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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力产业带动 做好致富“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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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蒋友胜

本报讯 （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宋振豪）“请举起
右手。我宣誓，学习雷锋，热爱祖国，助人为乐，勇于奉献，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3 月 5 日，柘城县退役军人志愿者
联合会组织爱心志愿者到该县好人公园开展学雷锋主题活动，
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雷锋精神。

宣誓后，志愿者认真擦拭雷锋塑像，打扫周边环境卫生。
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他们要更为广泛地参与到服务社会的行列
中来，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

柘城县退役军人志愿者联合会会员魏崇艳表示：“我觉得
新时代应该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守护好全体国民共同的宝贵财
富，并在我们的手中发扬光大、结出累累硕果，营造和谐的社
会氛围。”

据介绍，柘城县退役军人志愿者联合会于 2020 年发起免
费早餐志愿服务项目。该项目倡导该县退役军人和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每周一至周六为抗战老兵、残疾军人、军烈属、环卫
工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免费早餐，表达对他们的关爱和尊
重，传递退役军人及社会各界的爱心和温暖。

“学习雷锋精神就是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从身边的点滴做
起，积小流成江河。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人间。”柘城县退役军人志愿者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广运说。

柘城县退役军人志愿者联合会

开展学雷锋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任浩宏）“今天学
习雷锋的活动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今后好好学习报效祖国。”3月 7日，柘城县张桥镇张桥
小学六年级学生张可欣在“学习雷锋精神 争做新时代好少
年”诵读活动启动仪式上说。

当天，由柘城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县图
书馆承办的“学习雷锋精神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诵读活动在
张桥中心小学启动。活动在 《学习雷锋好榜样》 的歌声中拉开
序幕，张桥镇张桥小学的学生们朗诵了 《致雷锋》《雷锋叔
叔，你在哪里》《雷锋颂》 等优秀文章，呼吁同学们争做新时
代雷锋精神的传播者、弘扬者和践行者。

据悉，此次“学习传承雷锋精神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诵
读活动，主要通过诵读经典文章传承雷锋精神、念日记传颂雷
锋故事、做好事争做雷锋传人等多种形式，让全县广大青少年
在传唱诵读中学习雷锋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该活动将持续到 3月底。

柘城县

举行“学习雷锋精神”诵读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任浩宏） 眼下，春耕育苗正当其时。3 月 5
日，在柘城县牛城乡草帽王村北科种业的育
苗工厂里，工人忙着整地浇水，进行辣椒育
苗。不同于往年的撒播育苗，今年他们采用
了一种育苗新技术，不仅节省种子，也更利
于辣椒苗的生长。

这项由河南省辣椒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
团的技术专家带来的育苗新技术叫编绳育苗
法。就是通过特制的编绳机器，把辣椒种子
编织在由土豆淀粉制作的种绳中，播种时可
以根据不同辣椒品种的特性制定合适的株距
与行距，达到一次播种即成苗的效果。

在传授新技术的同时，河南省辣椒产业
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的技术专家还为柘城县带
来了许多优秀的辣椒新品种。

据了解，自 2017年起，河南省辣椒产业
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的技术专家先后在柘城县
推广辣椒育种、育苗、种植等管理技术 10多
项，为柘城县辣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支撑。

育苗新技术助推
辣椒种植提效增产

本报讯 （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近段时间，柘城
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因地因苗分类指导
农户做好小麦的田间管理工作。

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小麦陆续进入返青期，这一时期正
是抓好小麦春季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的关键时期。据
柘城县农技人员介绍，因为部分麦田未进行化学除草，而杂草
与小麦的生长周期相似，它们与小麦争肥、争水、争光、争空
间，严重影响小麦的正常生长，所以当前做好麦田化学除草十
分关键。

柘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张振坤说：“要以草定药，
不同的杂草选择不同的药剂进行除草。在除草剂的使用过程
中，要进行二次稀释，在喷施过程中，要平均喷匀，不重喷，
不漏喷。在化学除草剂使用的过程中，尽量不加其他药剂。如
果必须加其他药剂，建议在经销商或质保部门的建议下使用，
以免引起药害。”

与此同时，农技人员还根据病虫害的特点给出了对应措
施。“在防治的过程中，把杀菌剂、杀虫剂和叶面肥混合喷
施，能达到壮苗、治虫防病的目的。”张振坤说。

牛城乡梁老家村民梁九林高兴地说：“俺县农技人员指导
得非常到位，俺心里有底了。”

农技服务进田间
“把脉问诊”助春耕

兴产业 稳就业 置家业

柘城持续推进脱贫群众稳定增收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陈 威

近年来，柘城县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突出位
置，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加大工作力度，保持政策强
度，推动脱贫人口收入增长“换挡提速”。2022 年全县脱贫人口年
人均纯收入 15276 元，比上年增长 21.2%，其中产业因素拉高增幅
12.68%，就业因素拉高增幅 13.39%。 】】

强化政策支持。编制完成 《河南
省 柘 城 县 特 色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21—2025）》，重点支持辣椒、肉
牛、蛋鸭产业发展。实施产业帮扶资
金补贴，优化调整种植、养殖结构，
对脱贫户和监测户种植辣椒、大蒜等
特色产业每亩分别补贴 300 元、 200
元，对养殖肉牛、母猪、育肥猪、母羊、
育肥羊每头分别补贴 500 元、100 元、50
元、100 元、50 元，对新型经营主体流转
脱贫户或监测户土地每亩补贴 100 元。
2022 年共计拨付补贴资金 1311.95 万
元，2.051 万脱贫户、6.648 万脱贫人口、
77家新型经营主体受益。

创新带动模式。大力发展辣椒产
业，推行“辣椒股份”“协会＋冷库＋
订单”“企业+帮扶车间+脱贫户”“合
作社+支部+社会力量+农户”等带贫
模式，全县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40万亩，带动 3.6万人脱贫、15万人致
富。大力发展肉牛产业，形成从秸秆
回收、饲料加工到种牛繁育、屠宰分
割、牛制品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全
县肉牛现存栏 7 万头，产值 25 亿元，
带动脱贫户、监测户 4200 人稳定增
收。大力发展蛋鸭产业，实行“统一

引进青年鸭、统一防疫、统一供应饲
料、统一饲养管理、统一回收鸭蛋、
统一销售淘汰老鸭”“六统一”蛋鸭养
殖模式，全县蛋鸭存栏 300多万羽，带
动脱贫户、监测户 3000余户稳定增收。

织密营销网络。以辣椒大市场为龙
头，以 16 个乡（镇）交易集散地为支撑，
以 300 个村级交易网点为基础，形成了
一张上通全国各地、下联千村万户的市
场交易网络。柘城辣椒大市场发展成为
全国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培育了 2 万
多名辣椒经纪人，年交易量突破 70 万
吨、交易额突破 100 亿元，产品出口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国辣椒进
柘城、柘城辣椒卖全球”的交易格局。

夯实增收基础。新建高标准农田 8
万亩，加快推进国家数字设施农业创
新应用基地、李滩灌区节水改造配套
工程、赵口引黄灌区二期工程等项目
建设，投入财政资金 2151 万元购买小
麦、玉米种植保险，为丰产丰收奠定
坚实基础。2022 年，全县小麦种植面
积 99.85 万亩，人均增收 477.97 元，拉
高脱贫户人均纯收入增幅 3.81%；玉米
种植面积 69.6 万亩，人均增收 225.52
元，拉高脱贫户人均纯收入增幅 1.8%。

商丘市睢阳区何秦善蔬菜经营店 （经营者：何亚）：
根据查明的事实，我局拟对你涉嫌销售农药、

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

产品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经核实，你单位已不

再原经营地址经营，因无法核实你单位现经营地

址，故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能直接送达。我局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向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地址邮寄

《商丘市睢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商 睢 市 监 处 罚 字 [2021]XC-0052 号）， 该 邮 件 于

2022 年 3 月 1 日退回，无法送达。为充分保障你方

的合法权益，依据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 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的有关规定，现

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向你送达 《商丘市睢阳区市场

监 督 管 理 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商 睢 市 监 处 罚 字

[2021]XC-0052 号）。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视为送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不服本

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

六 个 月 内 依 法 直 接 向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人 民 法 院 起

诉。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商丘市睢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 3月 7日

商丘市睢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CC
聚焦聚力集体经济带动 牵住发展“牛鼻子”

实行发展“新模式”。实施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十个一”工程，培强一
支村级好班子、壮大一个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新建或改造一个加工车间、
建设一个高标准养殖场、发展一个规
模 化 种 植 基 地 、 建 设 一 个 村 集 体 冷
库、建设一个农村物流网点、创办一
个 村 集 体 企 业 、 新 建 一 个 光 伏 发 电
站、培育一支乡土人才队伍，高质量
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注入发展“源动力”。建立“农民专

业合作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模式，5
年来共投入乡村振兴基金 49254 万元，
实现所有行政村全覆盖，确保每村每年
获得不低于 5万元的村集体收益。

筑牢发展“硬支撑”。投资 1.2 亿
元建设 148个帮扶车间，按照每月每平
方米 5元标准收取租金，每年每个脱贫
村增收 3.6 万元以上。投资 2.2 亿元建
成 105 座光伏电站，总规模 28.433 兆
瓦，覆盖 142个脱贫村，村集体收益增
加 3308.62万元。

BB
聚焦聚力就业带动，稳住增收“基本盘”

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县
就业办、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
务平台和 1094 个村级转移就业信息
员，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务工就业诉
求台账，努力打通低收入家庭劳动力
转移就业“最先和最后一公里”。连
续举办“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
等公共就业服务活动 22 场次，巡回举
办“‘就’在金秋，‘职’面未来”
企业用工专场招聘会，达成就业意向
6400 人。

落实就业奖补政策。对省外就业
的脱贫户、监测户劳动力，凡外出务
工半年以上、提供 1.5万元工资性收入
证明的，一次性给予往返交通补助
1000 元；对在本县域内就业帮扶车
间、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合法经营主
体稳定就业的脱贫户、监测户劳动
力，凡连续务工 3 个月以上、提供工
资性收入 7500 元证明的，给予 200 元/

月的稳岗就业补贴支持。今年以来，
全 县 共 发 放 省 外 交 通 补 贴 15548 人
1554.8 万元，发放省内稳岗就业补贴
5526人 343.9万元。

大力开展技能培训。依托全县各
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有针对性地开
展种植、养殖、育婴、养老、家政等
技能培训，切实增强脱贫人口“造血
功能”。今年以来，全县脱贫劳动力转
移就业培训有 5732人次。

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加强超硬材
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三大园区建
设，力量钻石、惠丰钻石成功上市，
规上工业从业人员达 3.2万人。积极开
发乡村公益性岗位，带动就业 1.32 万
人，拨付工资 7139.76 万元，每人年平
均增收 6400 元；帮扶车间吸纳就业
4113人，每人每年增收 2.5万余元。今
年全县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达 4.31 万
人，同比增长 1.4%。

3月 7日，柘城县惠济乡李滩村村民在帮扶车间工作。张书珲 摄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近日，柘城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韩琳把鲜花送到慈圣镇李滩村“商丘
市巾帼建功标兵”苗东霞手中，鼓励苗东霞积极带动妇女发展产业致富，做新时代新女性的榜样。张 超 摄

学雷锋学雷锋 我奉献我奉献

3 月 7 日，柘城县慈圣镇李滩村村民正在田间浇水。目前
正值小麦起身拔节期，小麦需水量大，柘城县积极组织农民采
取各种措施抗旱浇麦。张书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