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04
责编：张啸伟 校对：王亚楠2023年12月26日 星期二

■版权声明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开栏的话：
为持续帮助全市“消费帮扶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促进脱贫地区产业发展，有效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题，确保脱贫户和监测对象稳定增收，在去

年开设栏目的基础上，2023年市乡村振兴局决定在本报继续开设特色消费帮扶农产品宣传推介栏目，不断提升各县（市、区）助民增收“名优特新”“帮
扶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助力“消费帮扶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在全社会营造消费帮扶人人愿为、人人能为的浓厚氛围。

宣传推介帮扶农产品 促进脱贫群众增收致富
——全市特色消费帮扶农产品宣传推介栏目（十七）

长垣市芦岗乡扶康醋

长垣市扶康调味品厂于 2020 年创
立于长垣市芦岗乡，由长垣市芦岗乡滑
店村4户农户自主创业创建。该厂带动
5 户脱贫户、1 户困难户、2 户一般农户
就业，户年收益2万元左右。

扶康醋采用精湛的传统工艺、纯粮
食发酵、手工酿制，不添加有害的化学
物质。原材料精心挑选，以优质红高
粱、有机小米、红薯等主料，传统醋曲、
麸糠、谷稻壳为辅料，选用黄河滩区优
质地下深井水淋制，确保纯天然、原生
态，口味纯正、色泽鲜亮。

联系电话：0373-8989890
18337329436

卫辉市奇村空心面

卫辉市奇村空心面业有限公司位
于“财神之乡、谋圣故里”的卫辉市城区
东北 18 公里处有“神奇村庄”之称的西
板桥村。

公司秉承传统加工方式，集种植、
收购、加工无公害小麦于一体。该地区
有良好的水质、土壤，万亩无公害小麦
品质优良独特，最宜于生产空心挂面，
远销全国各地，深受客户欢迎。

奇村空心挂面纯手工制作工艺，手
工精心揉制、发酵和晾晒，口感筋道顺
滑，不浓不烂，易消化吸收。

销 售 电 话 ：0373-4035222、
4035555，联系人：姚景华

新乡县古固寨镇生态牧场

河南盛亚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位于新乡县古固寨镇林牧产业
经济区,占地 263 亩,存栏规模 1100 头，
年产鲜牛奶 5000 吨，年销售额 3200 万
元，是一家集奶牛饲养、奶制品销售、休
闲观光于一体化的综合性企业。

旗下无公害牛奶产业基地，被评为
新乡市奶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脱
贫户、监测户共计 51 户务工就业，年人
均增收979元。长期为国内一线品牌蒙

牛集团焦作公司提供生鲜乳。生产的
巴氏鲜奶，采用巴氏低温灭菌处理，保
留了绝大部分的营养和口感，不添加防
腐剂及人工色素。

联系方式：16627692888

延津县花生豆腐

产品特点：花生豆腐营养丰富，富
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2,以及
硒、钙、锌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经常
食用可以延缓衰老，降低胆固醇和预防
心血管疾病。

花生豆腐以花生蛋白为主，搭配了
药食同源的蒲公英中药材，有养生保健
方面的功效，还能抑制花生豆腐里的细
菌滋生，从而提升花生豆腐的口感以及
延长花生豆腐的保质期。

规模：延津县金豆豆食品日产花生
豆腐5000斤。

价格：花生豆腐出厂价格每盒 400
克5.5元。

联系人：秦学志13781920969

原阳县龙王庙绿豆粉皮

原阳县齐街镇龙王庙村生产的纯绿
豆粉皮，色泽银白光洁，半透明，有弹性
韧性。由“王氏祖先”和“牛氏祖先”创
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绿豆粉皮手工制作过程复杂，包
括：浸泡、冲洗、磨浆、滤粉、旋制、晾晒
等工艺。

绿豆粉皮是老少皆宜的美食，具
有如下特点：绿豆粉皮中所含蛋白质、
磷脂均有兴奋神经、增进食欲的功能，
是人体许多脏器增加营养所必需；其中
含有一种球蛋白和多糖，能促进动物体
内胆固醇在肝脏中分解成胆酸，加速胆
汁中胆盐分泌并降低小肠对胆固醇的
吸收；对葡萄球菌以及某些病毒有抑制
作用，能清热解毒；含丰富胰蛋白酶抑
制剂，可以保护肝脏，减少蛋白分解，从
而保护肾脏。

联系人：王先生 17516516222

本报讯 12 月 22 日，在原阳县蒋
庄乡西王屋村的几座大棚里，一垄垄
嫩绿的红薯苗煞是喜人。村民正忙着
挑剪红薯叶、打捆装袋，一派热火朝天
的忙碌景象（如图）。

该村通过种植红薯叶，不仅实现
了村集体经济增收，还带动周边村民
走上了致富路。

据介绍，近年来，原阳县蒋庄乡党
委、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将产业发展作
为村民致富的重要抓手，以“双绑”模
式，大力实施“一村一业、一村一品”工
程，通过产业发展强村富民、振兴乡
村。西王屋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涛说：

“西王屋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围绕

‘五星’支部创建，立足产业振兴，积极
联系中医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一村一
业、一村一品’工程。种植红薯叶 15
亩，一亩地年产量在 20 吨以上，目前
出口日、韩等地，国内主要销往郑州餐
厅，年销售总额在200万左右，村集体
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年收益稳定在 36
万元，解决了周边40余户富余劳动力
就业问题，实现了乡村振兴和群众致
富的双赢。”

目前，西王屋村已建成红薯大棚
4座，占地20余亩，并将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与农户的利益结合起来，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创业增收，加速推
进了乡村振兴。 （杨昆明 文/图）

红薯叶铺就致富路

本报讯 为推动全市科学开展国
土绿化工作，近日，市政府印发《新乡
市落实河南省科学绿化试点示范省建
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了“两区一屏”建设目
标。到 2025 年，，全市完成造林 10 万
亩；森林抚育 10 万亩；建设国家级森
林城市 1 个（县及县级市），建成省级
森林城市 2 个，各类森林乡村 150 个，
基本实现森林、湿地、流域、农田、城市

五大生态系统贯通，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治理机制基本形成。

《方案》对重点任务进行了具体部
署。明确了山区困难地治理、南水北
调中线干渠生态廊道建设、沿黄复合
型生态廊道建设、大运河生态廊道建
设、农田防护林建设、森林乡村示范建
设、生态廊道示范建设、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建设八类项目。

（张吉）

我市大力推进科学绿化

本报讯 近日，省农
业农村厅公布了河南省第
一批五星级乡镇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站名单，封丘
县鲁岗镇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站被授予“河南省五
星级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站”荣誉称号并进行
授牌，成为我市首家获评
单位（如图）。

今年来，我市以星级
评定为抓手，进一步提升
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站标准化建设水平，夯实
全市基层监管能力，构建
起了更加紧密的网格化监
管体系。目前，全市已认
定三星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站 49 个、四星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站 15 个、
五星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站1个。

（蔡伟 文/图）

封丘县鲁岗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

被授予省五星级荣誉称号

本报讯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
发通知，公布第三批省级“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名单，其中，封丘县黄德镇
贾庄村（金银花）、卫辉市唐庄镇大司
马村（荞麦）、卫辉市唐庄镇西代庄村
（黄瓜）、辉县市沙窑乡小井村（乡村
旅游）和延津县马庄乡（花生）5 个村
镇成功入选。

据了解，2023 年，我市农业农村
部门高度重视“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发
展工作，积极发动村镇进行申报，强化
服务指导，严格逐级审核程序，把好申
报材料关和实地查验关，共择优向省
农业农村厅推荐省级“一村一品”村镇
6 个，其中 5 个成功入选。截至目前，
新乡市已累计入选“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国家级8个、省级12个。发展“一村
一品”，已成为推动新乡市乡村产业

“四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举
措，同时也是创建“五星”支部重要内
容之一。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围绕七大领
域，即特色种植、畜禽养殖、食用菌栽
培、花卉苗木、农副产品加工、乡村旅
游、特色文化，加强规划指导，强化服
务指导，积极推进‘一村一品’高质量
发展，早日形成一村带数村、多村连成
片的发展格局，为促进我市乡村全面
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
撑。”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负
责人表示。 （刘杰）

我市积极开展“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建设

本报讯 近日，为有效保障灾后
重建工作有序、圆满完成，延津县扎
实开展 2023 年第四季度灾后恢复重
建跟踪审计工作，聚焦水毁水利工
程、农业设施、道路交通修复等重点
领域重建，多举措全面助力灾后恢复
重建跟踪审计工作高质量进行，促进
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切实推动项
目建设管理绩效再提高。

明确重点，细化审前研究。坚
持资金和项目并重，重点围绕以往
未审计过项目、有新进展情况项目
及审计发现问题未整改到位的项目
进行审计。深入开展审前研究，紧
扣“政治-政策-项目-资金”这一主

线开展审计调查，查阅立项批复、初
步设计及概算编制资料，确立以工
程复核审计为“切入点”，着力合同
执行情况与工程结算审计相结合的
审计理念。

贯穿全局，闭环审计链条。审计
人员通过审查灾后重建资金拨付，物
资发放情况，实地走访项目建设单位
施工现场等方式，进一步了解项目进
展情况。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重点关注交峻工验收项目的责任主
体明确、固定资产手续移交、按照合
同约定的质保运维管理、项目使用绩
效等“后半篇”文章，实现“穿透式”
全过程审计。

剖析问题，坚持边审边改。针对
工程项目的设计缺陷、签证变更、未
按合同施工、运维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认真剖析，对主客观原因性质进行研
判，对完善施工与核减工程造价作出
科学界定。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督
促有关单位制定具体措施，资金查拨
付，项目看绩效，机制堵漏洞，服务好
灾后重建。

截至目前，延津县上报灾后重建
审计要情 5 篇，提出审计建议 12 条，
以前季度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发现的
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高晗 侯冰莹）

延津县抓好第四季度
灾后恢复重建跟踪审计

本报讯 今年以来，延津县乡村振
兴局积极践行“马上办理，马路办公”
工作机制，聚集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大
力推进稳岗就业行动，确保脱贫人口
和监测对象就业形势整体稳定。截至
目前，全县现有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
人数7925人。

强化就业动态监测，筑牢保障防
线。完善就业帮扶和数据动态管理长
效机制，利用防返贫动态排查、集中排
查和“帮扶日”活动，组织村级干部、网
格员入户走访，掌握脱贫劳动力（监测
对象）务工地点、务工收入、联系方式，
排查就业风险点，及时更新监测台账，
精准掌握未就业人员信息。同时，协
同人社部门对“零就业”户、务工不稳
定户和有就业意愿未就业劳动力分类
汇总，特别关注返乡回流、“雨露计划”
毕业生、有就业意愿未就业等重点群
体，及时提供就业帮扶，推进“人人持
证 技能河南”建设，提升稳岗率、提高
就业率，全县脱贫人口“人人持证”新
增 录 入 1281 人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101.03%。

强化就业岗位开发，拓展就业渠
道。坚持利用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
大力培育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吸
纳脱贫群众就近务工。依托桂柳牧

业，围绕肉鸭孵化、养殖、屠宰分割等
在魏邱乡、胙城乡、王楼镇3个乡镇建
设肉鸭养殖基地，与桂柳牧业合作发
展建设司寨乡肉鸭养殖基地，运营后
预计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151
万元左右，带动符合条件的脱贫户（监
测对象）2200余户。依托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谋划丰庄镇花生深加工基
地、僧固乡沙庄村蔬菜保鲜储存、东屯
镇新乡优质种植集约化研发生产基地
等特色产业项目，带动群众参与种养
殖和务工，每年可增加 8 个村集体经
济收入63万元左右，享受政策脱贫户
和监测对象增收45万元左右。

强化就业政策落实，完善就业体
系。严格落实优秀务工奖补、脱贫劳
动力外出就业一次性交通费补助等就
业帮扶政策，目前正在对符合优秀务
工奖补政策人员进行公示。全县脱贫
劳动力（监测对象）外出就业一次性交
通往返补助已补贴 57.28 万元。实施

“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围绕特
色产业、帮扶企业的用工需求，提供适
合岗位，优先吸纳“雨露计划”毕业生
就业，确保实现有就业意愿的学生“应
就业尽就业”。截至目前，全县193名
有就业意愿的“雨露计划”毕业生已全
部实现就业。 （侯冰莹 高晗）

延津县乡村振兴局“三强化”
稳就业 惠民生 促增收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火灾防控能
力，全力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火墙”，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
延津县主动作为，重抓重推，积极推进

“一队一中心”消防联勤模式建设，着力
打通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神经末梢”，切
实将消防安全防范工作落到实处。

“一队一中心”自建设以来，延津县
委、县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就消防安
全服务中心如何开展消防工作进行部
署，乡镇重视、消防推动，共同促进了全
县“一队一中心”建设高质量推进。截

至目前，全县 13 个乡（镇、街道）均已挂
牌成立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开通“一队
一中心”消防服务信息系统账号并开展
防火巡查、宣传培训和行政村业务指
导。8 个乡镇专职消防队均已挂牌，均
配备有消防车和基本灭火防护装备，承
担着初期火灾扑救、巡访巡查等工作，
成为补齐基层消防短板、提升基层消防
能力、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的

“硬核力量”。
为锻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的“一队一中心”尖兵队伍，

县消防安全委员会高效整合消防安全
服务中心、公安派出所、行政村、社区等
群防力量，推进基层消防安全“网格化”
管理工作。同时，县消防救援大队主动
作为，4名执法干部 16名文职督导员分
片包干，对全县各乡镇、街道进行“一对
一”的帮扶指导，指导采取“实地教学”
的方式，带领各乡镇、街道消防安全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实地走访社会单位，

“手把手”指导开展社会单位消防安全
隐患排查、信息采集、应急处置、消防培
训等，使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

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实际有效的消防
隐患排查方法，进一步掌握辖区消防安
全管理工作的基本方式方法。

据了解，投勤一年多来，13 个乡镇
消防安全服务中心运行顺畅，共开展防
火巡查 15800 家次，开展消防宣传培训
950 家次，指导社区（行政村）开展消防
工作 648 次，确保了末端消防安全监管
落地到位；8 个乡镇专职消防救援队共
接警出动 220 起，营救疏散人员 60 人，
为群众保护财产价值700多万元。

（王琳）

延津县

打通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神经末梢”

本报讯 近期，
延津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积极践行“二
马”机制，坚持以防
范“四大安全”风险
为重点，不断加强全
链条监管，坚决守住
食品、药品、重点工
业产品质量、特种设
备安全底线。

一是守牢食品
安全底线。健全企
业主体责任、属地管
理责任、行业管理责
任、监管部门“四位
一体”的食品安全责
任体系，落实落细食
品安全领域“两个责
任”，针对食品领域
重点对象、重点品
种、重点环节，专项
整治再加强，严查各
类违法违规食品经
营问题。针对节日

期间食品消费和安全风险特点，加大食
品安全抽检检测，及时处置监督检查和
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依法依规从严
从快处理。

二是守牢“两品一械”安全底线。
实施稳价保质专项行动，紧盯群众需求
品种，强化监督检查。实施监管效能提
升工程，巩固提升药品重点品种追溯体
系建设。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
开展“两品一械”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加强疫苗、血液制品及无菌和植入
性医疗器械、医疗美容器械、涉疫医疗
器械等重点产品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违
法行为。

三是守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持
续加强对重点区域、场所和重点设备的
监督检查，重点排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
情况以及设备使用登记、有效期检验、
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坚决防止设
备“带病启用”，督促特种设备运营和使
用单位加强特种设备的日常管理，严格
落实特种设备安全主体责任。

四是守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综
合运用事前准入、风险监测、日常监管、
专项检查手段，全面排查消除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隐患。加大检查抽查力度，全
力做好“一老一小”用品、食品相关产
品、危化品、电线电缆等重点工业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

（侯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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