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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困 山 区贫 困 山 区““ 摘摘 帽帽 ””之 路之 路
——河南汝阳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汝河穿城而过

香味扑鼻的“甜瓜小镇”甜瓜 汝阳红薯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西泰山风情小镇

香菇成为脱贫致富主产业 烟叶长势喜人

□ 时和昌

从河南省洛阳市区往东南，走过

丘陵、平川，便进入伏牛山区。汝阳

县就铺展在这片“七山二陵一分川”的

土地上。

从汝阳站驶离高速公路，可见路

边矗立着两尊恐龙雕像，便明白，这是

到了“恐龙故乡”；紧接着，一道屏嶂上

醒目地书写着“天下第一军校”6个大

字，这便是鬼谷子王禅讲兵授学之

地。继续行驶，展现在眼前的是北汝

河两岸崛起的美丽新城，宽阔的街道、

整洁的市容、高耸的楼房、热闹的街

市、熙攘的人流相继映入眼帘。

近年来，汝阳县委、县政府组织全

县人民紧紧围绕脱贫目标，齐心协力，

真抓实干，克难攻坚，连续奋战，打响

一场脱贫“摘帽”攻坚战。“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

县”“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等一串含

金量很高的荣誉，展现出汝阳县人民

的奋进和顽强。

压实责任
形成立体帮扶体系

山区的发展无疑受到地域与条件

的局限。汝阳县52万的总人口，生存

在8镇5乡133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汝阳县2002年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

县、2012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县，全县的贫困村有78个，贫困人

口达到13,759户54,026人，贫困发

生率达12.7%。

汝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有关

负责人说，汝阳县有个十八盘乡登山

村，“山高坡度大，地在墙上挂，旱涝

都成灾，要啥没有啥”是这个村当年

的真实写照。面对这样的条件，登山村

党支部带领全村村民战天斗地，在山

上修筑梯田，改变了当地贫穷落后的

面貌。

汝阳县以此为榜样，以“宁愿苦干

改山河，不甘苦熬度岁月”的新时代

“登山精神”为动力，动员全县人民，向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发起总攻。

汝阳县委下发《关于脱贫决战阶

段压实“六级”责任的通知》，号召各级

干部坚决扛起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政

治责任。汝阳县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

长、县长为第一副组长的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组建14个专项指挥部，把全

县划分为四大战区，建立五级网格，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组织指

挥体系。具体而言，从县级干部做起，

每个县级干部分包2个~3个贫困村、

5个~6个非贫困村；县直单位定点帮

扶贫困村；乡镇五大员分包各贫困村；

帮扶人员“一对一”帮扶贫困户，形成

立体的帮扶体系。为夯实“六级”责任

体系，汝阳县进一步明确村、乡（镇）、

帮扶单位和帮扶责任人、驻村工作队、

行业部门的责任，形成人人扛起“责任

旗”，个个挑起“攻坚担”的局面。

因地制宜
产业扶贫形式多样

汝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经过梳

理研讨，紧盯“六个精准”要求，坚持因

地制宜、因户施策，决定发展6大扶贫

产业，做到“一乡一产业、一村一特色、

一户一策、一户多策、稳定增收”，确保

扶贫实效、农民增收。

汝阳县投资12.4亿元实施产业项

目581个，并在原农业龙头企业发展

的基础上培育龙头企业27个，创办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新型经营主

体456家，实现行政村合作社全覆盖，

入社户数达到1万多户，带动3万多户

农民增收。

在汝阳县山区，随处可见塑料大

棚。大棚里，一人多高的架子上整齐

堆放着一排排袋装的香菇。棚里的村

民说，他今年种了3000袋香菇，每袋

收入5元~6元，年底可有1万多元收

入。汝阳县成立了食用菌产业协会，

制定种植奖补政策，激发 52 个村

2600余户7100余人专业从事食用菌

种植。汝阳县食用菌种植发展到1亿

袋，产值达6亿多元。

走进汝阳县小店镇“甜瓜小镇”家

乡美家庭农场，一阵香味扑鼻而来——

以马明盼为主的13名本地大学生于

5 年前开始创业种植的甜瓜正在收

获。他们从汝阳县已经种植了43年

的甜瓜入手，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反复

验证和融合，经过23次试验，独立研

发成功“50%发酵牛粪无土高效长季

节栽培薄皮甜瓜技术”。该产品迅速

走俏市场，种植规模也从原来的2个

大棚发展到现在的119个大棚，带动

村民 230 多人就业，总销售额达到

500多万元。

汝阳县刘店镇枣园村的120座新

型塑料大棚让人眼前一亮。棚里一片

青葱，南瓜、番茄的藤条顺着牵引绳

向上生长，一串串稠密的南瓜、番茄吊

挂着，很是惹眼。这是返乡创业人士

马江卫发起成立的豫蔬香专业种植合

作社的成果。该合作社总投资500万

元，流转土地800亩，采用“公司+村集

体合作社+农户”的管理模式，种植蔬

菜220亩、林果540亩、核桃5万株，年

产蔬菜3000余吨，产值达2000万元，

带动劳动力就业200多人，有效安排

贫困户10户26人，实现贫困户人均

年收入近2万元。

放眼望去，刘店镇二郎村满山的

桑树已经成林。据了解，此桑树林投

资478万元，种植面积2000亩，以农

民专业合作社为经营主体，采取“公

司+村集体+农户”管理模式，实现规

范化生产、标准化管理、市场化经营，

带动村民100户就业，每年收入500

余万元。

刘店镇返乡创业园里的服装加工

厂里，一派繁忙。汝阳县因势利导，把

服装加工产业作为扶贫项目来抓，成

立服装行业协会，依托小店产业园区

打造服装加工产业园，带动1500多人

务工，其中有贫困群众629人。

“我们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引领，初

步形成以烟叶、红薯、鸡蛋、桑葚、蔬菜

为主的‘金红黑白绿’5色产业，拓宽了

群众的增收渠道，带动1266户贫困户

脱贫增收。”刘店镇党委有关负责人谈

起本地的产业发展，如数家珍。

在汝阳县城关镇洪涧村的山区，

可以看见，整个山梁被光伏板覆盖。

据悉，当地许多山区村庄都有光伏扶

贫项目，通过设立公益岗位、产业补奖

等方式，带动1.3万户贫困农民年均增

收1000元。

红薯是汝阳县的传统农作物。

2018年，汝阳红薯获得“国家级农产

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2019年5月，

汝阳红薯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

录。2019年，汝阳红薯发展到10万

亩，带动当地农民通过种植红薯脱

贫。为整体提升红薯产业经济效益，

汝阳县政府与省市科研部门共同筹建

汝阳红薯现代产业园，打造种苗繁育、

科研示范、精深加工、教育培训等于一

体的共享式产业模式，引进红薯新品

种，使汝阳的红薯产业提升至一个更

高的水平。

汝阳红薯与汝阳杜仲、汝阳甪里

艾、汝阳花生、汝阳香菇均被评定为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为发展特色高效

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汝阳县制定

产业奖补政策支持这些优质特色产品

开发，其中，流转土地7万亩扩大花生

种植、2万亩培植优质烟叶、1万亩种

植艾草，并借助电商扶贫项目，把这些

优质特色产品不断推向域外，叫响“山

水汝阳”品牌。

汝阳县三屯镇庙湾村地处山区，

是个有319户贫苦户的贫困村。在扶

贫工作队的支持下，庙湾村大力发展

养猪、养鸡、养鱼产业，有效增加了贫

困户的收入。

据了解，汝阳县的西泰山是国家

4A级景区，风景优美、环境宜人，经过

多年打造已成为旅游胜地。当地依托

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推出西泰山炎

黄文化节暨杜鹃花节，带动了整个乡

村旅游发展。景区所在的核心区牌路

村（居委会）依托西泰山景区开办农家

宾馆136家、旅游纪念品商店12家，

就业人数达298人，还带动周边的王

庄村、西门村、泰山村等多个村庄建起

农家宾馆共计5000张床位，2019年

村总收入达到2000万元。

同时，汝阳县通过村集体创办经

济产业基地、建立扶贫车间，把村民组

织起来。汝阳县共建立村集体经济产

业基地和扶贫车间176个，围绕小商

品、电子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承接外来加工业务。2019年，汝阳县

承接义乌等地来料加工项目155个，

实现加工收入7000万元，带动2300

多人就业，月均增收2200多元。

广开门路
拓宽脱贫增收渠道

汝阳县村民王某属于一般脱贫

户，家有5口人，除了按政策享受的集

中供水、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健康

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等支持

外，还享受着产业扶贫红利：光伏扶

贫项目享受补贴1450元，红薯种植补

贴项目享受补贴400元等。王某家

中，有4人在政府帮助下外出就业，享

受就业补贴5000元。2019年，王某

家年收入69,291.81元，人均纯收入

13,858.36元。

汝阳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都

有10余万人外出打工。为支持和鼓

励村民外出打工，汝阳县采取了多个

措施：一是建立完善就业信息发布平

台，通过覆盖县、乡、村三级231个就

业信息平台，及时向村民发布就业信

息和政策，实行“一对一”岗位对接；

二是对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开展“订单

式”“定向式”精确培训，提高劳务人

员的基本素质，确保贫困家庭劳动力

至少掌握一项实用技能，使每个贫困

家庭至少实现一人就业创业；三是制

定就业奖补政策，对稳定外出务工的

贫困群众根据收入情况给予奖补，激

发群众外出务工积极性。从2016年

以来，汝阳县累计发放外出务工交通

补贴等4588.9万元，仅2019年就转移

了劳动力 13.3 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2.37万人。

村民想上个小项目，没有本钱怎

么办？面对这个问题，汝阳县构建了

县、乡、村三级金融扶贫服务体系，县

设立金融扶贫服务中心、乡镇设立金

融扶贫服务站和金融扶贫服务部。

同时，建设扶贫小额信贷信用体系，

汝阳县累计有3912户村民享受小额

信贷服务，贷款金额达1.4亿元，户贷

率28.5%。

汝阳县王坪乡地处深山区，易地

扶贫搬迁到马兰河畔的社区后，住宅

都装上了电梯，山区的移民们都享受

到了城里人的生活。王坪乡利用山区

山清水秀的资源优势，建起桃花岛漂

流，既带动了城市自驾游，也带动了乡

村经济发展。

企业入驻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在汝阳县产业集聚区，安徽鸿路

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几百米长

的高大车间颇为震撼。该公司的成功

入驻，带动了装配式建筑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入驻汝阳县，推动当地形成完

备的绿色建材暨装配式建筑产业。

这些现代化大型企业的入驻，给

汝阳县这个农业县带来的不仅仅是税

收和就业，还有现代化企业的发展蓝

图和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彻底改变

了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汝阳县的经济

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当地实

现思想上和意识上的飞跃。

例如，洛阳环升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产品的生产原材料主要是陶瓷废

料、石英尾矿砂、废弃石英砂等固体废

弃物，这正好解决了汝阳县及周边县

矿石废弃物形成的垃圾堆积和污染等

环境问题。该公司除上缴上亿元的税

收外，还拉动当地物流产业产值增加

1.2亿元，解决400人就业。

汝阳县的钼矿资源丰富，国有大

型企业金堆城钼业汝阳有限责任公司

的投入，带动了整个县域经济发展与

周边村民脱贫致富。该公司除每年给

汝阳县带来几亿元的财政收入外，还

大力支持所在乡镇建设，长年安排

400多农民工参与矿山建设和生产，

直接带动周边几百户村民奔小康。

补齐短板
解决教育医疗难题

走进汝阳县外国语小学，宽敞的

校园、漂亮的教学楼和整洁的教室令

人眼前一亮。据了解，汝阳县斥资建

起这所学校，并从国外聘来2位外籍

教师，让2300名孩子也享受到大城市

般优越的教育资源。

多年前，汝阳县只有2所高中，很

多孩子基本与高等教育无缘。汝阳县

委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为此，

汝阳县先后建起汝阳县第二高级中

学、第三高级中学，使更多孩子能够走

进高中教室，进而有机会走进大学校

园，带动全家脱贫致富。汝阳县还发

展起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培养专业

技术实用人才。

短短几年时间，汝阳县累计投入

25.64亿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建

19所、改扩建 90所，补充农村师资

632人，有效解决了上学难、大班额等

难题。2018年，汝阳县顺利通过国家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验收。2019年，

汝阳县又投资7.5亿元，新开工建设高

中、职教中心各1所，为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打下坚实基础。为提高教学质

量，汝阳县与北师大、河科大、涧西区

等开展教育合作，教育质量不断提

升。2019年，高考本科上线2232人，

上线率达到65.5%，全县义务教育入

学率100%；2020年，高考本科上线

2527人，上线率达到68.5%。

“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平淡的

语言说明了朴实的真理。在汝阳县岘

山村，笔者走进村卫生室，以旅游者的

身份说身体不太舒服。卫生室一位女

乡村医生随即打开电脑，挂在墙上的

显示屏上立即出现河科大附属医院一

位主治医生。这位主治医生询问笔者

病情后，让乡村医生测量了体温，随即

开出一张药方，药方被乡村医生通过

电脑打印出来送至笔者手中，全程只

用了几分钟时间。

岘山村驻村第一书记说，如今，村

民看病费用大大降低了，报销比例能

达到90%左右，基本解决了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问题。

汝阳县的“网络医院”走在了前

面。据汝阳县卫健委统计，“网络医

院”开通2年来，接受远程会诊的患者

达 23,900 多人，其中贫困户患者

7865人。一方面，汝阳县筹措资金全

力提升县、乡、村三级医院的医疗基础

建设，对照标准化卫生室建设要求，对

所有村卫生室进行全面提升改造，配

备合格村医557人，基本药物配置达

200种以上；另一方面，汝阳县抓住建

设“互联网+健康扶贫”试点县的契

机，建成“互联网医院”236所，实现了

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全覆盖，截至

2019年底，为群众节省费用1300余

万元，实现了“健康进家庭、小病在乡

村、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90%以

上病人就医不出县”的目标。

毫不松劲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全县上下凝心聚力，持之以恒合

力攻坚。经过市级初审、省级复验专

项评估，今年2月底，汝阳县正式退出

贫困县序列，如期完成脱贫“摘帽”。

然而，汝阳县仍然毫不松劲，继续抓紧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战役。

6月底，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调整

后，汝阳县建档立卡贫困户13,701户

53,883人，已累计脱贫74个贫困村

11,535户48,820人，剩余4个贫困村

2166户5063人未脱贫。汝阳县坚持

县、乡、村三级联动，反复审核、自检、

校正，准确查清落实，以开展“查、补、

提”专项活动为抓手，深入进行各类问

题排查、整改工作，对排查岀的问题立

行立改、全面整改。

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汝阳

县外出务工受到明显影响。汝阳县成

立了外出务工工作领导小组，利用“周

三帮扶日”，对外出务工情况进行走访

排查，实施动态管理，有针对性地开展

精准服务。同时，在县内开发就业岗

位，到县外寻找点对点输送，与省外

20余家企业沟通联系，让外出务工人

员享受“出家门登车门”“下车门进厂

门”的“一站式”贴心服务。

“摘帽”后，未脱贫剩余贫困人口

既是全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注重

点，也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难点。

汝阳县在每个乡镇设立了一个“贫困

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把他们从贫困

家庭分离出来专门托养，让家人减轻

负担、致力脱贫致富。

今年3月，汝阳县组织摸底排查，

重点围绕未脱贫户、脱贫监测户、边缘

户、受疫情冲击较大农户等4类人，查

出脱贫不稳定户93户369人，边缘易

致贫户194户741人，受疫情影响较

大农户153户657人。4月上旬，汝阳

县采取转移就业、公益性岗位安置、兜

底保障等措施分类解决。

如今，汝阳县摘掉了“贫困县”的

帽子，但仍然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对

已脱贫的做到投入不减、项目不少、政

策不变、帮扶不撤，持续巩固脱贫成

果。同时，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全力推

进项目建设，补齐短板促增收，让汝阳

县的贫困户真正过上好日子。

（本文配图由汝阳县新闻中心

丁霄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