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振涛 ） 5 月 21
日上午， 清丰县 90 后小伙张振南在河
南省肿瘤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
帮助挽救一名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 成
为我省第 859 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今年 26 岁的张振南是清丰县古城
乡卫生院的一名普通职工 。 2016 年 ，
他在单位组织的一次宣传活动中加入

中华骨髓库 ， 去年年底 ， 经中华骨髓
库检索 ， 他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
功。 张振南得知消息后 ， 毫不犹豫地
答应救助这名患者。

今年以来 ，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 体检一次次超期 ， 最终经过三次
体检后 ， 终于定下了捐献时间 。 在疫
情期间特别繁忙的张振南为了不影响

捐献 ， 他特别注意饮食 、 锻炼身体 ，
要把身体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 以便救
助患者。

赴郑州捐献前 ， 清丰县红十字会
在该县 “好人馆 ” 为张振南举行隆重
的欢送仪式 。 该县副县长 、 红十字会
会长韩晓东表示 ， 造血干细胞捐献工
作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益性 ， 既需
要社会广大志愿者的热心参与 ， 也需
要政府 、 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和配合。

“作为一名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
能够有机会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作为

志愿者的誓言 ， 感到很荣幸 。 作为一
名医务工作者 ， 很开心能够用另一种
方式， 使一名患者得到重生的希望 。”
在欢送仪式上张振南动情地说。

21 日中午， 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
捐献后 ， 张振南欣慰地举着自己捐献
的 “生命种子 ” 留影 ， 并祝愿他的
“有缘人” 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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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马村乡将紧紧围绕打造“红色马村、孝
道之乡”这条主线，着力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突出“党建统领”，扎实培育“红色头雁”。 明确
党支部书记十大任务，以落实最基本党建制度“三
会一课”为起点，以培育优秀党支部书记为抓手，让
全乡党员干部在为民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中
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同时，通过督导通报精细化管
理村党支部书记 ，以 “352X”绩效考核结果量化成
绩，着力打造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奉献的基层干部队伍。

调整种植结构，全力推进富民行动。 以党建先
锋贷活动资金为支撑， 消除村集体经济空白村，深
入开展“党建 + 扶贫 + 食用菌”工程，依托全乡 527
座食用菌大棚，加大食用菌种植培训和资金支持力
度，进一步吸收贫困户进基地务工。 同时，依托前姚
村、梦卜村红薯基地和段庄蔬菜基地，力争红薯种
植规模达到 3000 亩、莴苣种植达到 1000 亩。

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打赢三大攻坚战。 全面实
行周通报和干部考核积分制度， 进一步压实责任，
以大排查、大走访、大落实打好脱贫攻坚战，以坑塘
治理和清洁行动打好污染防治蓝天保卫战，以建强
矛调员队伍打好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战。

完善基础设施，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围绕
让百姓生活环境更美、生活更舒心的目标，大力做
塘做绿做水做园，沿 302 线全力打造美丽乡村示范
带。

培育文明乡风，凝聚乡村振兴力量。 以最美马
村人评选和孝亲饺子宴为载体， 打造 10 个以上文
明村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传承 、文化发
展，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凝聚实现
乡村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接下来， 全乡广大党员干部将继续践行 ‘厚
德、包容、创新、笃行’清丰精神，发扬‘敢想、敢干、
干成、干净’干部作风，奋勇争先、砥砺前行，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陈广利表示。

5 月 25 日，清丰县固城镇刘张庄村食用菌种
植基地，种植户王计学正带着两名贫困村民在自
家的菌棚里给一排排白贝毛木耳菌棒喷水。

“菌棚里有自动喷淋的设备， 手动喷淋是为
了照顾自动喷淋没有喷到的地方。 ”今年已经 73
岁高龄的王计学边喷水边告诉记者，“我承包了四
个棚，一个棚有 1.3 万个菌棒，预计一个棚摘一茬
就能挣 1 万多元，一年能摘四茬，虽然后三茬效益
没第一茬好， 但一个棚一年到头至少能挣两三万
块钱。 ”

眼前这个精神矍铄、干劲满满的王老汉原本
是村里的贫困户， 但他不等不靠积极创业致富。
在他想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刚开始
创业的时候缺乏资金， 是政府和村干部帮我办理
了无息贷款，还借给我村集体的一些资金，让我有
能力承包种植大棚、购买菌种，还让农技人员对我
进行技术辅导，真是帮我太多了。 ”王计学说，“下
一步，我打算在棚里建设层架，把棚里的空间都利
用起来，创造更大的效益。 ”

近两年， 像王计学这样通过包棚创业翻身变
成“菌老板”的贫困户不在少数，现在随着食用菌
产业越做越大，当地外出打工的人也在逐渐减少，
越来越多的人返乡当起了“菌老板”。截至目前，全
县包棚创业贫困户约 1200 户，户均年增收 2 万元
以上。

此外， 贫困户还可以通过劳务承包、 基地务
工、收益帮带等形式，实现就业增收。目前，全县劳
务承包贫困户约 1050 户， 户均年增收约 3 万元；
菌棒托管贫困户约 3700 户， 户年均增收 3000 元
以上；基地务工约 5000 人以上，人均年增收 1 万
余元。 在收益帮带方面，种植企业、种植大户将通
过承包大棚获得的收益， 拿出不低于 10%用来资
助特困人口，最大限度地带动贫困户脱贫。

在大力实施“党建 + 扶贫 + 食用菌”工程中，清丰
县出台了一系列“丰”字号政策，积极推行“党建作保
障、政府作引导、公司作龙头、基地作示范、贫困户作股
东、种植户作产业”的产业扶贫新模式，培育“丰”字头
工厂化生产企业 10 家，年产食用菌 10 万吨，年综合产
值达 10 亿元，拉动就业近 5 万人，也带动了纸箱厂、泡
沫塑料箱厂、物流、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此外，随着党建工作的不断深入，各级干部看到了
脱贫攻坚过程中群众最直观的需求， 并对应出台了很
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好政策。

贫困户创业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为此，清丰县积
极探索创新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助推食用菌产业机制，
投入县级风险补偿金 4000 万元， 撬动 3.86 亿元的贷
款，贷款风险由县、乡、银行按照 40∶40∶20 的比例分
担，解决金融机构“不敢贷”的问题，切实为贫困户贷款
搞好服务。

同时乡（镇）党委、政府主导，村“两委”具体组织，
全县共组织贫困户成立 45 个食用菌发展合作社，支持
每户贫困户小额扶贫信贷资金 2.5 万元至 5 万元用于
建设食用菌大棚。

对确实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合作社统一建设，贫困
户每年可享受 3000 元的资产收益。 对种植白灵菇、平
菇、双孢菇、香菇、木耳、黑皮鸡枞菌、大球盖菇等品种
的贫困户，以标准化食用菌大棚为单位，单个大棚种植
菌棒达到 4000 棒或地表种植面积达到 200 平方米以
上的，当年奖补 4000 元。

“下一步，我们将聚力打造过硬基层党组织，着力
打造过硬扶贫队伍，推动人才向脱贫攻坚领域集结，同
时进一步拓展‘党建 + 扶贫产业’模式，推动‘一村一
规划、一村一产业’，探索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
贫等有效途径，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产业发展
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 ” 该县相关负责人思路明晰地
说。

“木耳出现卷边，说明缺水了。 这种
木耳对地温、湿度要求比较高，得像照顾
孩子一样进行管理。”清丰县固城镇刘张
庄村党支部书记刘贵林弯着腰指着卷边

的木耳对王计学说。
据了解，“党建 + 食用菌 + 扶贫”工

程实施以来，刘贵林就成了基地的“后勤
部长”，贫困户不懂技术，他来联系；贫困
户缺少资金， 也是他负责联系。 久而久
之，他也成了食用菌专家。

在食用菌产业发展中， 清丰县党员
干部齐上阵。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县长为
产业园“园长”，乡（镇）党委书记包基地，
村党支部书记包棚，负责技术指导、问题
解决等。坚持县委引领带动、乡党委凝聚
调动、村党支部执行落实，三级党组织上
下联动,三级干部齐抓共管，农民脱贫致
富路上“有人领、有人带、有人干”。

此外，近年来，该县按照省委组织部
大力实施“头雁工程”安排部署，开展党
支部书记常态优化行动，把产业发展好、
带富能力强的 159 名党员吸纳进村 “两
委”班子，为产业发展注入攻坚力量；县
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乡（镇）党委书
记对农村党支部书记实行“群组式”帮带
培养，按照 3∶5∶2 的比例确定优秀、良
好、一般等次，实施绩效考核，组织党支
部书记到浙江学习先进经验， 提升产业
发展能力。其中，马庄桥镇赵家村党支部
书记赵玉甫带领群众发展食用菌， 帮助
330 人摘掉贫困帽子，被群众称为“蘑菇
书记”， 荣获 2019 年全省脱贫攻坚奖奋
进奖。

贫困户坐上“丰”字号列车
———清丰县实施“党建+扶贫+食用菌”工程助力脱贫攻坚综述

本报记者 李振涛

“玉英烹熟绝如肉，花盖开成不让梅。君若同能识此味，共期佳宴约重陪。 ”两句诗道出
了世人对味道鲜美的香菇的着迷。 而今在清丰县，香菇等食用菌不仅让人们饭桌上唇齿留
香，也成为地方的脱贫好抓手，贫困户通过种植食用菌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

��““菌干部””撑起““致富伞””贫困户成了““菌老板”” ““丰””字号政策赢民心

马村乡党委书记陈广利：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廊道绿化成效显著。 按照《森林河南生
态建设规划（2018—2027 年）》要求，清丰县
基本完成大广高速、濮范高速、引黄入冀补
淀涵养带、 孟德路等 4 条主要生态廊道绿
化工程建设，绿化提升东环路、潴龙河、硝
河等道路和河道两侧，新增绿化面积近 1.1
万亩。

乡村绿化遍地开花。 全面推进乡村绿
化美化工程 ，开展 “四旁 ”（路旁 、水旁 、村
旁、宅旁）绿化及乡村公园建设。 提高广大
群众造林绿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新建、提
升韩村镇前冯家、 大屯乡雷家、 高堡乡唐
庄、纸房乡纸房街等 22 个森林乡村 ，启动
50 个绿美乡村建设 ， 新增造林面积 3187

亩。
食用菌基地绿化试点有序启动。 该县

现有党建+扶贫+食用菌基地 70 处，蘑菇大
棚 1.2 万座，占地近 2 万亩。 去冬今春以来，
该县启动食用菌基地绿化试点， 创造性解
决地从哪里来的问题。 目前，该县已启动实
施柳格镇前张家、马庄桥镇赵家村、固城镇
刘张庄村、双庙乡西南庄村、瓦屋头镇瓦北
街村、城关镇葛营村等 8 个食用菌基地绿化
试点，栽植楸树、香椿、海棠、石楠等苗木 16
万余株，折合造林面积 3330 亩。

农田林网建设持续完善。 对硝河、潴龙
河等河道两侧进行补植， 新建双庙乡王家
村、马村乡西马村、固城镇张屯村、阳邵镇

乜庄村等 7 个农田林网示范方， 合计植树
150 万余株。

生态公园建设有序推进。 中华孝道文
化园正式开门迎客 ，同时投资 4900 万元 ，
对马颊河省级湿地公园沿岸景观进行改

善提升 ， 建成一个 600 亩的带状滨河公
园。

化工基地建设稳步推进。 根据森林濮
阳国土绿化提速行动会议精神， 着力修复
油污地，合理利用废弃地，按照“适地适树、
尊重科学”的原则，该县稳步推进化工基地
防护林建设。 至目前，已栽植楸树、榆树、白
皮松等各类苗木 2.5 万株，新增造林面积近
500 亩。

新 绘 添 绿 韵
———去冬今春清丰县造林绿化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李振涛 通讯员 师晓玲 陈晓旭 文/图

晴日暖风生麦气 ，
绿荫幽草胜花时 。 5 月
25 日， 漫步清丰县城街
头，处处染绿添红；登高
远眺，更是满城绿韵。

去冬今春以来 ，清
丰县牢固树立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积极落实森林濮阳建设

各项任务， 大力实施廊
道 、乡村 、食用菌基地 、
农田林网、学校、企事业
单位绿化等重点林业生

态工程， 取得了显著成
效。

春华秋实。 目前，该
县已完成造林近 2.3 万
亩 ，栽植楸树 、香椿 、石
楠等各类苗木 128 万余
株， 超额完成市定绿化
任务 1.6 万亩，生态清丰
新图景逐渐显现。

90 后小伙
捐献“生命种子”

■学习雷锋 奉献他人 提升自己

固城乡刘张庄村小微湿地旁树木苍翠、水绿交融。

东环路绿化提升成效初显。。

开州北路树木葱郁、
绿树成荫，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