权登记。现将
该案件首次债权登记事宜公告如下：

一、登记依据
根据河南紫光信合实业有限公司集

资参与人申报登记和河南博达会计师事
务所司法鉴定结果，开展债权登记。

二、登记日期及地点
登记地点：河南紫光信合实业有限

公司集资参与人可到魏都区原北大办事
处院内 107 室（北大派出所隔壁）及时携
带相关材料到核实点参与核实登记。

登记时间：核实登记期限自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2020 年 8 月 7 日（每周一至
周五 9 时—12 时、15 时—17 时）。开展
现场核实登记工作。

联系电话：0374-2227586。
三、核实登记流程
核实登记流程包括排号等候、核实

登记信息、信息确认签字等环节。确有
证据证明集资信息和审计信息不一致
的，将提交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进一步

复核。集资参与人应听从核实点现场工
作人员指挥，按照流程参与核实登记。

四、需携带的材料
1.河南紫光信合实业有限公司集资

合同（收据、存款凭证）等全部材料原件及
复印件。2.集资参与人身份证原件和复
印件。原则上，不允许委托登记，因特殊
原因。确需代为登记的，需同时提供委托
人、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及授权
委托书原件。3.与集资有关的付款凭证

（银行交易凭证、收据、POS 机刷卡小票）
原件及复印件。4.本人中原银行银行卡
号或存折号（活期储蓄账户）复印件。

五、注意事项
1.此次核实登记的结果将作为案款

发还的数据基础，请集资参与人及时参
与，避免因不核实登记而影响自己的合法
权益。2.集资参与人应注意防范电话诈
骗，核实登记机构不会通过电话、短信等
方式要求集资参与人提供身份证号码、银
行卡号码等个人信息，不会提出转账、验
资、交费等要求。3.故意编造虚假信息，
干扰信息核实登记工作、损害集资参与人
合法权益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许昌市魏都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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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李改霞整理快递单据的同时，
61 岁 的 陶 大 娘 正 在 加 工 厂 里 做 巢
础。在她身后，已经做好的巢础码放
了十几摞。

“该加工厂是我邻居开的，我经
常在这里做工！”陶大娘说，岗李村的
村 民 都 会 制 作 蜂 产 业 器 具 的 技 艺 。
电商“产销一体”，订单量大时，自家
人手不够，就会请邻居做工。以制作
巢础为例，每摞巢础有 40 个，制作 1 摞
的工钱为 8 元。陶大娘每天能做 15 摞
左右，可以赚 100多元。

事实上，电商扶贫现已成了岗李
村实施精准扶贫、促进群众增收、增
加群众就业创业的创新举措。

史强妞介绍，岗李村把发展电商

与扶贫有效结合，将电商扶贫作为扶
贫工作重点，采取龙头企业+电商户+
农户的形式，因人而异、因户而异，制
定相应的帮扶措施。

一方面，该村将一部分贫困户扶
持成电商，通过从事电商获取收入，
实现脱贫；另一方面，电商企业或电
商吸纳一部分贫困户务工，通过增加
贫困户收入实现脱贫。

“蜂产业是我们村发展的根本，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
都围绕蜂产业展开！”史强妞说，岗李
村将通过筹办大型巢础企业、发展精
细化蜂业、打造蜜蜂小镇等逐步壮大
集 体 经 济 ，进 一 步 投 入 资 金 完 善 规
划，使岗李村的蜂产业再上台阶。

电商+农户，扶贫新思路

7 月 18 日上午，岗李村村民李改
霞正在核对快递单据。她家仓库里
堆积如山的货物，将在当日下午通过
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我们家做的是摇蜜机，仓库里
堆放的都是成品！”李改霞说，她是岗

李村的创业明星，是该村较早的电商
之一。12 年前，李改霞大学毕业后回
乡，和丈夫一起在网络平台销售村里
生产的蜂机具及蜂产品。刚开始，她
接的都是小单子，发货很少，别人并
不看好她的事业。2015 年，李改霞决

建在蜂产业上的淘宝村

1983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中
原腹地，对外经济逐渐活跃起来，天
津、山东等地的外贸公司业务员来到
岗李村收购蜂蜡。

李满长敏锐地捕捉到商机，追逐
养蜂人的步伐到处收购蜂蜡，然后卖
给外贸公司。1 吨蜂蜡售价 2000 元，
李满长一个月能收购 1 至 2 吨蜂蜡。
就这样，他掘到了“第一桶金”。

1986 年，李满长创办了全镇第一
家蜂产品加工厂。一口大锅、一个木
质榨蜡机、一台巢础机，这是当时他
的全部家当。从此，岗李村的蜂产业

开始大步向前。
1998 年、2003 年，岗李村的蜂蜡

产量分别突破 1000 吨、3000 吨大关。
今年，该村的蜂蜡产量预计将达 5000
吨。目前，岗李村有 490 户 2389 口人，
80%的农户从事蜂产业，现有规模以
上企业 7 家，年产值达 7 亿元。其中，
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 2家。

李满长的蜂产品加工厂如今也
发展成为河南省长兴蜂业有限公司，
产品涵盖蜂蜡、蜂胶、花粉、王浆四大
系列 40 多个品种，远销德国、日本、美
国等 20多个国家。

一个小村诞生2家亿元企业

20 世纪 70 年代，李满长挑着扁担
跟在叔叔身后。挑子里装着养蜂用
的 巢 础（人 工 制 造 的 蜜 蜂 巢 房 基）。
他们在“追赶”养蜂人，巢础是养蜂人
的专属商品。

李满长用扁担挑着几十公斤重
的巢础翻山越岭，寻找养蜂人。他吃
的是百家饭，喝的是山泉水，住的是
几毛钱的干店……然而，这样的生活
场景对于李满长的家乡——长葛市
佛 耳 湖 镇 岗 李 村 来 说 ，是 司 空 见 惯
的。

200 多年前，双洎河畔李河口村
有户李姓人家养蜜蜂。因蜜蜂蜇同

村小孩儿的事时有发生，李家人因此
迁出该村。他们溯流而上，在一道土
岗 上 定 居 。 这 里 树 林 茂 密 、河 水 清
澈，是养蜂的好地方。

随后，这里逐渐形成村落，得名
岗李。由于李家人养蜂、磨豆腐的产
业不断扩大，郑、孟、穆、王等姓人家
相继迁入该村。也是那时，养蜂、采
蜜、制作蜂机具融入了这座中原小村
的“血液”中。谁家要是不养蜂、不会
做巢础，绝对是岗李村的“异类”。

新中国成立后，岗李村许多人家
依然操持着这份祖上传下来的“甜蜜
事业”，不过规模很小。

“甜蜜事业”流传200多年

一个普通的平原小村，把传承了200多年的蜂产业做大做强，
诞生了规模以上企业7家，年产值上亿元企业2家；全村80%的农
户从事蜂产品和蜂机具的生产销售，有网店100多家，从业者500
余人，年产值达到7亿元。这便是长葛市佛耳湖镇岗李村。

如今，岗李人的“小康之路”越走越宽，“甜蜜事业”越做越甜。

□ 记者吕正子

发展蜂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岗李村的“甜蜜事业”

定改变经营模式，从单一销售向“生
产+销售”转变。2018 年，她成立了自
己的公司，并在淘宝、拼多多等网络
平台经营了四五家网店。在李改霞
和其他电商的带领下，岗李村“触电”
的村民越来越多。

“我们村现有从事蜂产业的网店

100 多家！”岗李村党支部书记史强妞
说，中国蜂业协会蜂蜡专业委员会就
设在岗李村。

2016 年，岗李村被“阿里巴巴”授
予淘宝村称号；2018 年，全国首届农
民丰收节期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
国 100个特色村之一。

7月18日，蜜蜂博物馆局部。 记者牛书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