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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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社会动员，营造浓厚氛围，形成人人关心参与帮扶的良好局面

丹水丹水润两城润两城 亲如亲如一家人一家人
——我市结对帮扶淅川县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冯子建通讯员闫根锋

地处豫、鄂、陕三省要冲之地的淅川县，因为淅水贯穿
全境而得名，是楚国始都丹阳所在之地，也是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区位优势重要，名胜古迹众多，物华天
宝，文脉昌盛。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南水北调的
宏伟设想。此后，南水北调工程作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上
了共和国日程，开始实施。几十年来，淅川县全力支持南
水北调工程建设，先后移民36万余人次，遍及湖北、河南、
青海等地，其中一部分移民先后迁入我市，我市也因此与
淅川结缘，成为“亲戚”。

2018年5月，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根据“淅川
所需、许昌所能”的原则，我市重点从推动产业发展、加强
人才支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业务交流等方面，多措
并举，精准施策，倾心倾力做好结对帮扶工作。2020年2
月，淅川县成功脱贫“摘帽”。

短 评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中，
作为水源地的淅川县做出了巨大
牺牲：关停380多家重点企业，取缔
400 多家养殖场……可以说，正是
因为有了淅川人民的默默奉献，才
最终保障了一渠清水顺利到达京
畿要地。

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淅川县始
终坚守水质保护、绿色发展这条红
线不动摇，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和文
旅产业，这也给我们的结对帮扶工
作定下基调，必须高度契合当地的
发展理念，量身定做一套针对性
强、效果好的帮扶方案和措施。

令人欣慰的是，在两年多的结
对帮扶工作中，我市紧紧围绕“淅
川所需、许昌所能”的原则，在充分
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紧紧围绕食用
菌栽培、迷迭香种植、基础设施建
设、制造业企业延链补链等方面，
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开展结对

帮扶工作。此外，我市还组织人社、
林业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为当地
群众送去了林果种植、家政服务等
实用技术，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
和好评。这些“对症下药”的帮扶措
施，很好地补齐了产业发展短板，
增强了经济发展活力，可谓“药到
病除，成效显著”。

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的精
髓要义，也是我们想问题、做工作、
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两年多
来，在结对帮扶淅川过程中，我们
积累的优秀经验做法，应该继承发
扬；一些工作不到位的地方，更要
下足功夫查漏补缺，不遗余力做细
做实。我们相信，只要严格遵循实
事求是这条主线，全市上下齐心协
力，心往一处想，劲向一起使，为助
力淅川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贡献
许昌力量，结对帮扶工作必将圆满
完成。

结对帮扶须实事求是
冯子建

7 月 14 日，在群山环绕的淅川县
上集镇山根村，一场建设食用菌种植
大棚的劳动竞赛正在进行：工人加班
加点，你追我赶，干劲十足，繁忙的劳
动场景，振奋人心。

“这是我们与淅川县结对合作的
食用菌种植加工项目，包括建设珍稀
食用菌种植大棚、智能化栽培车间及
初 加 工 车 间 ，主 要 种 植 云 芝、羊 肚 菌
等，计划于 8 月底建成投用。”河南世纪
香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
纪 香）董 事 长 李 彦 增 称 ，当 地 气 候 温
润，生态优良，水资源丰富，十分适宜
云芝、羊肚菌等珍稀菌种生产，产量、
品质均比许昌好很多。

食用菌种植加工产业，是我市为
该县量身定做的结对帮扶特色产业。
近年来，基于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需

要，淅川县始终坚持水质保护、绿色发
展 理 念 ，大 力 发 展 林 果 种 植、水 产 养
殖、食用菌栽培等特色产业。2019 年 8
月，经过牵线搭桥，南阳水源头世纪香
有限公司在淅川成立，栽培、加工云芝
等 菌 类 ，并 带 动 当 地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
今年 4 月，世纪香与淅川县上集镇山根
村合作的食用菌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不久将建成投用。

除了食用菌种植产业之外，经过
前期对接，禹州市森茂迷迭香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也在淅川县落地生根。按
照“公司+基地+村集体经济+种植合
作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迷迭香已
在马蹬镇、上集镇等地推广种植，种植
面积达到 8000 亩，带动务工就业 3000
余户，人均增收 2 万余元，成为当地群
众增收致富的主要渠道。

该公司董事长宋石头告诉记者，
上集镇梁洼村迷迭香扶贫车间正在建
设 ， 包 括 加 工 车 间 、 烘 干 、 香 露 提
取、自动灌装设备，建成后可生产洗
手液、香料、精油皂等产品，年产值
超过 1 亿元。“目前，该项目产品展示
区 已 经 完 工 ， 办 公 设 备 安 装 调 试 到
位，不久将投入生产。届时，该扶贫
车间将为梁洼村及周边贫困群众提供
就业岗位 30 余个，人均年增收 3 万余
元。”宋石头说。

同时，基于产业配套及延伸产业
链 条 实 际 需 要 ， 我 市 通 过 上 下 游 配
套、研发合作等方式，强力推进两地
制造业企业对接合作。目前，淅川县
金博橡塑公司与许昌精工机械制造公
司合作开发平衡悬架尼龙轴套，淅川
县金博橡塑公司、顺隆弹簧公司正与

我市的远东传动轴公司、森源重工公
司、西继迅达公司开展多项合作，助力
两地企业延链补链、互利共赢。

“平衡悬架尼龙轴套经过去年小
批量供货，今年达到稳定供货阶段，累
计供货 3000 余件，7 月已接订单 8000
件，正在加快生产。”淅川县金博橡塑
公司副总经理王心星称，和远东传动
轴公司、西继迅达公司等企业开展的
乘用车传动轴谐振器及球笼防尘罩、
电梯弹簧缓冲部件等产品生产合作，
试验装置、装配验证等已经完成，不久
将正式投产。

“我们期待着和许继集团、森源集
团等龙头企业，开展电力减振等方面
的战略合作，通过两地企业优势互补，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实现互利共赢。”
王心星充满信心地说。

增强“造血”功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制造业企业合作稳步推进

几天前，说起许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组织部分林业科技人员到淅川
县老城镇开展林果种植、嫁接技术培
训活动，该镇石榴种植大户刘晓涛竖
起了大拇指：“许昌的技术人员不仅给
俺免费讲课，传授种植管理技术，到地
里手把手教嫁接技术，还送来林果病
虫害防治的药物，非常感谢。”

“待到今年秋天石榴成熟了，我要
给许昌的老师邮寄几箱，让他们尝尝
俺这儿的绿色无公害石榴。”刘晓涛告
诉记者。

为淅川群众传授林果种植技术，
是我市在结对帮扶过程中，始终坚持
授人以渔，强化技能培训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按照结对帮扶工作统一
部署，我市人社、自然资源、商务、发改
等相关部门，相继在上集镇、老城镇等
淅川县 17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举办
种植、养殖、家政、工业实用技能等各
类培训班 37 次，发放实用技术培训手
册 1000 本，开展招聘活动 6 场，提供就
业岗位信息 2.8 万个，累计培训贫困劳
动力 6797 人次，真正把实用技术送到
群众家门口，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更好增收致富。

上集镇杨营村的杨福花，就是家
政服务培训班的受益者。前几年，杨
福花的丈夫患病，饮食起居离不开人，
她不能外出务工，家中经济拮据。去

年，随着丈夫身体好转，杨福花想就近
就业，找个力所能及的活儿，增加家庭
收入。

不久前，许昌市人社局要在该镇
举办家政服务培训班，听到这一喜讯，
杨福花“第一时间”报了名。通过半个
月认真学习，她基本掌握了家政服务
技术。“学会了家政服务技能，相信日
子会越来越好的。”对于今后的生活，
杨福花充满信心。

根据淅川县实际需求，我市着力
抓 好 人 才 支 援 工 作 ，重 点 在 医 疗、教
育、农业农村等专业技术人才方面加
大支援力度，共支援各类人才 805 人
次，为结对帮扶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
数字是有力的佐证。截至目前，

我市共组织医疗机构 4 家、医疗专家
386 人次参与支医；安排教师 92 人次，
持续深入支教；根据林业发展需求，安
排支援林果业技术人才 40 人次，全面
服务林果业发展；安排妇女界专家 2
人 ，服 务 贫 困 母 亲 ；通 过 文 化 领 域 交
流，支援文化专业人才 102 人次；通过
制造业企业产学研合作，支援淅川县
中级以上技术人员 185 人，进一步提高
结对帮扶的精准度、针对性、实效性。

此外，企业领军人才培训、花木发
展合作等其他产业帮扶工作，也正稳
步有序推进，不久将会签订合作协议。

坚持授人以渔，强化技能培训，加大专业技术人才方面帮扶支援力度

7 月 14 日，上集镇杨营村 56 岁的
村民刘菊荣，一手拉着小孙子，一手拎
起小书包，祖孙俩人穿过干净整洁的
文化广场，一前一后走向村里的幼儿
园。

“过去，这儿是个大坑，遍地是荒
草、垃圾，一到夏天，蚊蝇乱飞，气味刺
鼻。”刘菊荣回忆说，在许昌市的结对
帮扶下，大坑填平了，垃圾清理了，建
成了漂亮的文化广场，又安装了体育
健身器材。到了晚上，广场上灯火通
明，扭秧歌的、跳广场舞的，非常热闹，
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杨营村设施齐全的文化广场，正

是我市聚焦深度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短板，科学谋划贫困村卫
生室、体育健身设施、文化广场、义务
教育学校等民生项目，提升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的缩影。

据市驻淅川结对帮扶工作组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援建的淅川县
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覆
盖淅川县上集镇、老城镇、马蹬镇等乡
镇的 447 个行政村，包括 119 个项目。
其中，2018 年、2019 年援建的公共基础
设施项目已经竣工投用，今年援建的
项目正在抓紧推进，确保如期完工。

“2020 年，我市重点实施村级卫生

室、中 小 学 卫 生 室、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改
善、深度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等 59 个项目。目前，各项目正在
按照既定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同时，
市驻淅川结对帮扶工作组将继续与有
关部门搞好衔接，全面加快建设进度，
确保保质保量完工投用。”市驻淅川县
结对帮扶工作组负责人称。

根据《许昌市 2020 年结对帮扶淅
川县工作方案》要求，我市将今年的帮
扶工作任务分解为 28 个具体任务，明
确到 26 家责任单位。目前，相关职能
部门已与淅川县建立完善了帮扶工作
机制，确保各自的帮扶工作任务落实

落细。
随着结对帮扶工作的深入开展，

两地干部双向挂职交流逐渐频繁：我
市接收淅川县干部 3 名，在市发改委、
市工信局挂职；主动参与负责帮扶的
职能部门和企业开展衔接会商，有力
推动帮扶工作深入开展。

同时，淅川县也制订了响应承接
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单位，
协调联动推进，优化细化台账，并根据
实际情况明确时间节点，抓好跟踪落
实，确保各项结对帮扶工作有序推进，
落地见效。

科学谋划民生项目，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两地交流互动日益频繁

“来到楚都淅川，行舟丹江上，青
山如黛，江水青碧，太漂亮了，大饱眼
福啊！”7 月 12 日，市民王丹和几位朋
友参加了“饮水思源·共克时艰”许昌
市民游淅川活动，登上“丹江 6 号”邮
轮 ，一 路 饱 览 丹 江 美 景 ，王 丹 兴 奋 不
已。

当 天 ，和 王 丹 一 起 参 加“ 饮 水 思
源·共 克 时 艰 ”许 昌 市 民 游 淅 川 活 动
的还有 40多人。

自从我市结对帮扶淅川县工作开
展以来，我市文旅部门助力该县旅游
景点贫困群众增收，两地携手推出了

“中线水源地·淅川丹江湖”“饮水思
源·玩 转 淅 川 ”等 一 系 列 精 品 旅 游 线
路，丹江大观苑、八仙洞、香严寺等知

名 旅 游 景 点 也 最 大 程 度 优 惠 许 昌 市
民。

受疫情影响，6 月 20 日，“饮水思
源·共克时艰”许昌市民游淅川旅游组
团活动正式恢复。近一个月来，全市
先后有 300 余名群众参与其中，游丹
江，尝美食，领略山水美景，对助推两
地旅游经济有序恢复，提高淅川景区
在许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起到了积
极推动作用。

市区中小学餐饮配送企业根据订
货协议，集中采购淅川县生鲜农副产
品；市商务局协调中原国际农产品物
流港，设立 100 平方米的“淅川县农
特产品销售专区”；市发改委协调 8 家
医药企业与淅川县签订中药材收购协

议……近两年来，我市通过媒体、展
会 等 积 极 推 介 淅 川 生 态 绿 色 农 副 产
品，组织开展淅川优质特色农副产品
进许昌活动，切实为结对帮扶工作添
砖加瓦。

尤其是在解决淅川县贫困群众实
际困难方面，我市通过“扶贫日”集
中 捐 赠 、 在 市 政 府 网 站 及 “ 青 春 许
昌”“许都之花”等微信公众号发布
倡议等方式，累计接收爱心群众捐助
物资折款 178.41 万元 （含物资）、衣
物 1500 件、图书文具 2350 册 （套），
并及时送到该县贫困群众手中，为贫
困群众解了燃眉之急。

为了进一步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我市还积极组织省驻许媒体和市级媒

体新闻工作者，到淅川开展集中采风
等 活 动 ， 推 出 了 一 批 有 温 度 、 有 深
度 、 接 地 气 的 新 闻 报 道 ， 累 计 刊

（播） 发稿件 100 余篇 （条），在全市
上下形成了人人关心帮扶、人人参与
帮扶的良好局面。

丹水千尺深，帮扶情谊重。我们
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随着一条条
帮扶措施出台，一项项企业合作协议
签订落实，一间间产业扶贫车间加快
建设，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领军人才
和龙头企业扎根淅川大地，奉献才智
力量，互惠互利，共赢发展，齐心协
力推动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淅川县金博橡塑公司的工人生产平衡悬架尼龙轴套 冯子建 摄

杨营村卫生室 冯子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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