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江村镇

本报讯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徐
嘉欣） 连日来，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打造干净整洁、美丽宜居的乡
村风貌，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扶沟
县江村镇持续开展人居环境全域提升

行动， 以实际行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全面营造“人人参与、家家行动”
的良好氛围。

在江村镇坡孙村， 记者看到，伴

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 ， 党员干部和
群众对房前屋后 、 村道巷道堆放的
杂物进行清理 ， 同时对街巷两边杂
草进行清理。 提起治理成效，村民赵
雪红说 ：“原来 ， 房前屋后堆放了不
少杂物 ，道路也不干净 。 现在 ，道路
干净整洁。 ”

据坡孙村党支部书记孙金榜介

绍，该村通过发放倡议书、示范带动等

形式， 持续宣传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重要意义， 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的积极性、主动性。群众自觉参
与其中，做到垃圾清运日常化、道路清
扫常态化、卫生保洁长效化。

按照 “边整治 、边宣传 、边引导 ”
的工作思路 ， 江村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的志愿者定期入户宣传 ， 鼓励
群众做好房前屋后 、 院落周围的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 ， 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 ，形成 “人人讲卫生 、户户讲整
洁”的浓厚氛围。

江村镇党委书记孙光表示， 下一
步，江村镇将下足“绣花”功夫，不断巩
固、提升和扩大工作成果，推动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打造干净整洁、
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 实现全镇农村
人居环境大转变、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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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保勇：养殖蝎子“蹚出”致富路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贾团结

蝎子自古被称为 “五毒”之
首，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唯恐
避之不及。但在扶沟县永盛全虫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严保勇

眼里，蝎子浑身都是宝，市场需
求量大，养殖成本低，周期短，见
效快，收益可观。

近日， 记者一走进位于扶
沟县桐丘街道西关社区的扶

沟县永盛全虫养殖专业合作

社养蝎房， 就感觉到温热潮湿
的空气扑面而来， 看到翘着长
尾巴的小蝎子在一层层蛋托

里爬来爬去。
“温度必须控制在 32℃到

38℃之间， 湿度也要在 80%左
右。 养蝎子必须得控制好温湿
度。”今年 52 岁的严保勇，养殖
蝎子已有 6 年时间， 是远近闻
名的养蝎大户。 为了控制好温
度和湿度， 严保勇在屋顶安装
太阳能，在养蝎房铺设地暖管。
全自动蝎子养殖控制器上显

示，温度 36.8℃，湿度 81%。

“2018 年 ，一个偶然的机
会，严保勇接触到蝎子养殖，便
开始潜心钻研养蝎技术， 没事
就扎进改建的养蝎房， 一边观
察，一边看书学习，认真琢磨养
殖技术要点。 2019 年，严保勇
开始自繁自养， 并实现规模化
养殖。眼下，严保勇不仅养殖蝎
子，还养殖黄粉虫，因为黄粉虫
是蝎子的‘美味’。”严保勇的妻
子李会三告诉记者。

据了解， 该基地有存栏蝎
约 70 万只，年产商品蝎约 300
公斤，市场价格每公斤 1500 元
左右，年收入数十万元。规模化
养殖蝎子不仅为养殖户带来了

丰厚的回报， 还让不少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

“如果条件成熟，我还要扩
大养殖规模， 带动周边村民加
入养蝎队伍。 ” 严保勇自信地
说。现在，严保勇的养蝎事业有
了起色， 建成一座 200 多平方
米的养蝎房。 他和妻子经常进
行抖音直播， 想把养蝎技术传
播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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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全面提升经营主体满意度
本报讯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司梦洋） 今年以来， 扶沟县牢固树
立“抓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理念，
把经营主体满不满意作为推动营商

环境建设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紧盯行政审批、行政执法、服务企业
等，持续发力，全面提升经营主体满
意度。

领导重视提高度。 该县始终坚
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
程高位推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定期听取营商环境工作汇报， 协调
解决企业在审批、用地、用能、资金
等方面的难点堵点问题， 切实帮助
落地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建成、
建成项目早达效。

行政审批加速度。 该县以便民
利企为导向，持续落实“放管服效”
改革，不断优化审批流程，精简审批
材料，全力疏通办事堵点难点，让便
民措施更贴心、政务服务更暖心。目
前， 该县实现开办企业 1 个环节、
120 分钟办结， 工程领域社会投资
一般住宅项目和一般工业项目 21.5
天、21 天办结， 不动产登记等一般
登记业务 2 小时办结。

行政执法显温度。 该县扎实推
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面提升
监管效能，实现 21 个部门联合执法
监管，有效减轻企业迎检负担。推行
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 制定不
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

实施行政强制事项“四个清单”。 探
索创新“互联网+监督+服务”监督
服务模式， 开发覆盖全县所有乡镇
（街道）、 县直单位和各类经营主体
的“扶商助企、沟通无忧”监督服务
平台，进一步拉近政企距离。

服务企业有广度。 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 ，为全县 “四上 ”企业明确
“一对一”服务专员。 针对在建重点
项目 ，实行一名领导分包 、一支队
伍服务、一套方案推进的“三个一”
工作法，为项目建设从企业开办到
投产达效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高效、
优质服务。 针对其他中小微企业，
选派服务意识和协调能力强的优

秀干部担当服务专员，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问题。 针对个体工商户，建
立网格化服务模式，每个网格明确
一名网格长，负责网格内所有个体
工商户的日常走访、 帮扶工作，实
现服务经营主体全周期、 全领域、
全覆盖。

电话回访有深度。 建立常态化
“主动回访”机制，通过电话回访形
式，对办事企业和群众开展常态化
满意度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办事
过程中遇到的 “中梗阻” 问题，变
“被动 ”受理问题为 “主动 ”发现问
题 ，变 “等意见 ”为 “找意见 ”，通过
发现一个问题、 解决一类问题、健
全一个机制，切实提升经营主体和
群众满意度。

科技特派员服务基层助发展

县政协牵线搭桥

本报讯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周洪涛） 近日， 扶沟县政协对接河
南农业大学科技特派员， 根据地方
产业需求，积极推动校地合作，助力
基层发展。 科技特派员一行深入扶
沟县豫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扶沟
县味思美食品厂开展蔬菜种植技

术指导和企业科技服务等工作，推
广蔬菜种植新技术， 提升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

在豫星农业科技蔬菜产业园，
科技特派员从土壤改良、 病虫绿色
防控、 生物农药及有机肥料的科学
使用等方面， 对蔬菜种植技术员进
行现场技术指导， 就无土规范化栽
培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交流。“现在，正是豆角、西红柿生长
的关键时期， 科技特派员送技术送
得很及时。 ”扶沟县政协委员、豫星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刘小云

满面笑容地说。

在扶沟县味美思食品厂， 无尘
车间干净整洁， 工人们有条不紊地
分工合作，分拣、打包、封装，车间内
一派繁忙景象。 科技特派员苏楠带
领团队实地了解企业生产流程和管

理模式， 鼓励企业负责人创新经营
思路， 结合自主研发的厨伴娘系列
调味品， 紧紧依靠中原蔬菜之乡的
优势资源，延长蔬菜产业链，加快推
进味思美（厨伴娘）干菜生产线升级
提量，开发烘干蔬菜新产品，促进蔬
菜产业链发展， 擦亮本地特色产业
的“金字招牌”。

扶沟县政协主席武卫东说，下
一步 ， 扶沟县政协将继续发挥政
协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 、联系广泛
的优势 ， 更加积极开展科技服务
进基层活动 ，助力乡村振兴 、帮扶
产业振兴 、助推科技振兴 ，为加快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

慧和力量。

109名群众讨回工资

柴岗乡

本报讯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李树起） “感谢政府，我们的工资终
于要回来了！ ”7 月 11 日一大早，扶
沟县柴岗乡支亭村刘某等人将写有

“匡扶正义 为民服务” 字样的锦旗
送到乡长刘焕成手中， 嘴里一直说
着感谢的话。

今年年初， 刘某等 109 人在支
亭村一家食品厂务工。 该食品厂负
责人车某没有按时支付刘某等 109
人的工资合计 49.9 万元。 经刘某等
人反复催要，车某出具了欠条，并承
诺 6 月底结清欠款。 到了约定还钱
时间，车某玩起了失踪。

7 月初， 刘某等人到柴岗乡政
府反映情况。得知情况后，柴岗乡政
府随即成立工作专班调查此事。 该
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葛某积

极协调扶沟县劳动仲裁和监察大队

参与调查， 同时积极做车某的思想
工作， 告诉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危
害和后果。

经过多方努力，7 月 4 日晚，在
扶沟县劳动仲裁和监察大队工作人

员的监督下， 车某和刘某等人达成
一致意见并签订书面协议。 车某当
场支付 20 万元工资，并承诺剩余欠
款在 7 月 10 日前结清。 7 月 8 日，
车某将剩余 29.9 万元工资全部结
清。拿到工资的刘某等人心怀感激，
遂出现开头的一幕。

柴岗乡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下一步 ，柴岗乡政府将持续发
挥职能作用 ，积极化解矛盾纠纷 ，
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 增进
民生福祉 。

连日来，扶沟县人民公园里的荷花竞相绽放，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欣
赏与拍照。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黄金峰 摄

张平超：履职为民勇担当 真抓实干促振兴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杨高杰

走进扶沟县来庄村，水泥道路
宽阔平整 ， 道路两旁花坛排列有
序 ， 花坛内种植着大片大片的草
坪， 偶有月季花等花卉点缀其间，
农家小院优美宜居，墙体彩绘绚烂
多姿，一幅村净、景美、人和的乡村
画卷徐徐展开。

谁能想到，这里曾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 ：党组织涣散 ，党员基本
上没有组织生活 ，基础设施薄弱 ，
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 ， 村容村貌
脏乱差……从贫困村到 “五星”支
部村，来庄村成功逆袭。来庄村的巨
变，多亏了固城乡人大代表张平超。

赤诚诠释初心，实干践行使命。
2011 年至 2024 年年初， 张平超任
扶沟县固城乡来庄村党支部书记。
他始终以群众切身利益为出发点，
奋战在基层，每天工作繁重，直到家
家户户熄灯闭户， 他才拖着疲倦的

身体回到家中。在他的带领下，村党
支部先后荣获“全国脱贫先进集体”
“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南省
卫生村”“市级文明村镇” 等荣誉称
号， 其个人也获得了市优秀共产党
员、县优秀党支部书记、县优秀人大
代表、县优秀创业青年、县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

长期繁重的工作终究累倒了

张平超。 2024 年 4 月，他被诊断为
高血压 ，导致脑供血不足 ，并伴有
高血糖并发症，已严重影响工作生
活。 无奈之下，他辞去了村党支部
书记职务。

带头发展产业 ， 引领群众致
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张平
超大胆创新发展思路，带头发展规
模化湖羊养殖，组建扶沟县喜门种
植专业合作社，发展肉羊养殖。 目
前，扶沟县喜门种植专业合作社存
栏湖羊 3000 多只，带动就业 20 人，
就业人员每人每年增收 2 万元，带

动村内 40 多户群众养殖湖羊。 他
还立足本村实际 ，鼓励 、引导村民
开辟新思路 、探索新路径 ，大力发
展特色种植业， 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培育三樱椒 、草莓椒等特
色种植产业 ， 全村人均收入达到
15000 元， 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致
富渠道，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的示
范引领作用。

凝聚发展合力， 壮大村集体经
济。 为切实拓宽村集体经济发展路
径，打破村集体经济发展困局，张平
超带领村干群， 深入分析全村产业
发展现状和自然资源优势， 以村委
会牵头、 群众入股的模式成立专业
合作社，带动群众发展养殖业、建设
高标准蔬菜大棚， 实现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稳定在 30 万元以上。

密切联系群众 ， 助力乡村振
兴。 作为人大代表，张平超经常深
入群众 ，定期走访慰问留守老人 、
留守儿童和困难群众 ，倾听民声 ，

倾心倾力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 ，
全面了解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 及时将群众的意
见建议反馈给乡人大主席团 ，协
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50 余
件，排除各类风险隐患 15 处，参与
调解纠纷 70 余次。 为了加强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 ， 他先后争取项目
资金 1000 多万元 ， 铺设水泥路
17.24 公里，安装路灯 300 余盏，修
下水道 5.6 公里 ， 粉平屋后跟脚
10000 平方米，修建花坛 5000 平方
米 ，新建村室 、卫生室 、文化广场 ，
安装路灯监控 、健身器材 ，赢得群
众一致好评。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张平
超始终把群众的呼声作为工作的

“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期盼作为工
作的“第一要求”，真正成为广大人
民群众的代言人 、知心人 ，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新时代基层人大代表

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

为人民履职、为扶沟添彩·人大代表在行动

近年来， 扶沟县
瞄准汽车发动机零部

件、 底盘零部件产业
链条， 强力推进中原
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等

六大汽车零部件产业

园建设， 聚力延链补
链强链， 推动先进制
造产业集群发展 ，为
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化发展建平台、 提能
级。 图为扶沟汽车零
部件产业园智能化生

产车间。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宋福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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