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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近日，通许县各基层党组织和全体

党员迅速行动，设置疫情防控卡点和宣

传网点，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通许县委常委班子成员以上率

下，第一时间下沉到分包乡镇指导疫

情防控工作；乡镇领导干部披挂上阵，

在值班值守、巡逻排查、疫苗接种等各

个一线阵地上直接为群众提供服务；

县直各单位领导干部结合部门职能和

“支部连支部”情况，积极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

该县以316个村（社区）党支部为

依托，迅速建立316个疫情宣传卡点，

对外来人员进行排查，对疫情防控政策

要求和防疫知识进行不间断宣传。巡

逻队伍走起来，宣传横幅拉起来，大小

喇叭响起来，二维码和警示宣传标语贴

起来，通许县迅速建起一座座基层战斗

堡垒，拉起一条条人民防线。

疫情防控工作中，通许县广大党员

主动亮身份、当先锋、作表率，积极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各乡镇、县直单位

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广大党员踊跃参

与，身穿红马甲对返乡人员进行详细排

查、登记与疏导，在人员密集场所维持

秩序，提醒群众少聚集、戴口罩，在之前

防汛救灾中受灾地区组织消杀。从城

内到乡村，处处可见“红马甲”的身影。

长期备战，快速响应。通许县各

级党组织、广大党员面对突然紧张的

防疫形势，用高昂的斗志和永不懈怠、

敢于担当的精神状态迅速建起道道防

线，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力量。 （张益硕）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兰考县要求全县222个驻村工作队列出“为群众办实事”清单，节点式推进“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兰考县委组织部第一党支部联系该县非公企业购买鲜桃，帮助果农打开销售渠道，解决售卖难题。图为日

前志愿者帮助果农采摘装袋运送鲜桃。 刘鸿飞杨小花摄

在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中，南召县驻村干部积极转变工作

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把培育乡村产业人

才队伍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吸

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驻南召县竹园

沟村第一书记方志强联合省招办驻太山

庙村第一书记李德典、南阳市农业职业学

院驻南坪村第一书记李伟，为所驻村乡土

人才牵线搭台。他们依托南阳市农业职

业学院、南阳乡村干部学院、南阳乡村振

兴学院、西峡县农业农村局等教育培训资

源优势，组织所驻村的党员干部、致富带

头人、乡村创客、新乡贤、返乡大学生等乡

土人才46人，先后赴西峡、邓州、桐柏、唐

河四个县的乡村振兴现场教学点学习，开

启乡土人才“充电”模式。

为期3天的培训，学员们先后到西峡

县猕猴桃产业园、邓州市春林火龙果种植

基地、桐柏县绿地养殖合作社、唐河县荷

沐农业种植合作社、莲海产业基地教学现

场进行参观，感受农业产业发展新模式，

学习种植、养殖先进技术以及集农业生

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三产融合生

产模式。培训把学党史、学政策、学技术、

学模式贯穿教学始终，让学员在获取新型

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及管理经验、拓宽思

路、拓宽视野的同时，回顾党的苦难辉煌

历史，深入了解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大意义。 （何玉刚）

南召县

驻村干部巧牵线 乡土人才忙“充电”
近年来，武陟县立足加强年轻干部培

养历练，积极开展导师帮带、一线锻炼、竞

争比选等工作，锻造了一支想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年轻干部队伍。

导师帮带助启航。该县将新招录年

轻干部作为重点帮带对象，实施“青蓝接

力”工程，由所在单位精选品德优良、经验

丰富、工作能力突出的老同志担任年轻干

部“成长导师”，通过“一对一”或“N对一”

的方式，签订帮带结对协议，制定培养计

划，开展“帮带名师”“成长之星”评选，形

成了“用身边人教身边人”的帮带工作格

局。

一线历练强本领。该县坚持把基层历

练作为年轻干部成长的必修课，每年组织

开展优秀年轻干部调研，并根据全县乡村

振兴、社区治理、招商引资等重大中心工作

需要，积极选派优秀年轻干部担任农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驻村工作队员、社区网格

员等，在配强基层治理力量的同时，促使选

派干部在实践中经受锻炼、砥砺成长。

竞争比选树导向。该县在乡镇领导

班子换届工作中，打破“隐性台阶”，变“伯

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全程委托第三方

机构，通过面试、笔试、工作业绩评价等程

序，在全县94名35岁以下公务员中开展

择优比选，23名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

走上了乡镇副职岗位。（职小胜 郭三妮）

被评为“国家森林乡村”的泌阳县马谷

田镇河南村，近日村党总支又被河南省委

授予“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群众说：

“俺们村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得益于我们有

一个好带头人余永立。”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河南省科技模范

带头人、驻马店市劳动模范、驻马店市人

大代表、感动天中十大人物，余永立担任

村支书10年来，带领干群绿化荒山3000

多亩，硬是将一个昔日贫穷落后、光棍成

群的偏僻山村，变成了花果飘香、产业兴

旺的美丽乡村。

河南村位于铜山西麓，属浅山丘陵

区，过去因贫穷而出名，不少人纷纷外出

打工谋生。

余永立 1969 年 16 岁参军入伍，

1971年入党，1973年从部队复员回乡

担任村干部。2011年年初任河南村村

支书后，他带领群众大力发展林果业，

壮大集体经济，使河南村实现了由穷到

富、由差到美的华丽转变。

余永立担任村支书后，从发挥党员

示范引领作用入手，强化基层党组织建

设，成立党群创业服务社，破解河南村

发展困局。他和村“两委”成员因地制

宜，选准项目，依托享誉全国的马谷田

“瓢梨之乡”优势，大力发展林果优势特

色产业。为了解决资金难题，他们利用

河南村在外经商成功人士，助推本村经

济发展。河南村外出务工青年余强在

洛阳经商，余永立多次带领村党支部一

班人前往洛阳找余强商量家乡发展事

宜。余强对生养自己的河南村有着深

厚的感情，免费为群众整地挖坑，提供

果苗，解决了产业启动资金难题。如今

河南村林果产业迅速发展，截至目前，

河南村丰水梨、晚秋黄梨、马谷田瓢梨、

油桃等林果种植面积达 3000余亩，户

均增收2万多元。

林果业的发展，使大部分群众的“钱袋

子”鼓起来了，但村级集体经济还是零，村

容村貌有待改变。余永立清醒地认识到，

只有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才能从根本

上巩固脱贫成果，增强河南村发展的后

劲。河南村以创新集体经济模式为途径，

采取“党群创业服务社+公司+农户”模式，

2015年引进河南洛阳亿盟实业有限公司，

并与该公司签订协议，由该公司援助河南

村林果树苗20余万棵，并为农户改坡改梯

400余亩。河南村通过“党群创业服务社+

公司+农户”把党群创业服务社、公司、农户

三者利益紧密结合，由党群创业服务社负责

宣传、规划、引导，洛阳亿盟实业有限公司提

供技术服务，并统一管理、统一销售，达到三

方共同受益。

河南村还通过采取“党群创业服务社+

合作社+农户”“党群创业服务社+扶贫工

厂+农户”“党群创业服务社+公司+合作

社+扶贫工厂+光伏发电”等模式发展集体

经济。目前，该村林果种植大户有120户，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万元。

河南村变了，变得越来越美。村容村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硬化道路32000

米，新修塘堰10个，打深水井17眼，建小型

生产桥70余座，打造景观道路1万余米，种

植风景树3万余棵；8个自然村晚上全部亮

灯，4个文化活动广场给村民提供了文化娱

乐的好去处。 （王有震 张成亮）

日前，邓州市在农村党员中开展了“共产

党员户”挂牌活动，在共产党员户家门口醒目

位置悬挂“共产党员户”标志牌。此举号召党

员践行标牌上“我家有党员，乡亲向我看”要

求，时时亮身份、处处当先锋、事事作表率。

本报记者 曹相飞 通讯员 王萍 李婧摄

老党员余永立 带领群众把荒山变成“花果山”

武陟县

为年轻干部成长
“搭台赋能”

田柳寺村的“三多”“三少”
□本报记者段宝生

范县龙王庄镇有一个人口不足900

人，耕地不足千亩，有27名党员的村庄，这

个村子依靠传统的一麦一稻和田林湖草生

态资源，走出了一条致富振兴路。

目前，记者来到这个位于黄河北岸名

叫田柳寺的豫东北小村。

村周围绿化树枝繁叶茂，农家庭院内

果树硕果满枝。51岁的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路同领自豪地说：“田柳寺村

周围净是树，足足有一万多棵。村庄绿化

率在80%以上。”

虽是炎炎夏日，行走在田柳寺村的湖

边林荫下，仍有丝丝凉意。

水多草多牛羊多

在路同领带领下，记者参观了围绕田

柳寺村的由8个废旧坑塘改造的水系贯

通工程。

路同领告诉记者，田柳寺村人均一亩

水田，每年依靠一季小麦和一季水稻解决

了吃饭问题。村里让外出务工流动党员

路同波带领全村200多名劳动力，外出天

津、北京从事木工、瓦工、水电工和焊工，

解决了致富问题。上级单位和驻村第一

书记为村里争取了360万元的水系改造

工程，目前已经形成八湖映村的黄河水乡

美景。

田柳寺村在党的建设方面狠下功夫，

推动党员在发展致富、服务群众、乡风文

明、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中

积极发挥作用，激发党员干部的精气神。

田文娟是范县史志办副主任，同时也

是驻田柳寺村第一书记。自2016年驻村

以来，她积极发挥村中生态优势，将上百

亩废旧坑塘加以改造和利用，发展生态开

放型围村产业，养鹅、养鱼，同时，利用草

多且丰盛的优势发展养羊、养牛。目前，

田柳寺村鹅存栏500多只，养羊户20多

户、羊存栏800多只，养牛户7户、牛存栏

30多头，水面养殖80多亩。

“‘水多、草多、牛羊多’，这就是田柳

寺村未来的新发展观，是田柳寺村真正的

‘三多’。”田文娟深情地说。

光棍少打麻将的少闲人少

作为濮阳市的一名优秀驻村第一书

记，田文娟深知干好民生项目的同时还要

抓好产业。

驻村几年间，田文娟积极争取资金

500多万元，用于田柳寺村的人居环境整

治、废旧坑塘治理和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

田柳寺村坑塘多、水多，水草茂密，

芦苇摇曳，牛羊遍地。通过考察论证，

在村党支部的配合下，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变废为

宝、生态优先发展的围村产业之路，打

造出黄河水乡以鹅、鱼为食材的特色旅

游新村。

这些投资小、见效快的项目，村民参

与程度高，干得来、能干好，极大地调动了

村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使很多村民由

此走上致富路。

采访中记者发现，田柳寺村家家户

户、妇女老人都在忙着给牛羊割草、整理

自家的菜园和果树，很少集聚在一起。路

同领说：“我们村每年都要评选出好媳妇、

好婆婆各3名，树立孝善敬老的民风，开

展文明家庭评选，每年两户。”在田柳寺村

有“三少”，那就是光棍少、打麻将的少、闲

人少。

路同领说，因为现代农业发展，村民

得以致富，带动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田

柳寺村每年集体收入都在15万元以上。

“我们村党支部抓住党建这个关键点，心

中有了底气，浑身有了干劲，使得田柳寺

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乡村振兴的底

色更足，脱贫攻坚的成色更好。”路同领

说。

疫情防控战 党员上一线
通许县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建立联合党支部，不仅使支部带

合作社入村、还可带党员群众入社，又

能促进群众带土地入股。”日前，固始县

徐集乡郭洼村金福圆种植合作社联合

党支部书记李加福对笔者说。

2016年，时任郭洼村党支部委员、

文书李加福联合13户农户成立了“金福

圆种植合作社”，接着，村民胡乃合也联

合6户农户成立了“鸿润种植合作社”，

发展中药材和高效农业。为了解决群

众不愿、不敢入社的问题，郭洼村党支

部广泛宣传，引导党员先行先干。全村

共有20多名党员致富带头人参与合作

社生产经营。

得益于党员干部的引领，全村广大

群众积极踊跃地把自家的土地交由合

作社经营，合作社采取统一供苗、统一

技术服务、统一对外销售的模式。同

时，合作社带动本村其他农户自主经营

面积达1000多亩，全村呈现出现代农

业和特色产业势头强劲的喜人景象。

目前，该村已建成党员示范基地6个，发

展合作社会员236户。

该村党支部坚持产业发展到哪里，

党组织建设就跟进到哪里。今年年初，

该村两家合作社在乡党委和村党支部的

支持下，成立了联合党支部。联合党支

部一方面参加本村党支部的组织活动，

一方面参加联合党支部开展的活动。形

成了以支部为核心、产业为依托、党员为

骨干、农户为基础、致富为目标的“党

建+”产业发展新格局。 （丁昌铭）

固始县郭洼村

“党建＋合作社”促产业发展

群名称：基层党建
群号：46346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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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叔，今天感觉咋样？这是给你买

的生活用品，你看看还有啥需要的没有？”

7月30日一大早，西峡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的联络员王洪僚就来到该县双龙镇河

南村南寨沟组看望退役老兵汪全生。

汪全生出生于1923年10月22日，

1948年3月加入中原人民解放军，曾在

徐州参加过淮海战役，在战场上，他不怕

牺牲，奋勇杀敌。1948年11月，部队准

备转战上海时，在一次抓捕俘虏的过程

中，他的左臂中弹，不得不离开前线转入

后方治疗。战争结束后，汪全生每天早

出晚归，辛勤耕作，默默无闻地过起了农

民的日子，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事

迹逐渐沉寂在记忆里。这期间他结了

婚，生下了两个女儿。在那个吃不饱穿

不暖的年代，他们的生活过得异常艰难，

没吃没喝，还要遭受疾病和灾害的威胁，

但是汪全生咬紧牙关，深藏功名，努力养

活全家，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

不幸的是，他的两个一岁多的女儿在“吃

食堂”时期先后饿死。

很多人只知道汪全生是一名长寿老

人，却不知道他还是一名曾经冲锋陷阵的

老兵。直到今年，西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开展寻找老兵、慰问老兵行动时，汪全生

的这段经历才浮出水面。随即对其展开

了结对帮扶。该局局长吕文耀上门慰问，

看望老兵的生活情况，随时掌握老兵的生

活状态，并聘请王洪僚负责照顾老兵的日

常生活。

王洪僚每天都会到汪全生家“打卡”

探望，每次都会带去生活必需品，帮助他

收拾房间。汪全生听力不好，王洪僚就

扯着嗓子对着他耳朵说话，每次交谈完，

王洪僚的嗓子都变得沙哑。“老人年轻的

时候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拼过命，我

们应该心怀感恩，我是一名党员，照顾好

他的晚年生活是我的责任！”提及照顾老

人的感受，王洪僚的话语中充满着自豪。

汪全生是一名参战老兵的消息在当

地不胫而走，也引起附近村民的关注和

敬仰，72岁的陈凤英就是最热心的一

位。陈凤英主动参与到照顾老人的行列

中，经常和王洪僚一起拆洗被子，清洗衣

服等，把老人打扮得干干净净。受汪全

生事迹的影响，去年她还动员21岁的孙

子参军入伍。

如今，每当有人问起参加淮海战役

的情况，汪全生老人总会从箱子里拿出

一个布袋，颤抖地打开，取出一枚锈迹斑

斑的纪念章，上面赫然写着“淮海战役胜

利纪念中原人民解放军”几个大字。

（刘剑飞朱先浩）

“百岁老兵”汪全生深藏功名七十载

7 月 29 日，

博爱县清化镇街

道南朱营村党支

部积极展开灾后

重建工作，组织村

“两委”干部、驻村

工作队成员、党员

25名，开展挖排

水沟、打扫卫生等

活动，展现党员为

民风采。

毋东霞摄

7月 31日，主

题为“律动飞扬·让
爱流淌”——安阳

律师行业庆祝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暨

抗洪救灾公益献血

活动在该市“两馆”

（图书馆、博物馆）

广场举行。来自安

阳市78家律所的

193名律师积极踊

跃参加。

毕兴世摄

图片新闻
PHO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