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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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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颖始终以带领村民走向更加
美好幸福的生活为目标，带领村“两
委”干部强基础兴产业，一步一个脚
印扎实开展工作，用坚韧与担当赢
得了广大村民的尊重和支持，谱写
出了现代新农村产业兴、生活美的
乡村振兴新篇章。她先后获“商丘
市优秀共产党员”“商丘市三八红旗
手”“商丘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我是在抖音上看到小安书记带领村民种葡萄发家
致富的故事找过来的。小安书记的每个抖音视频我都
看，咱农村就需要这样的好书记。我来这儿，也想学
学葡萄的种植技术，希望通过种葡萄让自己富起来。”8
月 28日，柘城县远襄镇任庙村村民陈玉亭在荣堂村葡
萄种植基地里，高兴地对记者说。

这位小安书记就是柘城县惠济乡荣堂村党支部书
记安颖。她朴素的衣着、暖心的话语、爽朗的笑声，
总是让村民记忆犹新。从成为党支部书记的第一天
起，安颖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荣堂村建设成为
业强、民富、村美的幸福家园。她时刻以身作则，严
于律己、宽以待人，虽然自己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但她在工作上从不找借口、从不推脱，宁可自己苦一
点，也绝不让工作落后一点。

记者来到荣堂村葡萄种植园，只见一行行葡萄架
整齐排列，一串串葡萄沉甸甸地挂在藤蔓上。“现在我
们葡萄种植园里有夏黑、巨峰、阳光玫瑰等四五个品
种，有早熟的、晚熟的，可以从5月份一直采摘到国庆
节前后。小安书记通过抖音直播帮我们销售，现在我
们的葡萄供不应求，每天都有前来采摘的顾客。”荣堂
村豫柘园果蔬种植农场负责人单雪霞和记者在葡萄种
植园里边走边聊。

安颖经常说：“带领群众致富是我作为村党支部书
记的责任。”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任村党支
部书记以来，她带领村“两委”班子广泛征求群众意
见，谋求发展思路，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建立健全

“党支部＋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双绑”联结机

制，集中流转土地，发展种植葡萄、西瓜、黄桃等特
色农作物，亩均收益 1万余元，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3万
多元，群众人均增收2000多元。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不出村就能像城里人一样，
每天可以按时上下班，拿着工资，守着老人孩子。我
感觉现在生活很幸福，这都要感谢小安书记。”荣堂村
村民史士萍感慨地说。

说起小安书记，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巾帼不
让须眉，红颜更胜儿郎。”村民们常常拿这句话来夸赞
安颖。自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安颖带领村民对村
内的街道、自然村逐个进行整治、绿化、提升改造，
不断提升全村水、电、路、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建
设，实现了户户通水泥路、家家通上自来水；整改了
全村 451户老化线路，安装路灯 172盏，实现通往全村
的道路路灯全覆盖，群众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为提振村民精气神，焕发文明新气象，安颖带领
村“两委”干部在党群服务中心周边建设了日间照料
中心、儿童娱乐中心、村史馆和文化广场等，组建志
愿服务队，广泛开展关爱妇女儿童、困难群众等志愿
服务活动，不断丰富村民文化生活。今年5月份，该村
举办了“乡村光荣榜”和“星级文明户”表彰活动，
充分发挥群众身边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2022年，荣堂村成功创建
河南省“五星”支部。

“让群众的腰包鼓起来，只是我最初的一个梦想。
我们准备再流转500亩土地，大力发展阳光玫瑰葡萄和
8424西瓜种植，让我们的集体经济和村民的收入更上

一个新台阶，带领村民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谈
及今后的规划，安颖信心满满地说。

惠济乡荣堂村党支部书记安颖

乡村振兴彰显“她力量”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梁文治 任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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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武
月 张春花） 8月28日，走进柘城县李原
乡大陈村星火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养
殖基地，一排排大棚整齐排列，成千上
万只肥硕的种鸭在养殖棚内或竞相觅
食，或相互追逐，或惬意休息，“嘎嘎”
声此起彼伏……近年来，柘城县通过发
展辣椒种植、蛋鸭养殖等特色产业，共
谋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必由之路。2014年，李原乡政府
在大陈村率先成立了星火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发展模式，辐射带动更多农户发展特色
种植，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
力。目前，该合作社占地 560余亩，种
植基地以杜仲树、梨树、油牡丹、辣
椒、豌豆、红薯等作物为主，实行间作

套种；养殖基地以种鸭养殖为主，占地
110余亩，建设养殖大棚36个。

“养殖种鸭风险小、效益高，还不用
担心销路。我们的种鸭是从外地引进的
刚出壳的父母代种鸭苗，具有体壮、抗
灾、成活率高、产蛋率高等优点。”星火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焦大磊说，

“蛋鸭吃的是玉米、豆粕等混合饲料，鸭
蛋个头大、品质好。”

焦大磊介绍，一只鸭在产蛋期一天
能下一个蛋，目前存栏 5 万只鸭。山
东、江苏等地的公司每 3天就会派车来
收鸭蛋。“每年仅靠鸭和蛋，合作社销售
额就可以达到2000万元。”

“我们合作社采用国内最先进的种植
养殖相结合的科学技术。种植基地里常
年种植杜仲树和梨树，并套种辣椒、豌
豆、油牡丹、红薯等作物。养殖基地中

的肥水、粪便是果树、杜仲树最理想的
肥料，可大大减少肥料的投资，做到零
污染、零排放，双向收益。”焦大磊自豪
地说。

星火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大陈
村村民 108 户和尹庄村村民 54 户为会
员，流转土地 130亩，发展带动农户种
植 800余亩，从技术、销路、劳力等方
面全力帮扶困难群众。

据了解，在劳务用工上，星火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招聘当地经济困难户
为主要劳动力；长期工每人每月最低工
资2400元，短期工每人每天50元，一天
一结；无劳动能力、无种植能力的困难
户可将土地入股到合作社，每亩地每年
可享受不低于1000元分红。

“在家门口干活就能挣钱，一个月能
挣 3000 元呢。日子真是越过越舒坦。”

村民刘心潮告诉记者，自从村里有了合
作社，他就成了里面的长期工，专门负
责一个鸭棚，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

此外，合作社还定期举办特色种植
养殖培训班，让村民免费学习种鸭养殖
和特色种植技术，做到既“输血”更

“造血”，以此提高村民的自我发展能
力，直接带动大陈村及周边 1200名经济
困难人口的就业与增收。

大陈村是柘城县发展特色产业助推
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柘
城县以“五星”支部创建为契机，以产
业增效、促农增收为目标，以产业兴旺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按照“一村一
品、一村一特色”的产业格局，积极探
索、发展符合村庄实际的特色产业，为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奠定了坚
实的经济基础。

柘城县

下活产业“特色棋” 走好乡村振兴路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梁文治）今年以来，柘
城县把纵深推动“五星”支部创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结合
实际，持续拉高标杆，坚持“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五
星”支部创建再提升、再突破。

抓培训，增强创建能力。组织开展“五星”支部创建应
知应会专题学习活动；把“五星”支部创建作为主题党日活
动主题，组织党员群众学习“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内容；举
办“红色物业”创建专题培训，采取专题授课、实地参观等
形式，进一步推进“共建共享星”的创建工作。

抓调研，提升创建质量。开展“五星”支部创建遍访调研
活动，抽调人员组成5个调研组，遍访全县21个乡镇、79个申报
创建“五星”“四星”村，在一线调研中摸实情、找症结、解难题。

抓考核，激发创建动力。召开全县“五星”支部创建暨
农村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为创成“五星”“四星”支部的乡村
分别奖补产业发展资金 100万元、40万元。组织开展“五星”
支部创建半年考核评比工作，逐个过、逐星看、逐项查，现场评
比打分。成立县级联合督查组，实行随机抽查、跟踪检查，确
保客观准确。通过乡村两级自查、乡镇（街道）交叉互查、县级
全程督查，对全县“五星”支部创建情况进行全面“体检”。

抓牵引，促进创建成效。牢牢牵住产业发展这个“牛鼻
子”，大力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7月4日、13日、26日分别召
开全县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经济工作交流研讨会
和推进会。各乡镇（街道）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精心打造1—2
个示范村，通过示范村带动，比学赶超，引领整体发展。

柘城县

多举措推进“五星”支部创建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司 雯）今年以
来，柘城县惠济乡洪庙村在原有养殖肉牛的基础
上，大力发展肉牛养殖产业，助推“五星”支部
创建。

洪庙村饲草资源丰富，养牛条件优越。随着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的深入开展，该村对标研判
村情，明确创建目标，制订创建措施；依托肉牛养
殖龙头企业柘城县莲旺牧业，通过产业发展金入
股、村党支部自筹资金等方式，建设6000平方米肉
牛养殖场1座，养殖肉牛500余头。

近年来，惠济乡立足现有产业基础、资源禀
赋、市场潜力、品牌效应优势，着力打造“主导产
业有规模、一村一品有特色”长短结合的产业发展
新格局，依托肉牛养殖企业，积极推广“党支部+
龙头企业+合作社+群众”产业发展模式，带动群众
依靠养牛产业实现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全乡发展
100 头以上规模养殖场 20 家，50 头以上养殖场 28
家，10头以上肉牛养殖户 100余户，发展养牛专业
村7个。全乡肉牛存栏1.5万头左右。

惠济乡积极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将党组织
的组织优势与合作社的经济优势相结合，把党员发
动起来，把群众带动起来，建好用好“党支部+龙
头企业+合作社+群众”产业发展模式，实现农户、
村集体与龙头企业的互惠互利，持续争创“产业兴
旺星”，同心共筑乡村振兴路。

惠济乡

“党建+”赋能肉牛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果：
以特色文艺表演为主的“村晚”成为乡村新年俗；各类非遗技
艺展示……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柘城县老王集
镇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提振了人们
的精神面貌，还开拓了乡村消费的新空间、促进了乡村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为各村创建“文明幸福星”打下坚实的基础。

老王集镇乡村文化活动火热并非一日之功。比如：农民
书画交流活动自 2013年举办首届后，每两年举办一届，距今
已连续举办六届；“村晚”自 2017年在老王集镇板口村兴起，
一直不衰；庆元旦晚会及庆“七一”演出也有十多年的历史；送
春联活动历经数十年未曾间断；曲艺汇演已成功举办两届。

乡亲们在富起来之后，不仅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需
求，还增强了传承发扬乡土文化的责任感。在“文明幸福星”
创建中，乡村文化合作社应运而起。近年来，老王集镇成立了
十门李村百花文化合作社、板口村文化合作社、陈楼村文化合
作社、史陆庄村翰墨流韵书画合作社等4个文化合作社，形成
了以余庙村文化大舞台、索庄文化大舞台、许关村文化大舞台
为标志的文化活动场所，已经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百余次。

老王集镇将继续以“文明幸福星”创建为契机，持续深
化移风易俗工作，办好文化活动，不断培育文明新风，持续
推进“五星支部”创建，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老王集镇

文化活动点亮“文明幸福星”

◀8 月 28 日，两位村
民在柘城县牛城乡史庄村
皇堂村民组采摘莱山水蜜
桃。近年来，史庄村因地
制宜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积极引导农民规模化、集
约化种植经济作物，拓宽
增收途径。

张 超 摄

▶8月28日，柘城县
胡襄镇孙庙村正义胡芹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员
工正在栽种胡芹。该镇
胡芹先后获得过名特优
新产品、农业部地理标志
产品称号。为大力发展
这一特色传统种植产业，
该镇引导农民调整种植
结构，实行有机化、标准
化绿色种植，由传统农业
向高效现代农业转型。

张书珲 摄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宋振豪）“玉米
想要产量高，后期管理很重要，重点做好这几条……”8月
28日，在柘城县朱襄镇周庄村成方连片的玉米地里，科技特
派员正耐心细致地指导农户科学高效做好病虫害的防控。

眼下，柘城县组织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
农作物生长情况，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切实把农业技术
送到群众身边，助力秋粮丰产丰收。

在牛城乡杨楼村的辣椒种植基地，科技特派员正对田间
病虫害进行详细诊断，探讨筛选防治药物及管理措施。“辣
椒中后期管理非常关键，重点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是田间
病虫害防治，选择合适的杀虫杀菌剂喷施；第二是选择磷酸
二氢钾进行叶面喷施，促进果实后期生长；第三是及时采
收、晾晒。”科技特派员皇雅领介绍说。

据悉，为确保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柘城县全
力做好科技特派员的选派工作，逐步探索出以农业科技创新
人才为主，工业与服务业人才协同发展的科技服务新模式，
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柘城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党组成员陈建华说：“目前，
我县共选聘选派 30名科技特派员，对接全县蔬菜基地、农民
专业合作社、养殖大户、涉农企业，提供全面技术服务。”

柘城县

科技特派员送“技”下乡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为大力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魔
术事业发展，推动魔术艺术在广大学生中的普及和提高，发
现和培养魔术艺术人才，近日，由柘城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主
办、柘城县图书馆承办的“魔术之约”——“我们的中国
梦 文化进万家”魔术活动在柘城县图书馆举行。

当天，省级非遗赵氏魔术传承人赵欣德、赵敏在柘城县
图书馆开展魔术教学活动。现场传授魔术表演技巧，辅导同
学们掌握魔术道具的表演方法和技巧，并向同学们赠送魔术
道具。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视野，还拓展了学生们
动手动脑的能力。整个教学过程气氛热烈，让同学们在熟悉
魔术知识、了解魔术技法的同时，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探索
精神和求知欲望，提升了同学们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让
魔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
省级非遗赵氏魔术走进柘城县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