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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丙宇 通讯员 王同满

3月4日，头发灰白的张庆连，正

穿梭在获嘉县太山镇北小庄村的桃

树林，给果农讲解桃树整形修剪技

术。2006年退休后，张庆连走村进

户培训 5万多人，犹如一棵钻天榆，

向下深扎根，向上猛生长。

张庆连退休前曾担任获嘉县林

业局局长，一生几乎都和选育、推广

榆树有关。在他建立的榆树基因库

里，生长着世界各地 19种珍贵榆树

品种，其中树干通直挺拔、树冠狭窄

的钻天榆，就是由他发现繁育的。

“钻天榆的根向下再向下，枝叶

向上再向上，它的精神鞭策着我要扎

到老百姓的黄土地上，只要有能力，

就为群众服务到底。”张庆连告诉记

者。

今年77岁的他，如今仍穿梭在

树林果园，把自己的汗水和学识洒

在田间地垄，犹如一棵钻天榆，育树

成林撑起乡村振兴路。2020年，张

庆连荣获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称

号。

在张庆连的帮助下，太山镇村

民周新桥依托林地种植红薯并开办粉

条作坊，十年间，先后经历了扩建更

新、鲜薯销售、有机红薯的三次“蝶

变”，发展成现代化食品加工企业，同

时成立合作社，带动180多户农户发

家致富，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

除了周新桥外，张庆连还利用自

己的技术优势，帮助群众建立起林果

种植、畜牧饲养、农产品加工等 15个

科技示范基地，根据市场动态，引进新

技术新品种，开展技术培训，让群众获

得更高的收益。

但在帮扶之前，张庆连往往会跟

受助人“约法三章”：“我会要求他们

学一门技术，兴一个产业，帮一方群

众致富。传递技术，更要传递精神，

我会尽自己全力把雷锋的奉献精神

传下去。”

育人也是张庆连最关注的事，培

养好下一代，国家才有希望。张庆连

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建了一间关爱小

屋，还把自家老宅打造成了居住与庭

院教育相结合的生态家园，北京林业

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以

及周边的中小学生经常来这里观摩体

验学习。

3月1日，商丘市睢阳区委统战部组织志愿者开展“学习雷锋精神助力爱心早
餐”志愿服务活动，为环卫工人送去温暖。通讯员 孙艳丽刘忠士 本报记者 李燕 摄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
德才）“好平的手真巧啊，这头发一修

一剪，浑身上下都清爽啊！”3月4日，

在禹州市颍川街道南街社区书院前

街小广场上，居民李阿姨在干部下沉

“学雷锋、讲奉献”活动现场免费理发

后，一个劲儿地夸赞。

3月4日是禹州市市直机关干部

“社区工作日”，也恰逢全国“学雷锋

日”的到来，居住在南街社区的 300

余名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同社区、居民

组干部和志愿者一起，深入社区 11

个党建网格，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

雷锋 讲奉献”活动。

在第 10网格余家巷，下沉干部

与社区、居民组干部一起，到沿街门

店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检查工作。在

第6网格书院前街，南街社区党委副

书记王彩宏和妇女组长朱好平早早

把场地打扫好，挂上“南街社区学雷

锋、讲奉献活动”的横幅，利用居民微

信群宣传社区义诊、义剪活动。

居住在该社区的禹州市融媒体

中心机关干部尹艳艳、市新华书店干

部王建伟，也都按照社区的活动安

排，身穿红马甲，早早来到现场，帮助

维持秩序，打扫地上卫生。“我们不会

理发、体检，就给你们打打下手，搞好

后勤服务，也算为今天的学雷锋活动

出一份力。”尹艳艳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朱丝
语）“自从有了‘环卫工人爱心驿站’，

我们终于有了临时歇脚的地方，再也

不用‘风餐露宿’了，真是给我们环卫

工人办了一件大好事啊！”3月3日，在

淮滨县红云路“爱心驿站”内，环卫工

人马玉一边吃饭一边高兴地说。

为进一步改善环卫工人的工作条

件，让环卫工人有一个安逸的休息场

所，近年来，淮滨县积极探索新模式，

在城区不同区域分别设置了 3个“环

卫工人之家”和 3个“爱心小木屋”，

这 6 个点作为环卫工人的“爱心驿

站”，让环卫工人每天有热饭吃，累了

有休息的地方，享受到家一样的温

馨。

“环卫工人根据负责路段情况的

不同，最早的凌晨3点多开始忙碌，常

常顾不上吃早饭，而且环卫工人整体

年龄偏大，长此以往身体容易吃不

消。”该县环卫工人王培华说，3个“环

卫工人之家”可以为 532名环卫工人

解决早餐问题，每年仅补贴一项就要

花费64万元以上，3个“爱心小木屋”

则主要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憩场所。

在王培华的指引下，记者走进“爱

心小木屋”，只见里面配备有桌椅、空

调、茶水、微波炉、急救箱等物品，可以

解决环卫工人饮水难、避雨难、休息难

等问题，还可以第一时间为环卫工人

做一些医疗上的应急处理。

“这个‘爱心小木屋’建得好啊，平

时累的时候可以进来坐一坐，有点小

伤了可以涂点药，我觉得它就像我们

环卫工人的第二个家。”今年 69岁的

环卫工人郁永乐说。

累了有地歇脚 饿了能吃热饭
淮滨县为环卫工人设立“爱心驿站”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张
斌）两天时间走访2个县、4个乡镇、10

个行政村，考察内容涵盖集体经济、基

层党建、村民自治、美丽乡村等方方面

面，既把“大课堂”搬到先进地区探索

实践的第一线，也把“大讨论”开到马

不停蹄的中巴车上，既萌生了对标先

进找差距的紧迫感，也坚定了争“星”

晋位的信心决心。

3月2日至3日，修武县“五星”支

部创建“头雁班”走进鄢陵、长葛。中

原孝义文化品牌、特色民宿街区、支部

领办合作社，一个个鲜活的典型案例

令 8名村支部书记眼界大开，直呼解

渴，纷纷表示本次外出考察犹如一场

“及时雨”，看到了自身不足、拓宽了思

维视野，创建“五星”支部的办法更多

了、方向更明了。

此次外出考察活动坚持问题导

向，针对村支部书记在争创“产业兴旺

星”方面普遍存在的“本领恐慌”，以“按

需施教”“对症下药”为原则，精心选取

村集体经济发展走在全省前列的村子

作为学习对象，通过“书记教、教书记”

“现场看、跟着学”的方式，引导村支部

书记零距离接触最生动的“活教材”，激

发学习思考的主动性、积极性，确保学

到“硬本事”、学出“真功夫”。

“我将全面消化吸收学到的经验

做法，力争在‘五星’支部创建中开新

局、创新绩！”西涧村党支部书记焦小

景说。

修武县

考察拓思路 创“星”更给力

本报讯“前几天听说西河的山樱

花开了，周末就带着家人来游玩。漫

山遍野的野樱花红的似霞，白的似

雪，一个山头连着一个山头，简直太

美了！”3月 4日，前来商城县西河景

区参加花朝节开幕式的潢川县游客

张阿姨兴奋地说道。

该景区不仅景色秀美，文艺节目

也精彩纷呈。开幕式上，舞狮、音舞

快板、歌舞表演……纷纷亮相，让前

来观光的游客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

据了解，本次花朝节系列活动从

3月 4日持续到五一前后，在接下来

40多天的时间里，汉服文化展示、美

食品尝、非遗文化展示等活动将在西

河轮番上阵；野樱花、桃花、映山红等

将依次开放，争相装点这片美丽河

山。

近年来，商城县深入挖掘花朝节

的历史文化渊源，以春为媒、以花造

势、以节聚力，先后成功举办桃花节、

樱花节、桐花节等不同主题的花事活

动，不仅提高了商城县的知名度、美

誉度，还激活了周末经济、城郊经济、

农旅经济、休闲经济，拉动了餐饮、住

宿、娱乐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取得

了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

“今后我们将依托丰富的‘红绿资

源’，转变发展观念，进一步完善配套

设施、优化服务水平，吸引越来越多的

人来旅游度假，叫响‘美好生活看信

阳 康养旅居在商城’的品牌。”商城县

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李振阳 洪兰）

国元保险河南分公司发挥专业农

业保险公司优势，强化政治自觉，聚焦

主责主业，提前规划、提早布局，织牢

织密农业生产风险保障网，有效促进

农民增产增收。

国元保险河南分公司积极响应政

策号召，提升保障水平。自2022年起

在省内 10个地市 22个产粮大县推广

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转化工

作，总承保面积388.49万亩，覆盖率达

90%以上。实施“一县一品”地方特色

农产品保险发展计划，探索培育多层

次特色农业保险新格局。创新推出了

“商业性生猪养殖保额补充保险”“生

猪目标价格保险”等，保额补充保险有

效解决了政策性保险不能完全覆盖农

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问题。为解决生猪

查勘慢、查勘难的问题，开发了“云勘

验”微信小程序，有力提升服务效率，

有效改善服务体验。严格按照监管

要求与内控规范及时足额进行理赔，

理 赔 结 案 率 与 理 赔 兑 现 率 均 为

100%；受灾农户获得的赔款总金额

为受灾农户自缴保费总金额的 4.16

倍，农户受益度416%，受灾农户生产

成本补偿率达到127.41%。

下一步，国元保险河南分公司将

继续坚持以农为本的工作方针，践行

服务“三农”的经营理念，持续推动农

业保险“提质、扩面、增品”，积极探索

开发创新型险种，不断提升服务能

力，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风

险的兜底保障作用，为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

极贡献。

（肖列 宋奎）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龙源街道办事

处积极践行“三七二马一争先”工作机

制，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隐患排

查，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食品安全。

此次行动重点督导各相关企业、学校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食品进

货查验记录制度等，进一步落实好“日

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机制，排查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食

品安全事故，增强群众安全消费信心，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李子瑶）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郝
扬）2月28日，温县第二期创业培训班

在学员的阵阵掌声中正式结课。

“培训班的老师都是省里统一调

配的，从营业执照的办理，到企业应承

担的各种税种及对应税率，再到资金

预算，创业的每个步骤都讲得清清楚

楚。”学员张天运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促进

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

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温县紧跟政策，

开展了中药材种植、作物制种、农村电

商等各类涉农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

农民“持证上岗”，实现技能就业、技能

增收、技能致富。

2月 23日，温县方正职业学校里

其乐融融，家住祥云镇作礼村的岳菊

花专程来学校致谢。两年前，她还是

一名围着灶台转的农村妇女，现在她

成了上海的一名养老护理员，月收入

过万元。看到岳菊花的“逆袭”，周边

几个村的村民纷纷报名。

今年42岁的冯春艳也是“农民持

证”的受益者，两年前因为老人生病，

家庭生活捉襟见肘。听说有免费培

训，她报名参加了县人社局组织的美

容培训班。“有了证更容易被客户信

赖，现在开了店，时间自由方便照顾

老人，收入也比以前高了。”冯春艳

说。

对冯春艳这样的家庭来说，一个

劳动力的成功就业、创业，可能就意

味着整个家庭的脱贫。该县将“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作为“一把

手”工程，建立健全技能培训持证工

作激励机制，每年选树“温县工匠”，

拨付技能人才评价补贴；创新搭建各

类就业服务平台，鼓励引导县内用人

单位积极吸纳持证人员就业；将高素

质农民培训与技能评价相结合，委托

县职业教育中心等 10家评价机构开

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提供评价发证

服务。去年以来，全县完成技能培训

14867人次，新增技能人才17073人，

其中新增高技能人才 5104 人，越来

越多的“土把式”变成“正规军”，技能

培训“学成一人、致富一家、带动一

片”的局面正在呈现。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王国干）3月 1日上午，叶县新型

学徒制培训班开班，180名务工

人员参加，培训内容包括机械设

备维修、钳工技术等。

“我原来没啥技术，工作不好

找，即使找到一份工作工资也不

高。这次我一定学好钳工技术，

将来能吃上‘技术饭’。”叶县新型

学徒制培训班学员张宏伟说。

同一天，该县辛店镇和邓李

乡的果树修剪技术培训、龙泉乡

的高素质农民培训、廉村镇的辣

椒产业“麦椒套种”技术培训、洪

庄杨镇的“两瓜一菜”种植培训等

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参加培训

的 370余名农民认真听讲、不停

记录，并时不时插话提问。培训

做到了群众缺啥就讲啥、问啥就

答啥，深受大家欢迎。

叶县是人口大县、劳动力资

源大县。为深入贯彻落实“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要求，提高群众

就业本领，该县依托县乡村三级

就业服务体系，创建16周岁至60

周岁劳动力资源数据库，狠抓技

能培训和持证上岗工作，灵活开

展分批次、分行业，大集中、小分

散，面对面、点对点的线上线下实

用技术技能培训。培训内容涵盖

种植养殖、机械维修、钳工焊工、

烹饪餐饮、家政服务、养老护理、

保健按摩、美容美发等，真正构建

起了“一盘棋、一张网、一体化、一

条龙”的就业培训工作新格局。

为提升培训的参与率，叶县

积极创新方式，将培训课堂直接

搬到村里、田间地头、工厂企业

和居民小区等地，方便群众就近

参加培训，实现培训和务农两不

误。

据介绍，目前，叶县共有定点

培训机构 9家，准入培训机构 15

家。去年以来，全县已培训人员

5.48万人次，新增技能人才3.2万

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1万人，一

批批群众通过培训实现顺利就业

或自主创业，从而吃上“技术饭”。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韩
心泽 赵晓聃）“从 0到 1，创成郑州市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带领乡亲

们在家门口就业，我感觉自己做的是

企业，红的是事业。”3月 3日，在登封

2023年“三八”妇女节表彰大会暨“最

美巾帼奋斗者”先进事迹分享会上，

梁老头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温晶晶发言说。

90后温晶晶自 2015年回乡创业

后，因地制宜，采用“公司+基地+农户”

发展模式，给予种植户“保底收入+全

程保姆式技术指导”双重保障，累计推

广辣椒种植近5000亩，每亩每年增收

4500元以上，创造了1000多个工作岗

位，带动 3000 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加工的辣椒酱被评为“全国农产

品加工品牌推介推送优秀产品”，经营

的企业先后被评为“农业产业发展先

进企业”“招商引资先进企业”“郑州市

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成为登

封市妇女创业创新的标杆。

奋进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还有年

仅31岁的小苍娃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谢海丽。她通过直播带货助力企

业成功转型，利用电商帮助村民销售农

产品，做足嵩山味道，擦亮了“小苍娃”

这一登封农副产品的品牌，让登封芥丝

从嵩山山坳走上国际会议的宴席。

近年来，登封市不断推进“巾帼建

新功”系列行动，做好全市妇女的贴心

“娘家人”，激励带动妇女创新创业、建

功立业，为推动登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凝聚了强有力的巾帼力量。

一年来，立足妇女所需、妇联所

能，登封市妇联实施“巧媳妇培训计

划”，共培训 657名妇女群众；推荐创

评郑州市级“女性科技创新工作室”1

个、“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6个、乡村出彩“巧媳妇”20个、“河南

省兴粮节粮巧媳妇”4个、省级“巾帼

文明岗”1个。

以花为媒

商城激活“美丽经济”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龙源街道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督导

国元保险河南分公司守护“三农”助力乡村振兴

“土把式”变成“正规军”
去年以来温县新增技能人才逾11..77万万人

让群众吃上“技术饭”
去年以来叶县新增技能人才33..22万万人

登封市 巾帼撑起乡村振兴“半边天”

禹州市南街社区 干部下沉学雷锋

“钻天榆”的上与下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霞
李颖）“婚礼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大

操大办讲排场，最重要的是俩人结婚

后互敬互爱，共同将小家经营好、建设

好，这才是最重要的。”2月27日，计划

“零彩礼”结婚的平顶山市新华区武庄

村村民武迪说道。

在武庄村，除了年轻人，村上老人

也积极响应村红白理事会的号召。今

年 1月份，村上年过八旬的刘大娘因

病去世，只搭设了一个简单灵堂，不请

乐队，不大摆宴席，丧事简办。

过去，武庄村村民经常被高价彩

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传统陋习

“牵”着走，家家讲排场、比阔气，为了

“有面”，有的村民还欠了不少外债。

2018年，武庄村全面推行红白理事会

制度，并将其纳入村规民约，成立红白

理事会，通过定期召开邻里恳谈会以

及设置文化宣传栏、乡村小喇叭广播、

上门宣讲等形式，号召村干部及党员

带头，倡导村民喜事新办、白事简办，

并将移风易俗纳入“星级文明户”“最

美家庭”“好公婆”“好媳妇”“好儿女”

等评选活动的重要标准，激发村民文

明向善正能量。

“刚成立红白理事会进行宣传时，

有部分村民不愿接受，我们坚持一趟

不行两趟，多次上门耐心推广倡议。

近几年，随着村民观念的逐渐转变，村

上的红白喜事很少出现大操大办现象

了。”武庄村党支部书记武国旗说，下

一步，还将推广道德银行、文明积分等

创新做法，进一步发挥红白理事会作

用，全面倡导移风易俗，让文明乡风吹

遍乡村的各个角落。

喜事新办 白事简办
新华区武庄村红白理事会“理”出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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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 日，
孟州市槐树乡
龙台村群众在
洋 葱 地 里 除
草。近年来，该
村大力发展蔬
菜籽种植产业，
种 植 面 积 达
500余亩，有力
地带动了群众
增收。本 报 记

者 杨远高 通讯

员 李泽华 摄

33 月月 55日日，，
在新安县正村在新安县正村
镇黄河岸边镇黄河岸边，，千千
余名巾帼志愿余名巾帼志愿
者正在开展春者正在开展春
季义务植树活季义务植树活
动动，，以实际行动以实际行动
共建共建““巾帼林巾帼林”，”，
保护母亲河保护母亲河。。
许金安许金安路永路永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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