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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蒋友胜

“他工作踏实认真，一派军人作风。5
年来，他把俺村当成了家，对村民像亲
人，为俺村脱贫操碎了心。”7月18日，在
柘城县李原乡魏桥村，一名群众提到许东
亮，这样评价。

2017年春，许东亮主动请缨带队到李
原乡后营村、魏桥村驻村扶贫。5个春秋，
他吃住在村，扎实开展脱贫工作和乡村振
兴工作，从不懈怠。

以村为家 悉心扶贫

许东亮刚驻村时，后营村、魏桥村都是
全乡出名的后进村。为确保两村尽快顺利

脱贫摘帽，许东亮和其他驻村队员吃住在
村，“5+2”“白加黑”，就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许东亮带领帮扶队员们白天在养殖棚
或田间地头帮扶困难群众，入户开展贫困
状况调查和扶贫行业政策宣传，晚上找党
员和村组干部谈心交流，理思路，找对
策，建立工作台账，制定有针对性的脱贫
规划。经过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摸清了村
情民意，他们决定引导两个村发展以大
蒜、辣椒、韭菜为主导产业的种植业，发
展以养羊、牛、猪为主要副业的养殖业。
许东亮带领帮扶队员指引门路，让村民有
了技术，让销路有了保障，大家也就消除
了顾虑，鼓足了干劲。驻村工作队根据两
村实情，积极联系种植养殖合作社，采用

“公司+集体+农户”的模式开展工作，提
高了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切实增加了群众
收入。

今年，后营村、魏桥村 1200亩辣椒披
红挂绿、长势喜人，预计亩产效益有 1万
—1.2万元。通过柘城县旭牧种植养殖专业
合作社的带动，两个村已发展李卫东、李
扬等29个养殖大户，现在育肥牛36头、羊

913只、猪1089头，发展势头喜人。
许东亮带领帮扶工作队积极配合后营

村、魏桥村“两委”班子跑项目，争取扶
贫项目资金，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先
后为两个村修路 12.6公里，并沿线安装了
太阳能路灯；修建了两个村综合文化广
场、一个标准化村室和一个卫生室；让户
户用上安全电、家家通了自来水；光伏发
电项目和扶贫车间项目的实施，让两个村
的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用好危房改造政
策，改善居住条件，村内私搭乱建和人畜
混住现象不复存在。

许东亮带领工作队还与村“两委”班
子一起，加大村容环境整治力度，将人居
环境写进村规民约。禁止污水乱排，组织
村民清理自家房前屋后的沟渠淤泥；明确
农户卫生职责，确保村内垃圾定点倾倒、
专人清运；发动 78名公益岗位群众清扫道
路、安置点、公厕，清理公路沿线杂草、杂物；
完成厕改任务，提高水冲式厕所比例，转变
村民卫生习惯，这让后营村、魏桥村也由“脏
乱差”的落后村逐渐成为“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霞”的美丽乡村。

村民当亲人 冷暖系心头

许东亮在走访魏桥村贫困户田景国家
时，了解到他妻子长期患慢性病，生活困
难。但他妻子属于半劳动力，其家庭收入
又不符合评选低保的条件。在几次村民大
会民主评议上，都没有通过评选。许东亮
争取通过民主程序，把田景国的妻子聘为
公益岗位保洁员，让他家增加了一份收入。

后营村村民李高仲患严重的腿部疾
病，随着年龄增长，在家的时候也需要扶
着墙或者有他人的扶助才能活动，更不能
干农活家务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许东
亮现场与县残联取得联系，在最短的时间
内帮助李克伟申请了残疾人轮椅。“有了这
个轮椅，我行动方便得多了！”李高仲试用
轮椅后激动地说。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如今，后营
村、魏桥村已是旧貌换新颜，村民生活幸
福指数明显提高。群众常说：“后营村、魏
桥村，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全靠驻村干
部这些领路人啊。”

许东亮：

扎根农村不言悔 当好致富领路人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杨旭华 通讯员 马学贤 张庆常

本报讯 （记者 蒋友胜 通讯
员 马学贤 汪晴晴）“党的政策
好，关心咱养老，生病去了医院全
报销，和亲又和睦，勤俭又节约，
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美好……”7月
18日，在柘城县中心敬老院，今年
65岁的陈传诗正在用歌声表达着自
己对党和政府的深深谢意。

陈传诗一生未娶妻生子，年轻
时靠给亲戚朋友干活打工为生，年
纪大了之后没有生活能力，就在民
政部门的帮助下，来到该县中心敬
老院。谈起如今的生活，老人说在
这里生活不仅衣食无忧，而且配备
了阅览绘画室、多功能活动室、健
康康复室、医疗室等，真是丰富多

彩。
陈青集镇砖桥集村82岁的王福

进高兴地说：“在这儿住得好吃得
好，工作人员还特别热心，俺在这
儿很开心。”

“在这儿过得很幸福，冬天冻不
着，夏天热不着。”今年 82岁的浦东
街道办事处张庄村五保户余永兰也
深有感触地说。

柘城县中心敬老院护理部主任
刘文霞介绍：“我们坚持每周为老
人们洗一次衣服、床单和被罩，对
于生活不能自理和比较好动的老
人，换洗的次数还会增多。护工们
也会定期帮老人们剪指甲、理发、泡
脚、洗澡。我们还会定期对老人进

行例行诊疗检查，了解他们的身体
状况，为他们提供健康保健服务。”

近年来，柘城县全力提升养老
机构入住人员的生活水平，提升敬
老院入住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
让供养对象活出了他们自己的精彩

“夕阳红”。“我们通过完善配套设
施、优化服务措施等，不断细化服
务措施，创新管理模式，每周根据
当季菜品和老人意见定制合理的膳
食菜谱。每天组织老人做老年保健
操，组织各种娱乐活动，真正让老
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乐，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柘城县中心敬老院院长刘勇
如是说。

中心敬老院唱响幸福歌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张宸铭）近期，
柘城县胡襄镇以治理“六乱”、开展“六清”为重点，创新

“四步”工作法，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镇区升级改造和
农业产业发展，全面动员、全员参与，打了一场人居环境整
治漂亮仗。

为了调动广大群众自觉参与的积极性，该镇以农村基层
党组织建设为抓手，创新“四步”工作法，迅速掀起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热潮。一是集中对村庄道路、房前屋后、坑塘周
围、田间地头、沟里面、桥下面等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提升整
治，着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农村人居环境。二是狠
抓“绿起来”。抢抓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因地植绿，见缝
插绿，依托各村传统优势，分别制定具有乡土特色的植绿计
划和标准，在房前屋后空闲地宜林则林、宜果则果，着力打
造小菜园、小果园，实现人均新植一棵树。三是衔接“亮起
来”。以镇区升级改造作为抓手，以点带面，以镇区四街带
动周边村庄，让所有村庄“亮起来”，安装路灯3071盏，全
镇高标准完成了亮化工程。四是实现“美起来”。积极开展

“四美乡村”“五美庭院”创建行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
锋模范作用，带头清理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引导群众主动配
合参与，实现农户庭院的净化、绿化、美化。村民李美介
绍：“以前这个坑塘小、垃圾多，水也有异味，现在改造以
后，看着舒心多了。没事时带着孩子散散步，不比城里的公
园差。”

“环境好了，村里的路也干净得很，下雨天没有泥了。
小广场建起来了，也有地方玩了。现在大家都行动起来了，
争取把我们的村庄打扮得更干净、更美丽。”该镇侯大村村
民侯大海说。

胡襄镇

“四步”工作法整治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近期，在人居
环境整治中，柘城县陈青集镇按照“政府主导、党员带头、
典型示范、户户参与”的思路，坚持以家庭“小美”聚合美
丽乡村“大美”，强力推进“美丽小镇”“四美乡村”“五美
庭院”创建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一抹抹绿色伴随着宽阔的道路延伸，一块块绿地在道路
旁铺展，一个个庭院干净整洁，走进陈青集镇，村美路净、
水清岸绿，一幅幅祥和美丽的画面迎面而来。该镇把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高位统
筹，综合施策，成立了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专班，制定了《陈
青集镇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方案》，坚持先易后难、
先点后面，带动整体提升的工作方法，围绕垃圾治理、植绿
补绿、厕所改造和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重点，将任务落实到
岗到人。向广大群众宣传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要意
义，以及卫生保洁、绿色生态、科学文明的理念和知识，使

“美丽小镇”“四美乡村”“五美庭院”理念入脑、入心，让
广大群众的认识不断提升，自觉争当创建活动的主力军。

王楼村通过开展环境整治，优化村容村貌，小村庄发生
了大变化。村民王军军家的庭院虽小但干净整洁，以往院子
里堆放的柴草不见了，栽植的花卉苗木多了，整个小院错落
有致，美丽大方，被村里评为“五美庭院”示范户。

王军军的庭院改造只是陈青集镇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镇加强对废旧、闲置宅基地、村内空闲地的
管理和利用，开展村庄绿化美化，重塑田园风光，提升村庄
的整体面貌。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的作用，组织保洁员对村
内道路定时定点清扫，确保日常保洁无盲点；制定村规民
约，实行“门前三包”，广大村民自觉遵守、相互监督，共
同维护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

“每天都打扫两三遍，环境好了，心情也好。”“跟以前
比起来变化大得很。你看看现在俺村，可以说是一年四季常
绿。在外打工回来的，常常找不到家门……”记者采访时，
王楼村村民争着对记者说。

陈青集镇

以家庭“小美”聚合乡村“大美”

柘城新闻

7 月 19 日，在位于柘城
县慈圣镇的河南省万犇牧业
有限公司厂区内，公司总经
理韩宇恒介绍，作为一家肉
牛育肥龙头企业，他们公司
已经申请建立一个屠宰场和
一家食品加工厂，将为柘城
县打造全国肉牛奶牛全产业
链发展基地作出更大贡献。
河南省万犇牧业有限公司一
期占地 126 亩、肉牛存栏量
2000 多头。如今，在柘城
县，像河南省万犇牧业有限
公司这样年出栏 200 头的肉
牛繁育育肥场有 10家，还拥
有莲旺牧业有限公司、柘城
县汇洋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柘牛农牧等大型肉牛繁育育
肥基地 3家和年出栏 50头的
肉牛育肥场户33家。

近年来，柘城县按照
“全产业链全循环、高质量高
效益”的发展思路，打造集
秸秆青贮、饲料加工、标准
养殖、母牛繁育、屠宰分
割、精深加工、冷链物流、
科技研发、市场交易、产品
展示、特色餐饮、文旅牧场
等于一体的肉牛奶牛养殖全
产业链发展模式。目前，全
县牛存栏7万多头，年出栏4
万多头，柘城县已被认定为
全省肉牛发展大县。

为发展肉牛奶牛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柘城县根据
省、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
结合柘城实际，先后印发了
《柘城县关于支持肉牛奶牛产
业发展的意见》《柘城县关于
支持肉牛奶牛产业全产业链
发展的意见》，对全县肉牛奶
牛产业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指
导，并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

对在县域内新建肉牛存
栏 2000头、奶牛存栏 500头
以上的规模养殖场，柘城县
财政给予地租支持。仅此一
项，就已累计支持养牛场租
金850万元。

相对优先保障肉牛奶牛养殖场的用地需求。根据柘
城县相关政策，凡新建肉牛养殖场存栏在 1000头以上、
奶牛养殖场存栏在 500头以上的，可在已调整好的养殖
用地范围内优先选址。目前，该县已经为 8家肉牛养殖
企业提供养殖用地1600亩。

对企业和个人自建的养牛场，给予畜位补贴。引导
龙头企业自建一批标准高、规范化的肉牛奶牛养殖场。
对新建标准化畜位肉牛500个以上、奶牛300个以上的养
殖场，分别按照每个畜位1000元、2000元的标准给予补
贴。目前，该县已经为肉牛奶牛养殖场补贴畜位建设资
金1000余万元。

鼓励发展基础母牛，扩大基础母牛产能。积极引导
更多的社会资本发展母牛繁育。对存栏50头以上的母牛
繁育场给予资金支持。按存栏一头母牛每年1000元的标
准进行补贴。

对开展粮改饲的养殖场户给予补贴。按照以养定
种、种养平衡的原则，扩大饲用玉米等饲料作物种植面
积。对开展粮改饲青贮工作的养殖场户，按每吨青贮玉
米60元的标准补贴。截至目前，该县已经为肉牛奶牛养
殖场补贴青贮项目资金1200余万元。

实施屠宰加工增效行动。发展精深加工，优化升级产
品结构。新建肉牛屠宰和乳品深加工企业，享受柘城县招
商引资用地、用工、用水、用电等相关支持政策。目前，该
县新引进了一家肉牛屠宰加工厂，计划投资6亿元。

近几年，柘城县肉牛养殖产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壮大的现象，引起了中国农业大学肉牛研究中心教授孟
庆翔的极大兴趣。孟庆翔经过考察研究，总结出中国肉
牛养殖的“柘城模式”。他说，柘城县在肉牛养殖产业发
展中创新推出的以种养结合、低成本管控、低死淘率为
核心的“柘城模式”，为中原农区肉牛产业发展提供了壮
大肉牛产业的新方案。

根据《柘城县关于支持肉牛奶牛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的意见》，到 2025年，柘城县肉牛存栏将达到 25万头，
奶牛存栏达到 2万头，肉牛奶牛一产产值达到 30亿元，
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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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万犇牧业有
限公司总经
理韩宇恒在
育牛场棚内
为肉牛整理
饲料。

7月18日，柘城县洪恩乡柿黄集村村民，一大早便来到村里的药材种植基地，忙着为丹参药材追施
化肥。今年该村集中流转土地种植1000多亩药材，眼下正值生长管理关键时期，村民在农技人员指导
下，不失时机，开展除草、追肥、防治病虫害等各项管理工作，为丰收增收奠定基础。张子斌 摄

7月19日，柘城县牛城乡村民正在辣椒高产田里忙碌。当下，正值秋种夏管的关键时期，该县农民
抢抓时机，加大秋作物管理力度，掀起夏管高潮。张 超 摄

整治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7月19日，市民在柘城县好人公园晨练。柘城县好人公
园内绿草茵茵、鲜花盛开，彩色的沥青路面与蓝天、绿树
交相辉映，来此锻炼、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张书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