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清丰新闻2020年 9月 15日 星期二

本版组稿：李振涛 韩娉婷 陈晓旭

本版编辑：吴玉忠 电话：8990768

本版策划：潘奇峰 徐社军

第21期

本报讯 （记者 李振涛） 日前，清丰县召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第二

次会议。 县委书记冯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
副书记、县长刘兵主持会议，潘奇峰、岳春青、焦
宏涛、王相俊等县领导出席会议。 各工作专班副
组长及部分成员单位， 各乡镇党委书记参加会
议。

冯向军在讲话中要求，一要深化认识，强化
引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
家战略， 我们必须深入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聚焦重点、扎实
推进，将其贯穿清丰县规划编制的全过程，推动
国家战略在清丰落地落实见效出彩。 二要提高
标准，完善规划。 要紧盯国家、省、市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十四五” 发展规划
等，加强与上级有关部门的对接，及时了解新进
展，务必掌握主动权，不断进行对标、及时跟进
完善；要统筹好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配套，实
现多规合一，确保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要聚
焦关键，积极作为。 要在生态保护上下实劲、在
高质量发展上用实功、在项目建设上求实效。 四
要夯实责任，狠抓落实。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日之功，我们既要有历史
耐心，又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决扛牢“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责任，加
强领导、统筹推进，切实把各项任务抓实抓好、
抓出成效。

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兵主持会议并要求，各
乡镇、各工作专班，要对照《2020年清丰县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 中所确
定的 14个重大工程 51项工作任务， 主动谋划
推进各项工作，做到一切工作具体化、项目化、
台账化，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撸起袖
子加油干，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抢抓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遇、 推动清
丰在高质量发展前沿的进程中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

发展产业，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有更加精准的政策。 为
支持食用菌产业发展，该县出台《关于深化推进农业产业
扶贫的意见》等政策，每年列支 5000万元，用于奖补资金
和降低群众风险，切实为群众发展食用菌产业搞好服务。

资金奖补。 对种植标准化食用菌大棚的贫困户和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贫进行奖补。 贫困户单个大棚种植菌
棒达到 4000棒或地表种植面积达到 200平方米以上的，
奖补 4000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 5名贫困人口以上，
且贫困人口年人均增收 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上的，按带
动贫困人口数，分别按每人 1500元、5000元的标准给予奖
补。

电商支持。 探索“互联网+食用菌”销售模式，依托全

县 10余家电子商务公司，与京东、阿里巴巴等知名电商加
强合作，并成功上线“中国社会扶贫网”电商平台，菌菇产
品以国内全覆盖的态势“飞入各地百姓家”。 电商销售的迅
速发展带动了产品精深加工、保鲜冷藏、纸塑包装、冷链物
流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 带动 800余名贫困户实现就业，
月工资达 1500元以上。

降低风险。 设立“食用菌产业发展风险基金”，如食用
菌市场价格波动，企业托市收购，县政府给予企业一定的
资金支持或补助。 为承包大棚的贫困户投保“财产保障险”
“食用菌种植险”，对因自然灾害、棚体毁坏等财产性损失，
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病虫害、异常高温等带来的食用菌产
值损失进行赔偿，进一步巩固提升了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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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清丰县立足食用菌产业传统
优势， 把党建工作与精准扶贫工作紧密结
合，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实施“党建 + 扶贫 +
食用菌”工程，积极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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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包棚创业、劳务承包、菌棒托管、基地
务工、受益帮带”五种带贫模式，从白手起家
的一个传统种植县，发展成为“全国食用菌
优秀基地县”“中国白灵菇之乡”，实现了党
的建设与产业扶贫的互促共赢。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清丰县虽有种植食
用菌的优良传统，但是规模小而分散。2016年以来，该县把
脱贫攻坚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和第一要务，对食用菌市场
进行了认真调研分析， 传统种植小麦玉米每亩年收入约
1100元，种植鸡枞菇、双孢菇、木耳等食用菌每亩年收入可
达 3万元，且市场前景好。 为此，该县县委、县政府决定把
食用菌作为脱贫支柱产业大力发展。

加强指导。成立“党建+扶贫+食用菌”产业发展办公
室，负责规划设计、工程推进、技术指导等，做好服务保障。
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抓，每个县领导分包一个食用菌基地，
县直单位联乡包棚。

乡镇实施。 县财政整合扶贫资金，由乡镇党委政府组
织实施，乡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村党支部书记示范带
动，发动贫困群众参与，贫困户在脱贫攻坚期内可享受“零
租金”使用。 每个乡镇至少建设标准化大棚 500座，采用林
菌一体、温室大棚、工厂化生产等模式，实行区域化、集约
化、规模化生产。

党员示范。 由村“两委”班子组织，每名村内党员必须
帮扶一个贫困户以“入股分红、直接种植、务工就业”的方
式参与。 设立“党员干部扶贫示范棚”，组织驻村第一书记、
县直帮扶单位党员与参与种植的贫困户结对共建，及时到
基地解决实际问题。

为改变传统小型分散种植模式， 提高技术含量，
拓宽销售渠道， 加强贫困户与食用菌产业的利益联
结，使更多的贫困户享受政策红利，该县县委、县政府
切实解放思想，着力在食用菌发展模式、方式上创新。

发展模式创新。 依托龙丰实业、科丰生物、瑞丰农
业等 17家本地食用菌龙头企业，积极引进外地食用菌
先进企业，并与中国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
校合作 ，提供菌种菌棒 ，统一技术指导 ，搞好跟踪服
务，实行保底回购，确保群众受益。 另外加大招商力
度，对食用菌生产企业实施贷款降息、用工奖补等扶
持政策，先后引进北京宏康建华、山东远洋、江苏镇江
金田等 5家食用菌种植龙头企业，为贫困户带来了新
理念、新技术，拓宽了新市场。

带贫模式创新。 创新实施五种带贫模式：包棚创
业。 贫困户利用小额扶贫贷款、 扶贫到户增收项目，
“零租金”承包大棚，发展食用菌产业。 截至目前，包棚
创业贫困户约 1200户，棚均年增收 1.5万元以上。 劳
务承包。 食用菌种植企业与贫困户合作，将食用菌大
棚承包给贫困户，企业负责购买菌棒、销售及保温保
湿设施，贫困户负责大棚里的种菇、摘菇、施水等，双
方约定按收益分成。 目前， 全县劳务承包贫困户约
1100户，人均年增收约 1.2万元，有效激发了贫困户的

主观能动性，实现了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促
进了企业和贫困户的“双赢”发展。菌棒托管。对无劳动
力的贫困户，利用扶贫政策资金购买菌棒，将菌棒委托
给企业管理，按约定获取收益。 目前，全县菌棒托管贫
困户约 1300户，户年均增收 1.5万元以上。 基地务工。
食用菌生产过程中，对采菇、削菇、装袋用工量极大。对
此， 安排贫困户直接在基地务工， 全县基地务工约
5000人，人均日收入 50元以上。 受益帮带。 针对年老
体衰、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五保、孤寡老人等贫困户，由
合作社和商户每年拿出来部分利润实施临时救助，每
户每月可得到 300元的救济，真正做到“小康路上不落
一人”。

信贷助推模式创新。 探索创新扶贫小额信贷资金
助推食用菌产业机制发展，投入县级风险补偿金 5000
万元，撬动 4.64亿元的贷款 ，贷款风险由 “县 、乡 、银
行”按照 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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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乡镇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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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户贫困户利用小额扶贫信
贷资金 2.5万至 5万元， 用于建设 1至 2座食用菌大
棚。 个人确实不具备发展条件的，由合作社统一建设，
贫困户每年可享受 3000元的资产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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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个食用菌基地、1.2 万座大棚， 种植面积 1550 万平方米，1 万余
名党员干部投身其中，发展龙头企业 17 家、专业合作社 45 家，食用菌
产业综合年产值达 20亿元， 带动 2 万余贫困人口脱贫、 户年均增收 2
万元……一串串的数字，彰显着清丰县党建引领产业扶贫的丰硕成果。

图①：清丰县大地密码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正在线上销售农产品。
图②：马庄桥镇赵家村食用菌种植大棚。

本报讯 （记者 李振涛） 一年年春华秋实，一载
载桃李芬芳。 9月 10日，清丰县召开庆祝第 36个教
师节座谈会，县领导刘兵、潘奇峰、杨理宏、岳春青、
郭晓哲、左海义、韩晓东等出席座谈会。

县委副书记、 县长刘兵在讲话中代表县四大班
子， 向辛勤工作在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以及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
敬意。

就下一步教育工作，刘兵要求，一要志存高远，
重塑“上学在清丰、教育看清丰”的品牌。 持续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坚定理想信

念、锻造过硬本领，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 同
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继续在巩固深化和丰富内
涵上狠下功夫，突出地方办学特色，真正让清丰出
人才、出经验、出名师、出名校。 二要突出重点，夯
实“上学在清丰、教育看清丰”的基础。 要抓好现有
公办学校“提质升级”，通过合作办学 “弯道超车 ”，
加快实施名校长培育工程。 健全完善管理办法、考
核办法 、激励机制 ，切实加强学校班子建设 ，大力
实施名师队伍培育工程，着力造就一支高素质 、专
业化 、懂教育 、善管理的优秀校长队伍 ，努力培养
出更多的特级教师、名优教师。 三要凝心聚力 ，筑

牢“上学在清丰、教育看清丰”的支撑。 全县上下要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 大力倡导尊师重教的
传统美德，着力营造重教、兴教、支教的浓厚氛围。
强化责任意识、 加强思政工作， 推动教育均衡发
展。

县委副书记潘奇峰主持会议。 副县长韩晓东宣
读了《清丰县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2020年度清丰“最
美教师”、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
优秀校长和中高招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会上，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清丰高级中学校长、最
美教师代表、特岗教师代表等进行了发言。

清丰县庆祝第 36个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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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 打造产业扶贫服务新平台

党建引领 找准群众脱贫增收新路子

注重创新 建成产业扶贫带贫利益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