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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熊勇力
“今天的数据有点不正常，

还得去看一看是不是哪地方管
控不到位。”11 月的一个上午，
牛贺刚对自己的同事说。

牛贺刚是源汇区环保局的一
名党员，更是奋战在我市污染防
治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工作以
来，牛贺刚踏实负责、任劳任
怨，同事们都叫他老牛，不仅仅
因为牛贺刚姓牛，更因为牛贺刚
工作起来就像“老黄牛”一样。

作为国控监测点的负责人，
每天一大早，牛贺刚就来到了国
控站点，开始一天的工作。国控
站点空气站的功能是对存在于大
气、空气中的污染物质进行定
点、连续或者定时的采样、测量
和分析，是一个城市空气环境保
护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城市大
气污染数据最直观的体现。“确
保国控监测点数据全面准确客观
真实，不仅仅是为国家负责，更
是为了给咱漯河人守护好蓝天白

云，通过实时数据我们可以分析
出什么地方排放了污染物，对症
下药让他们整改。”牛贺刚说。

方圆1.5公里的巡视是牛贺
刚和同事们每天的日常工作，
辖区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
地，每一个加油站甚至每一个
门店牛贺刚都铭记于心。伴随
着风吹日晒，“老黄牛”牛贺刚
俨然成了头“大黑牛”，黝黑的
皮肤诉说着环保攻坚工作的艰
辛。即使如此，牛贺刚对待工

作仍是如饮甘饴，他深知自己
肩负的责任有多重。牛贺刚严
谨的工作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
神，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本
色，感染和激励着身边的每位
同志。

就这样日复一日，牛贺刚
忠于职守，默默无闻地坚守在
基层环保工作一线。当组织需
要的时候，他从没有一句怨
言，毅然挑起工作重担，以实
际行动诠释着自己的初心。

牛贺刚：攻坚一线“老黄牛”

■本报记者 杨 旭
在临颍县台陈镇凹孙村，

有位村民在外打拼多年，事业
有所起色后却放弃优厚待遇，
选择返乡创业助力乡亲脱贫致
富，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这位
村民就是魏协。

早在2007年，魏协便到南方
打工，因工作任劳任怨，从普通
员工逐步走上管理岗位，每月能

有一两万元的收入。随着职位和
收入的不断提升，魏协心里冒出
了创业念头：“当时政府号召我
们返乡创业。我也一直在想，与
其漂泊在外给别人打工，不如自
己干。”2016年，魏协和同样在
外地打工的堂哥魏昊商量后，决
定一起返乡创业。于是，两人创
办了临颍县宏丰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这是我们加工的镀锌带方

管，主要用于建房，现在市场需
求量较大。”魏协说。

据魏协介绍，目前公司员
工多为家庭困难的村民。年仅
二十来岁的村民林远因意外受
伤导致残疾。得知此事后，魏
协邀请林远到公司上班，并安
排他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每
个月能挣两三千元。

在努力经营公司的同时，

魏协积极为村庄建设出资出
力。逢年过节，公司还为村里
的 老 年 人 和 贫 困 户 送 去 米 、
面、油等生活用品。

去年，魏协和数名村民又

合伙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
发展规模种植，以带动更多人
致富。“我在家乡实现了自己的
创业梦，帮助别人致富是应当
的。”魏协说。

魏协：返乡创业带动乡邻致富

为加强我市畜产品质量安全
建设，自9月17日，市畜牧局联
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全市畜
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确保质
量安全不留死角。

为把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压实
压细，近段时期以来，我市针对
实际情况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
是狠抓重点对象。突出重点，排
查隐患，追根溯源，筑牢畜禽产
品安全防线。以生鲜、冷冻猪
肉、牛肉、羊肉、鸡鸭肉等畜禽

肉类及其制品和经营场所为重
点，分区域有步骤地全面排查安
全风险隐患。核对入市畜禽类产
品检疫合格证明标识内容与实际
数量、来源等情况。根据前期排
查调研情况，对未及时提供检疫
合格证、检验合格证的市场经营
主体进行重点监管，对畜产品质
量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市场经营
主体进行重点审查，牢牢守住质
量安全底线。二是加强风险监
测。因为违规添加“瘦肉精”或

违禁物品的畜产品不易被消费者
及时察觉，需经过实验室检验检
测才能发现问题。针对此类情
况，我市进一步提高监督抽检频
次，做好风险监测。加大对畜产
品生产经营者的监督检查力度，
督促其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及记录相
关要求，采购食品依法索要相关
凭证，不采购、贮存、销售无溯
源凭证、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畜禽产

品，特别是进口产品要索取出入
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
证明文件。三是保持高压态势。
紧盯重点环节、重点区域，严厉
打击私屠滥宰、屠宰病死猪、注
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等违法行

为。严格源头追溯，全程监管，
对违法违规的市场经营主体情节
较轻的责令整改，对检查出不合
格的畜产品信息纳入征信记录；
对于情节较重和拒不整改的经营
主体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刘 畅

层层监管 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

1.一次性奖励
对认定为漯河市市级创业孵

化基地的给予最高20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补贴；对认定为国家和省
级创业孵化基地的省里给予50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补贴。

2.创业孵化成果补贴
孵化基地、新型孵化平台孵

化成果补贴，每孵化一户企业运
营 1 年并带动 3 人以上就业的按
每户不高于1万元/年的标准对基
地 （平台） 给予补贴，补贴期限
最长不超过2年。

3.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
奖补政策

我市农民工返乡创业创办的

企业和各类实体除享受上述政策
外，还对返乡农民工创办的各类
园区给予政策扶持。农民工返乡
创业园区包括 （1） 特色专业乡
镇；（2） 特色专业村组；（3） 特
色专业园区：包括种植类、养殖
类、电商类、旅游类、餐饮类；
（4） 现有的产业集聚区、商务中

心区、特色商业街区等。对经认
定的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
区，由市财政给予一次性10万元
奖补；对达到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标准的，认定为市级创业孵化基
地，给予一次性20万元的奖补资
金。

各县区咨询、办理电话：源

汇 区 0395- 2136198； 临 颍 县
0395- 8862117； 郾 城 区 0395-
6181806； 舞 阳 县 0395-
7338010； 召 陵 区 0395-
2605393； 开 发 区 0395-
2661196； 示 范 区 0395-
3195011；西城区 0395-6810088

市人社局供稿

为进一步压紧压实巡察整改
责任，提高巡察整改实效，召陵区
科学统筹谋划，采取有力措施，积
极开展巡察整改督查督办工作，做
实做细巡察“后半篇”文章。

强化日常整改监督检查。巡
察整改期间，由区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带队，联合区纪委监
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巡察办组
建专项调研督导组，对被巡察单
位巡察整改工作进行调研督查，
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个别
座谈、实地调研等形式，对被巡
察单位党组织巡察整改主体责
任、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移交问
题线索办理进度等情况进行逐条
盘点、逐项检查。督导调研情况
呈送分管县级领导，并以区委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在全区进行
通报，强化责任担当，传导管党
治党压力。

健全巡察整改督查机制。巡
察整改到期后，派驻纪检监察组
联合区委组织部对被巡单位整改
落实情况进行审核，按照责任不
落实决不放过、整改不到位决不
放过、问题不见底决不放过的

“三个不放过”原则，对照各被

巡察单位整改报告和线索办理情
况，一项一项落实，对存在问题
提出具体整改建议，释放出“巡
察不是一阵风”的强烈信号，让
整改措施真落实、真到位、真见
效。

书记点人点事促整改。坚持
区委书记专题会暨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会直接听取被巡察单位整改
落实情况汇报制度，针对各单位
存在的突出问题，区委书记直接
点人点事点问题，敲响警钟，划
出红线，当面压责，并提出具体
整改要求，倒逼被巡察单位扛稳
整改责任、强化整改成效。今年
以来，区委书记已明确点人点事
41 个，区督察部门下发巡察督
办通知 48 份，并建立管理台账
重点跟进，明确具体整改期限，
强化过程管理，督促书记点人、
点事案件优先办理、所点问题优
先整改。对巡察整改推进缓慢、
整改效果差的单位由区委书记进
行集中约谈，并在全区进行通
报。同时要求被巡察单位及时通
过党内文件和区政府网站等渠道
将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开，广泛
接受党员和群众监督。 袁立康

召陵区

综合施策促整改成果最大化

创业孵化基地和新型孵化平台
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奖补政策

11 月 13 日上午，郾城区委
党校和河南师范大学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在郾城区委举行，双
方就师资人才培养、教学研基
地建设、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签
署协议。协议签署后，双方以
化工产业的发展方向及前景为

题开展专家人才产业对话。
此次签约，将进一步拓展

合作外延渠道，助推郾城区委
党校、郾城区党员干部教育培
训发展实现新跨越，进一步为
郾城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张 帆 张 弛

郾城区委党校
与河南师范大学签约

近年来，舞阳县北舞渡镇在
全面落实政策帮扶措施的同时，
把增收帮扶作为脱贫攻坚的核心
要务，大力推动到户增收、就业
扶贫等增收帮扶举措落到实处，
确保贫困户稳定增收。

在增收帮扶措施的制订上，
该镇先后制订了到户增收项目带
动、“五位一体”基地带动金融
扶贫、“四方联动”企业带贫金
融扶贫、扶贫基地就业、光伏扶
贫项目带动、公益岗位就业等创
新性增收帮扶措施。先后帮助
604户贫困户实施了到户增收项
目，户均增收 5700 元以上，帮
助335户贫困户实施了金融扶贫
项目，户均增收 2800 元以上，
帮助 350 户贫困户实施光伏项
目，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

为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该
镇积极争取上级扶贫资金，先后
实施了市派第一书记项目、县派
第一书记项目和扶持集体经济项
目，确保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每

年增加3万元以上。安排60岁以
上有劳动能力贫困人员就业163
人，60 岁以下有劳动能力贫困
人员就业 97 人，年人均增收
3600 元以上。在军张村、蒿庄
村、鹿庄村等10个村建设爱心超
市，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提高
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该镇累
计投入扶贫资金541万元，规划
建设了占地200余亩北舞渡镇贾
湖田园综合体扶贫产业园，带动
83户贫困户通过产业增收，37人
在园区务工，12个村集体经济收
入每年增加1.67万元以上。

同时，帮助227名建档立卡
贫困学生申请教育救助；帮助
508人落实了低保等民政救助政
策；帮助252名贫困人员申请了
残疾救助；帮助194户贫困户实
施了危房改造项目；帮助173户
贫困户实施了“六改一增”改造
项目；帮助 35 名贫困家庭大中
专在校学生申请了“雨露计划”
职业教育补助。 赵明奇 王豪普

北舞渡镇

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