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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积分兑换一块香皂，

100积分兑换一个水壶，200积分兑

换一桶食用油……如今，在信阳市

平桥区，一股攒“平安积分”兑换生

活用品的热潮正蓬勃兴起。

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基层治

理格局，扎实推进平安建设，自

2021年起，平桥区探索建立多家平

安超市，实行积分奖励制度，设立乡

镇总站19个，村、社区分站154个，

设置管理员和监督员，使积分制管

理更加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居

民凡是参加志愿服务、平安巡逻、评

理劝和、爱心帮扶等，都可获得“平

安积分”，用积分到平安超市免费兑

换物品。

“我想通过自己的行动，让生活

了一辈子的村庄变得更加和谐平

安。不只我一人，现在，村民们攒积

分、比积分、亮积分，美丽乡村有了

新风貌，乡村治理动起来、活起来

了！”4月 10日，洋河镇洋河村老党

员张宏新说。过去的一年间，张宏

新成功劝阻未成年人下河游泳 3

次，调解邻里纠纷2次，多次参与学

校护学岗。积分的累积，对于像他

一样参与其中的村民来说，是一种

获得感、荣誉感。

在平西街道，网格员们的身影

穿梭在大街小巷。平西街道创新构

建“综治专干+网格长+网格员+居

民”的网格模式，并将网格服务纳入

平安积分奖励。“基层是社会治理的

基础，是服务群众的前沿，我们通过

积分管理畅通居民、经营单位参与

基层治理的途径。”平西街道滨湖社

区综治专干唐有力说。

据悉，平桥区已累计发放面值8

万余分的平安积分卡，参与兑换的

群众达3万余名。从“旁观者”变身

“参与者”，“小积分”调动了群众的

积极性，也兑出了城乡基层治理可

喜的新变化。

（李振阳 何泽垚 黄娟）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廖
涛 李伟）“网格虽小，却事关千家万

户，我每天都在村里转，做到村里的

大事小情心中有数，竭尽全力为群

众办实事，当好乡亲们的知心人、贴

心人、暖心人。”4月13日一大早，南

召县小店乡凌楼村网格员闫广凤像

往常一样出门在网格里巡查。

闫广凤熟悉村组社情民意，在

群众中有威信，被选聘为网格员后，

成为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信息

收集员、代办服务员、工作监督员，

闫广凤仅仅是小店乡388个专职网

格员中的一名四级微网格员。

按照“规模适当、便于管理、全

面覆盖”的原则，南召县15个乡镇、

315个村（社区）、3288个村（居民）

小组，划分一级（县）网格1个，二级

（乡镇）网格 15个，三级（村、社区）

网格315个，四级（组）网格3288个；

配备一级专职网格员6名，二级专职

网格员 45名，三级网格员 315名，四

级微网格员6505名。四级微网格员

经过村（社区）小组长推荐、村“两委”

把关、支部书记审定进行选聘，每名

微网格员包联20户~30户，构建了网

格事件分级分类、链条式闭环办结机

制，全方位实现“网中有格、格中有

人、人在格上、事在格处”。

去年以来，小店乡共排查发现问题

459条，自行及时化解427条，处置率

93%；上报乡网格管理办32条，查处

安全隐患32起，处置率均达到100%。

南召县坚持利用“全科网格化管

理”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小事格

内快速办，大事全面联动办”，打通了

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和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米”，用真心换真情，用

服务换信任，广大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得到大幅度提升。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
艳红）“这个月是全国爱国卫生月，

咱们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美化环

境、共筑文明，注重环保……”4月

13日，在禹州市方岗镇政府院内的

“第35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栏前，大

家一边观看一边讨论着。

进入 4月份以来，方岗镇紧密

结合禹州市正在开展的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巩固提升等

工作，以“宜居靓家园、健康新生活”

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人人

参与的行动，确保第35个爱国卫生

月活动取得实效。

在镇政府的花坛中，点缀其间

的“花草和树木、你我都爱护”“青青

园中草、请您爱护好”“提高卫生意

识、优化健康生活”等宣传牌，教育

大家人人动手美化环境，爱护花木，

打造花园式机关。方岗镇政府全体

机关人员人人动手，开展室内室外

卫生大扫除，卫生死角、花池内的杂

草、房后的垃圾、屋内房顶的蜘蛛网

都全部扫清。

此外，该镇还通过制作展板、

张贴海报等多种途径，深入开展健

康科普和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生活方式活动，全力推进社会健康

综合治理，打造群众满意健康的生

活圈。

4月16日，渑池县市民在韶园里赏花散步。近年来，渑池县通过环境治理，着力打造城市“新颜值”，让市民在家门口即能享
受身边的大美环境，使群众幸福指数不断升高。 王家臣 摄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刘成威

“栓志来咧！快到家喝点茶。”4月

13日，刚从调解户家里出来，就有群众

热情地打招呼。

赵栓志，今年 63岁，中共党员，由

于割舍不了的故土情结，退休后做了专

职调解员。凭借一颗热心和诚心，以及

自己总结出的“土方法”，为群众“解”开

了疙瘩，“调”出了和谐。

如今，“有难事，找栓志！”成了舞阳

县保和乡父老乡亲的口头禅。

退休前，赵栓志就是乡里的热心

人，由于平时与群众打交道比较多，威

望较高，经常有人找他当“和事佬”。

退休后，赵栓志一头扎进“调解

中”。良好的群众基础，专业的司法调

解经验，让他在人民调解的路上越走越

实。

“赵叔的调解故事，那可多着嘞。”

舞阳县保和乡司法所所长黄颖转指着

墙上的“包公再现、湛湛蓝天”和“情系

企业、积极作为”两面锦旗感慨地说，搭

搭肩、唠唠嗑、端杯茶、递根烟…这些都

是赵栓志平时总结出来的调解“土方

法”，而且很实用。

2021 年 4月，李某在工作时不慎

被钢丝绳断裂的吊车砸中身亡，家属与

企业协商未果申请调解。赵栓志了解

事情原委后，一方面告知企业即使和员

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实际存在劳

动关系，家属可以提起诉讼；另一方面

劝解死者家属，分析企业的实际经营状

况。经过2天耐心调解，最终企业赔偿

76万元，双方送锦旗致谢。

无独有偶。2022 年 8月，妯娌关

系的郑某和苗某因责任田纠纷来到保

和乡司法所申请调解。顶着烈日酷暑，

赵栓志带工具来到两家地头实地测

量。弄清归属后，赵栓志又从法律、情

理角度向双方做说服和教育工作。最

终，郑某向苗某赔偿900元，苗某也认

识到不能为金钱伤了情分，只拿了400

元，双方握手言和。

据不完全统计，6年来，赵栓志参

与的调解多达500多起，成功率达98%

以上。一面面锦旗、一个个奖牌，见证

了赵栓志在调解路上付出的努力和背

后的感人故事。

2022年，舞阳县首个“赵栓志调解

工作室”在袁集村成立，工作室结合“两

所一庭”机制，让赵栓志的调解工作如

鱼得水。

因调解工作成绩突出，赵栓志近年

来先后获得漯河市十佳市民、全省优秀

人民调解员等荣誉。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赵栓志深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

有限的，从长远来看远远不能满足群众

的调解需求。于是，他借力乡村庚会、

庙会、集市，走进群众唱“普法大戏”，每

半月组织乡村调解员开展一次“法律明

白人”培训，把自己的调解经验倾囊相

授，为村居培养普法调解能手。

六年调解路，赵栓志始终坚守着初

心使命，用一张“婆婆嘴”、一颗“豆腐

心”、一双“勤快腿”，在平凡的岗位上为

群众带去万千幸福。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崔
新娟）一技在身，一证在手，就业不

愁。温县祥云镇作礼村的岳菊花曾

是围着灶台转的农村妇女，现在她在

上海做养老护理员，月收入过万元；

武德镇武德村李云鹏曾是待业青年，

现在他自主创业的飞鱼广告设计蒸

蒸日上……稳业增收是一个地方最

吸引人、最具活力的风景。

“网上销售已成为温县四大怀药

等农产品销售的重要方式。”4月 12

日，该县方正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

高爱说，“在人社部门的指导下，我们

新开设了电子商务、农技管理、文创

开发等课程，每年为社会输送技能人

才近千人。”

围绕四大怀药、小麦种子、装备

制造等，该县开展了药材种植、作物

制种、农村电商等各类涉农技能培训

和创业培训，着力打造“温县农工”

“温县制造”“太极电商”等就业品

牌。截至目前，已发放中药材种植、

作物制种等 10 余个工种证书 5222

人。

一份证书，不仅是劳动水平的证

明，也是就业择业的通行证。获评

2022年“温县工匠”的温县人民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张晓燕说：“学习工匠、

选树工匠的机制，为打造多层级人才

梯队营造了良好氛围。”

该县建立健全技能培训持证工

作激励机制，每年选树“温县工匠”，

对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和技术

能手，一次性给予2000元和500元奖

励，获得市级以上的给予更高相应奖

励，并在企事业单位招聘、应征入伍、

确定工资薪酬、职称评定、职位晋升

等方面享受相关待遇。

据统计，去年以来该县已完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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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青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青

年专业技术人才、农村青年实用人

才、青年社会工作人才300余人。

良技傍身赢未来
温县全民技能提升 打造多层次人才梯队

□本报记者 段宝生

4月3日，星期一。

早晨6时，赵萍悄悄起床。虽然

怕惊扰到儿子，但5岁多的儿子还是

醒了。儿子揉着惺忪的眼睛，喃喃地

说：“妈妈，我不想上幼儿园了，我要

跟你去马楼……”

去年 11月 28日，赵萍作为濮阳

市农业银行副行长，被派驻到台前县

马楼镇，任马楼村第一书记，女儿在

读高三，正冲刺高考，儿子太小，离不

开妈妈。今年2月初，赵萍带儿子到

马楼村住了一星期，儿子竟然喜欢上

了这个村子……

丈夫把饭做好，赵萍匆匆吃了几

口，搂着儿子说：“我们家宝贝真懂

事，在家肯定听爸爸的话。妈妈有重

要的工作，放假一定陪你好好玩。”

濮阳市区离台前县100多公里，

需要1个多小时。赵萍开车上路，直

奔马楼村。

濮阳市农业银行捐赠给马楼村

的 155 棵樱花树，当天一早树苗送

到，天气预报说当天有雨，她与镇村

干部约好，雨下来之前一定要栽上。

早晨 7 时 30 分，赵萍来到马楼

村，同马楼镇和马楼村的干部还有其

他驻村队员一起，用了一个多小时，

把 155棵樱花树整整齐齐地栽到马

楼镇人民路两侧。

树栽上不久，雨也淅淅沥沥地落

了下来。

紧接着，赵萍来到一个困难家

庭，为从小患有脑瘫、腿有残疾的少

年，带来 10 大包尿垫和一箱按摩精

油。这是赵萍头天在濮阳市自己花

500元买的。

雨越下越大。赵萍来到马楼油坊

加工厂，油坊加工厂负责人王世林正

领着几个工人装箱。见到赵萍，王世

林兴奋地拿起包装盒说：“赵书记，咱有

自己的品牌了，‘凤台乡’已经注册了。”

几个月前，这里还只是一个小小

的香油加工作坊，香油仅在自家门店

售卖。赵萍驻村后，听说这家香油坊

已经营十多年，在当地口碑很好，与作

坊负责人深入接触后，赵萍发现制约

其发展的原因是销路不畅。赵萍动员

王世林：“酒香也怕巷子深，这么好的

香油，要让它香飘全省、全国，要主动

出击，还要增加品种。”赵萍将自己的

想法对省行领导及省行乡村振兴部进

行了汇报，得到大力支持，产品得以在

全省农行推广。

下午一上班，大雨倾盆。赵萍按

事先和清河乡乡长杨清的约定，与台

前农行员工来到清河乡乡政府二楼，

宣讲农行惠农产品。会议室里，座无

虚席。近一个小时的宣讲刚一结束，

赵萍就被围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地问这问那，赵萍一一耐心解答。

会后，赵萍和台前县农行工作人

员又到台前县最大养殖专业村清西

村，对上周去调研时提出的问题和融

资需求逐一落实。

下午 6时许，赵萍召集全体驻村

队员和村干部开例会。窗外的雨还下

个不停，田野里的麦苗也显得更加翠

绿……

第一书记赵萍的12个小时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
鸿雨）4月 10日早上不到 7点，郏县

长桥镇窦堂村机井井长王峰领和管

护员冯国俊、维修员石红彬三人，就

走进田间，对该村高标准农田内正在

使用的27眼机井进行巡查。

“小麦即将出穗，需水量大，天

气预报说近期没有大的降雨，灌溉

高峰很快就要来到，我们要赶快检

查一遍，确保机井都能正常使用。”

王峰领说。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郏

县将农田水利设施建后管护作为新

建项目前期工作的重要内容，县农业

农村局聘请第三方专业验收机构对

已完工的工程进行逐个验收，确保工

程施工阶段的质量安全。在机井管

护方面，严格施行井长制，设立管护

员，确定维修员，目前全县已签订移

交管护责任书的6113眼机井全部落

实“一长两员”管护人员，张贴有管护

责任牌。

郏县还为每眼机井购买了商业保

险，确保出现问题后第一时间查勘、理

赔并进行维修，最大程度降低因机井

造成的损失。同时，郏县将每年11月

定为全县农田设施“管护月”，其间积

极开展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管护政

策和常识，增强管护责任意识，营造良

好氛围。

“我们将继续以建好高标准农田

为重要抓手，坚持新增建设与改造提

升并重、建设数量和建成质量并重、工

程建设与建后管护并重、产能提升和

绿色发展相协调，以管好农田设施为

最终目标，坚持建管并重做好高标准

农田建设‘后半篇’文章，补强农田基

础设施短板，巩固提升粮食产能，让县

域内每一亩耕地都成为丰收沃土。”郏

县县长李红民说。

郏县

建管并重护农田

南召县 大事小事 里解决格

信阳市平桥区

“积分存折” 文明攒 禹州市方岗镇 尽全力扮靓家园洁

栓志来了，疙瘩解了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吕忠箱）
4月13日，在宁陵县上清冰河两岸，巡河

人员正操控无人机进行巡河作业。近年

来，该县河长办积极运用“河长+互联网”

监管模式，在各级河长人工巡河的基础

上，利用无人机对全县主要河道进行定

期巡查。

无人机飞得高看得远，河道及两岸

场景清晰地呈现在巡河人员手中的屏

幕上，航拍实现了河道管控全覆盖，以

往看不到、过不去的地方都被纳入监管

范围。

通过无人机影像模型对比筛查，能

够直观看到河道细微变化，为整治新增

违章建筑、高秆作物种植、违规筑

坝、围网养殖等河道“四乱”和妨碍

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提供了有效、实

时的现场侦查及取证，无人机具有

影像化、数据化的问题解析能力，对

破坏水生态健康行为形成了有力震

慑。

该县河长办主任马士云说：“利

用无人机对河道进行三维实景建模

在商丘市尚属首例，这也是宁陵深化

‘河长+无人机’机制的一次有益探

索，下一步还将筹划应用更多技术手

段完善‘智慧河长’监管，积极建设智

慧河湖与幸福河湖。”

本报讯 4 月 12 日上午，随着 14

架植保无人机同时起飞作业，潢川县

以小麦赤霉病为主的小麦重大病虫害

防控攻坚战正式启动。

潢川县是农业生产和产粮大县，

该县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明确要求各

乡镇要自觉落实党政同责，扛稳粮食

安全政治责任，主动担当守护粮食安

全“国之大者”。潢川县农业农村局

早谋划早准备，积极筹措防控资金和

物资储备，为了不误农时、高效便民，

自行采购杀菌剂、杀虫剂、植物生长

调节剂等防控物资全部发放到农户，

一次作业可达到防病虫、防干热风、

防早衰，增强灌浆强度，促进小麦稳

产增产。

当前，潢川县小麦陆续进入扬花

期，也是赤霉病防控关键窗口期，攻

坚战的启动标志着该县以小麦赤霉

病为主的“一喷三防”工作正式展开，

通过示范引领，发动广大农民抢天夺

时主动防控，掀起统防统治与群防群

治、联防联控相结合的防控高潮，做

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田”

防控全覆盖，全力打赢以赤霉病为主

的小麦“一喷三防”攻坚战，确保该县

夏粮丰产丰收。

（李振阳 张树友 孙丹丹）

“无人机河长”上岗宁陵县 “一喷三防”全面展开潢川县

4月10日，永城市陈集镇芦庄村红薯育苗棚内，工人们在观察红薯苗的长势。近年
来，陈集镇充分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的便利，为乡村振
兴蓄势赋能。 秦彤 摄

治理精准高效 群众乐享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