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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家 10 亩土地入股合作社，土
地股分红 7000 多元，股东分红 1000 多
元，一共分红 8000 多元……”10 月 26
日，在鄢陵县张桥镇裴庄村首届菊花
节暨股东分红大会上，63 岁的股东裴
春亭攥着厚厚的“红票子”，两眼笑得
眯成一条缝儿。

和裴春亭一样，该村今年得到数
千元分红的股东还有不少：全村 1369
名股东分红 68450 元，473 亩土地分红
331100 元，分红金额近 40万元。

村民以土地入股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金丝皇菊、
冬枣等，不仅股东实现了稳定增收，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还带动了赵庄村等
附近村庄的群众增收致富，实现了多
方共赢。

前几年，位于张桥镇东北部的裴
庄村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村
集体经济几乎为零，被认定为贫困村。

“俺村是农业大村，土地资源丰富，这

是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的基础和优势。”
该村党支部书记裴得功说，只有想方
设法向土地要效益，才能让祖祖辈辈
辛勤劳作的土地里长出“金疙瘩”，摆
脱贫穷落后面貌。

穷则思变。2017 年，该村党支部
牵头成立了鄢陵县鑫佳农牧农民专业
合作社，将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的土地
流转出来，由合作社统一种植、管理和
经营，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努力让乡亲
们的钱袋子鼓起来，过上小康生活。

如何让土地里长出“金疙瘩”？该村
“两委”干部苦苦思索。2018 年 2 月，裴
得功和村“两委”干部冒着春寒，千里迢
迢奔赴湖南、江西等地，考察特色农业
种植项目。经过考察、遴选，他们决定与
江西婺源一家农业公司签订金丝皇菊
种植合作协议，开始试种金丝皇菊。

当年 5 月，该村整治土地 63 亩，试
种金丝皇菊 15 亩。功夫不负有心人，
当年年底，金丝皇菊收入就有 26 万余

元，该村也因此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尝到农业特色产业甜头的“裴庄

人”，下定决心将金丝皇菊做大做强。
以被列入鄢陵县“三变改革、五大合
作”试点村为契机，2019 年 7 月，裴庄
村组建的经济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
社、旅游股份合作社、劳务股份合作
社、置业股份合作社等五大合作社正
式挂牌运营，参股村民 373 户 1369 人，
其中贫困群众 79 户 352 人，并优先吸
纳贫困群众务工，从事锄草、灌溉等劳
动，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2020 年，除金丝皇菊外，裴庄村
又引进鄢陵皇菊、墨菊等新品种，种植
面积达 80 亩，预计产量突破 1500 公
斤，村集体有望增收 80 余万元。同时，
该村筹资数十万元，购置烘烤设备，对

金丝皇菊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
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

此外，该村还把村内的荒废坑塘
打造成渔业养殖垂钓区，养殖小龙虾、
青鱼等；提升改造十几处老旧民房，打
造为古色古香的民俗一条街，吸引许
昌、郑州等地市民前来观光游览，日益
成为村集体经济又一新的增长点。

一村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如
今，富裕起来的“裴庄人”没有忘记父
老乡亲，主动带动赵庄村等附近贫困
村种植金丝皇菊，积极提供烘烤加工
设备，携手打造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绿
色食品深加工、包装、销售、乡村旅游
开发等一村多业的特色产业体系，着
力实现从“一村富”向“村村富”的转
变，带领父老乡亲过上小康生活。

鄢陵县张桥镇裴庄村做活土地文章、做优特色产业、做强村集体经济——

一个贫困村的谋富路
本报记者 冯子建 通讯员 郝俊峰

近年来，长葛市南席镇水牛陈村村民宋铁山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流转
土地 30 多亩，种植优质品种葫芦，产品畅销山东等地，每亩纯利润 5000 多元。
目前，水牛陈村葫芦种植面积有 60多亩。宋铁山表示，明年要带动更多群众种
植葫芦，逐步形成规模，并通过深加工进一步提高效益，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
图为驻村工作队队员在了解葫芦加工情况。 本报记者 吕超峰 摄

“晓兵是个好人，他上了‘2020
许昌市乡村光荣榜’，是我们全村人
的光荣！”11 月 8 日，记者到建安区
蒋李集镇李士坊村采访时，村民李
大爷高兴地说。

蒋李集镇镇长张辉告诉记者，
今年 39 岁的李晓兵是李士坊村村
民，其妻乔英利是一名共产党员。
近年来，李晓兵流转土地近千亩，
成立合众种植合作社，种植优质烟
叶、蔬菜等经济作物。今年年初，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李晓兵、乔
英利夫妇将自己种植的新鲜蔬菜
连续捐赠给郑州、开封、魏都区、鄢
陵县等地抗疫一线及无法出门的
群众，助力疫情防控，并妥善安排
农村剩余劳动力，为防疫济困作出
了突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李晓
兵 、乔 英 利 夫 妇 累 计 捐 赠 蔬 菜 20
多吨。

谈及当时的想法，李晓兵说：
“这些年，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在
烟草公司的帮助下，合众种植合作
社效益不错。当国家遇到了大难，
大家共同抗击疫情，我们也应该贡
献一份力量、奉献一份爱心。”怀着
感恩的心，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将自
己种植的 40 亩蔬菜捐赠给抗疫一
线。

李晓兵将自己的想法向镇领导
汇报后，得到了镇党委、镇政府的支
持。随后，该镇领导协调河南万里
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许昌万金兆元
消毒公司为其解决了车辆和包装问
题。自 3 月 10 日起，李晓兵便组织
人员采摘新鲜蔬菜，精心包装后装
车发往抗疫一线。

“李晓兵致富不忘国忧，积极奉
献爱心，支援战‘疫’，这个善举温暖
人心，彰显了新时代农民的家国情
怀。”张辉表示，“李晓兵致富不忘乡
亲，平时热心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
富，受到乡亲们好评。”

李晓兵有思路，他通过“线上+
线下”的销售模式，让蔬菜销售没有
后顾之忧。这几年，他依靠自己的
努力，过上了幸福生活，还带动村里
5 户群众增收致富，在奋斗中收获
了幸福感和成就感。

李晓兵说：“我们村离市区有点
儿远，下一步，合作社要吸纳更多村
民，带动更多乡亲过上好日子！”

晓兵“大爱”
本报记者 孔刚领

“ 没 想 到 老 了 倒 享 受 到 了 晓 阳
的 福 气 ！”11 月 4 日 ，在 禹 州 市 火 龙
镇后董村圣德老年公寓居住的李勤
妮 老 人 高 兴 地 说 。朱 晓 阳 是 深 圳 一
家餐饮公司的总经理，去年夏天，他
看 到 农 村 留 守 老 人 缺 少 关 爱 ，就 回
到 家 乡 火 龙 镇 ，创 建 了 老 年 公 寓 和

“ 敬 老 助 餐 点 ”，让 老 人 们 享 受 到 了
宾馆待遇。

近年来，禹州市敞开胸怀精准引
才，为党政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专业
技术人才、农村实用人才、高技能人
才、社会工作人才等各类人才提供大
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平台，推动人才
持续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助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专业人才为企业科技创新插上
翅 膀 。禹 州 市 通 过 为 企 业 与 科 研 机

构、大专院校等牵线搭桥，引来硕士、
博士、博士后等专业人才，推动禹州
市生物制药、装备制造等产业科技研
发全面升级。

河南大张过滤设备有限公司成
立了“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助推企业走上从模仿到创新的科学
发展之路。该公司通过了 ISO9001 及
欧盟 CE 质量体系认证，在越南、新加
坡、印尼等多个国家设立办事处，产
品远销美国、俄罗斯、秘鲁等几十个
国家。2009 年，该公司销售各种过滤
设备 8000 余套，成为国内第三、全省
第一的行业龙头企业。

柳继锋是郑州大学药学院副教
授。今年 9 月，他作为河南省第十九批
博士服务团成员来到禹州，挂职禹州
市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副总

经理。他深入车间一线，根据工艺流
程、生产设备、运行状况等，对子公司
河南黑马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提出以
当前产品为基础运用发酵工艺进行
二次开发的建议，得到了认可。目前，
他的建议正在积极推进中。“在这里，
组织部门领导热情关怀，公司提供了
极大便利，我怎能不努力回报呢？”柳
继锋说。

农村实用人才带富一方。禹州市
通过每年举办“同乡联谊会”等方法，
邀请禹州籍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

今年 45 岁的葛志勇曾是山东省
济南市响当当的炒货大老板，十分熟
悉济南市瓜子、开心果、巴旦木等 100
多种干果的批发行情。2018 年 7 月，
他带着“果际明仁”等注册商标回到
家 乡 火 龙 镇 葛 村 ，利 用 17 亩 大 的 废

弃煤场建成了生产车间，炒制焦糖、
卤味、五香、原味、奶油等多种口味的
瓜子、花生高端炒货，供应全国各地
大型商超及专卖店，同时安置就业 30
多人。

37 岁的李晓贞十几年前外出创
业，曾是浙江电动车电瓶市场上的大
客户。2017 年，在家乡领导的真诚邀
请 下 ，她 毅 然 回 到 家 乡 小 吕 乡 前 营
村，流转 150 余亩土地，种植蒲公英，
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路。

“我们要以求贤若渴的心情、虚
怀若谷的心胸、关怀备至的心态，让
禹州成为各类人才成功创业的热土，
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和智力支持，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禹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刘自刚说。

才 聚 禹 州 促 振 兴
本报记者 胡晨 通讯员 杨晓远 刘艳红

连日来，禹州市鸠山镇天垌村漫山遍野被红叶尽染，景色迷人。据了解，霜
降过后，该村山上的黄栌树、红枫树的叶子一夜变红，层林尽染，令游人流连忘
返。 朱庆安 摄

11月 10日，趁晴好天气，襄城县山头店镇蒋湾村蒋国栋家庭农场职工正在
抢收红薯。近年来，山头店镇大力发展红薯产业。目前，该镇种植红薯 8000余
亩，亩产值 5000多元。 本报记者 史晶 通讯员 古国凡 摄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第六届全国文明
镇长葛市大周镇邀请陕西安塞腰鼓专业老师，对全镇 35个村的文艺队伍进行安
塞腰鼓集中培训。图为 11月 12日，大周镇百余名文艺宣传队队员在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广场练习安塞腰鼓。 武鹏亮 摄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老年人健康水平，11 月 9日上午，建安区许由街道办事
处幸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冬季义诊送健康活
动，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测血压、测血糖、健康指导等服务。 刘晓敏 摄

近年来，襄城县以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为目标，大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场馆。该县新建成的
文博中心图书馆，总投资 1593.96 万元，总建筑面积
6100平方米，按照国家县级图书馆标准设计建设。馆
内设读者流通部、电子阅览室、读者活动室、自修室、
少年儿童阅览区、读者阅览室等 10个特色功能区，传
播优秀文化，进一步增强图书馆对读者的吸引力。

⬆藏书丰富的读者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吸引年轻读者。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暖气管爆了，谁出钱修？物业费，
该收多少才合适？……这些小事直接
影响居民的幸福指数，也折射出小区
居民、业委会、物业公司之间的复杂矛
盾关系。

面对矛盾纠纷怎么办？魏都区西
关街道办事处万象社区结合辖区实际
情况，探索出了“党支部+业委会+物
业”的党建新模式，即通过组织居民成
立小区业委会和吸纳物业公司负责人
进党支部的方式，将党组织的“触角”
进一步向基层延伸；通过党建联席会
的形式在社区党支部、小区业委会、物
业公司之间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改变
过去在小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党支部唱

“独角戏”的局面，形成社会力量共同
参与的“大合唱”。

“我们在化解矛盾、作出决策的过
程中，实行‘一例会三商议两公开一反
馈’工作法，即每月一例会，社区党支
部、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商议，决
议内容公开、实施结果公开，认真接受
群众反馈意见，解决居民诉求反映渠道
不畅，以及办事部门职责不清、推诿扯
皮、办事效率不高和透明度不高等问
题。”万象社区党支部书记赵晓会说。

“社区党支部既指导小区业委会，
也为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提供沟通
协商的平台，便于三方形成合力，更好
地为居民服务。”万象新天小区居民李

景悦对此深有感触。前段时间，该小区
车辆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问题得
到了解决，正是由社区党支部牵头，三
方形成合力，通过加装蓝牙门禁的方
式，使无车位车辆无法进入、有车位车
辆有序停放。

“在处理过程中，部分居民在小区
门口吵吵闹闹。此时，仅靠小区物业的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依托社区党
支部积极调处纠纷，依托小区业委会
积极做业主工作，才能使矛盾得到有
效化解。”在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看
来，社区党支部不仅拉近了他们和业
主的距离，也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搭
建了平台。

魏都区西关街道办事处万象社区

“党支部+业委会+物业”模式 破解小区治理难题
本报记者 付家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