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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南召县启动实施“800·30”

培育计划，紧盯生产经营好、去年营

收达到800万元的企业和新投产的企

业，从中筛选出成长性好、发展速度

快的30家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建

立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库，加强

动态管理，及时跟踪监测，对主营业

务收入、工业用电量、纳税等指标实

行月调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30家

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加强政策支持

和扶持培育，促进准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达规。截至目前，全县已有36家工

业企业纳入2023年准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培育库实行重点培育，上半年全

县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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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亚鑫 通讯员 刘广宣 韩海林

“盘上”，是辉县人对北部山区盆地乡镇的泛称；上山去这

些地方，辉县人形象地称为“上盘”。

盆地地理名叫“侯兆川”。包含幼儿园、小学、初中的侯兆

川教育文化中心就位于“盘上”的辉县市西平罗乡，当地人习惯

叫“川中”。

带着要捐赠的双肩包与篮球，7月18日下午，18名身穿白

色polo衫的大学生志愿者，同带队老师一起，驱车“上盘”开展

“三下乡”社会实践。

这群大学生，来自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当天开展了

“暖童心敬古稀，公益服务进社区”活动，将大学课堂上学到的

体育运动知识带给大山深处的孩子与老人。

“本次志愿服务也是学院党建活动的新平台，引导学生在

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上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大思政课’，为乡村振兴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带队老师、河

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21级辅导员吴笑说。

列队、热身、拍球……活动开始，川中幼儿园操场上，在一

群亲切的大哥哥大姐姐面前，30名大班小朋友学习拍篮球学

得异常认真。

“这么专业的体育课还是第一次上，之前都是简单的体能

训练。”站在一旁的幼儿园老师王彦露出欣慰的笑容，“看得出来孩子们非

常喜欢。”

篮球课后告别小朋友，在川中幼儿园园长郭文艳的带领下，志愿者们

前往西平罗乡兆村看望一群老年朋友。

见面的地方，是川中社区大学兆村学堂。2014年，经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孙庆忠指导，郭文艳带领幼教团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幼儿园为依

托的乡村社区大学——川中社区大学，成为乡村群众终身学习的“宝地”。

“大家年纪大了，免疫力低，肠胃也不好，剩菜剩饭不要舍不得扔继续

吃，生病了得不偿失……”学堂讲台上，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党员付明龙宣

讲健康知识，不少老人赞同地点头。

“爷爷奶奶，跟着我们原地踏步，两只手前后摆动，做两个八拍……”

健康宣讲后，在学堂院子里，志愿者们又教了一套动作简单的健康操，老

人们学得快、做得齐。

“上课”结束，出了学堂的门，看着孩子们全部上了车，老人们才缓缓

离开。“路上注意安全，还要再来啊！”一只手扶着自己的代步车，一只手不

停地挥动打招呼，72岁的村民张群法十分不舍。

返程途中，大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付明龙感触很深：“教育是可以影

响人、塑造人、改变人的，要向大山里的老师学习，让教育更贴近乡村、方

便乡民，助力乡村振兴。”

7月20日，在西平县二郎镇高标准农田内，该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陈
振华带领河南农业大学实习生察看玉米长势和病虫害情况，帮助种植户搞好
夏田管理。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田春雨 摄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 通讯

员刘书兰）捏泥咕咕、踩高跷、品

大平调……7月16日，浚县职业

中专联合浚县古城社火非遗演

艺合作社举办了浚县职业中专

2023 年第一届非遗文化节，展

示学校近年来将非遗文化融入

教学的成果。

“学校教学很有特色，课程中

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学起

来很有意思，也很实用。”浚县职

业中专学生杨堃告诉记者，今年，

他的泥咕咕作品不仅被收录在了

浚县非物质文化项目产业园，还

在浚县古庙会上创造了效益。

近年来，浚县职业中专积极

推进“非遗进校园”工作常态化

开展，涉及戏曲、泥塑、社火等多

个专业领域。浚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众多，浚县职业中专就

地取材，邀请民间艺人、技艺大

师、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将非

遗文化与教学融合，培养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

“浚县职专将非遗文化‘搬’

进课堂，融入教学，通过体验式、

互动式的学习，进一步推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学校传统

文化教育有机结合，让传统文化

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在校园绽

放新活力。”浚县职业中专党总

支书记、校长刘杰说。

浚县职业中专举行非遗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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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申鸿
皓）“我在‘森霸传感’上班，两个孩子

也随迁进入县城实验学校入学，这多

亏了县里的稳岗就业好政策。”7月 19

日，孟凡云目送两个孩子进入学校的

暑期托管班后，就赶到了仅两条街之

隔的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

班。

孟凡云的老家在社旗县唐庄乡官

营村，2020年，她如愿在城区买了房，

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感到满意。

近年来，社旗县深入贯彻“六稳”

“六保”决策部署，强力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兜牢民

生底线，让越来越多的群众有了稳定

可观的收入。

位于社旗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

南阳杜尔气体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张

静说：“近三年来，县里先后为企业发

放稳岗促就业政策补贴30余万元，公

司现有员工 230 余人，人均月工资

7600元，公司的建设项目今年就能投

用，届时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开发区是稳岗增岗创业就业的

重要阵地。”社旗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管委会副主任郭晓辉说，开发区现有

企业200余家，带动全县20000余人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这两年，县里通过落

实相关政策，累计发放稳岗返还补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补资金160余万

元，惠及企业116家。

“开发区创业就业岗位多，农村天

地同样大有可为。”社旗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李志欣说。

放眼社旗乡村，通过财政资金扶持

建设的扶贫车间有92个，覆盖全县16

个乡镇（街道）84个行政村。这些劳动

密集型小微企业，通过车间务工、领料

加工、包装运输、电商销售等方式，让万

余名当地农民就地变身产业工人。

“真没想到，通过免费专业培训，

月工资一下子从 3000 多元涨到了近

10000元。”参加完社旗县新凯翔职业

培训学校月嫂培训并拿到等级证书

后，张秀玲很快就成了多家月子中心

的“香饽饽”。

今年以来，社旗县持续推进“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建设，通过“企业点

单”模式，瞄准县内技术工人缺口，面

对社会大众组织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

训。今年上半年，全县各类职业技能

性培训 20184人，有 6914人取得了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中高技能人才

5099人，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了“一证

在手，就业无忧”。

“今年 3月至 6月，我们连续在省

内高校开展校园招聘，提供岗位将近

500个。”社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局长黄国富介绍，社旗县全力为大

学生创业就业架桥铺路。

截至目前，该县累计认定大学生

就业见习单位24家，年均开发大学生

就业见习岗位 300余个，留用率超过

30%；同时，通过就业见习结束后继续

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最低三次

岗位介绍”等系列就业服务，全县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达96%以上。

“今年我们已举办大型招聘活动

12场，组织县内用工企业参加市内外

招聘活动30余次，累计招工5326人。”

黄国富说，上半年，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5257人，失业人员再就业805人，就业

困难人员就业288人；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8318人，新增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1309人，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00

万元。

本报讯 7月 19日，笔者来到襄城县

十里铺镇鲁外村，十几名工人在村间小路

开挖路面、测量深度、铺设管道，各种机器

设备隆隆运转，大家干得热火朝天。“这条

路常年积水，堆满杂物，大家出行都得绕

道走，现在下水道通到了家门口，路也开

始修了，以后出行就方便了！”村民刘山德

高兴地向笔者说着村里的变化。

“我们这一次帮助街坊邻居铺设了

一条长约 200米的下水道，然后再用水

泥铺路，不仅彻底解决了道路积水，还解

决了群众出行难的问题。”鲁外村村委委

员牛广说。

今年以来，鲁外村以“五星”支部创建

为契机，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及时召开

党员与群众代表会商议，筹集资金为村民

修建下水道，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农村

排水工程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人居环

境改善、‘生态宜居星’创建的基础条件之

一，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人力、物力、

财力，进一步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增强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鲁外村党支部

书记刘晓伟说。 （蔡曼玉）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宁津瑜 张
芳驰）7月 17日，雨过天晴，民权县白云

寺镇湾子村种“椒”能手张文生开始采收

辣椒。大棚内，一串串青翠欲滴的辣椒

挂满枝头。

“现在正是采收的旺季，每棚辣椒保

守产量在3000斤左右，按照现在市场均

价每斤 1.5元，每棚辣椒能卖 4500多块

钱，20个大棚能卖将近10万元。”张文生

介绍说，除了20个大棚种上了菜椒和螺

丝椒，今年还租赁该村产业大棚29个种

植上海青、西红柿等蔬菜。

繁忙丰收的景象，是白云寺镇加快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辣椒

种植等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的

成果。

“我们是附近村来这干活的，一天工资

80块钱。”正在采摘辣椒的徐爱荣说，“在家

带孩子，也出不了远门，就当打个零工了。”

据悉，今年以来，该镇党委、镇政府

聚焦“五星”支部创建，引导农民发展高

效种植农业，在湾子村流转土地 200余

亩大力发展辣椒种植，促进产业兴旺，增

加农民收入。

民权县白云寺镇

致富路上“椒”香四溢

襄城县鲁外村

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幸福指数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世冰 苏霁）7月 19日，记者从清

丰县柳格镇了解到，近年来，该镇

在推进基层自治过程中，不断摸索

新办法，组建“贤内助解忧团”，开

辟服务群众新途径。

据了解，“贤内助解忧团”围

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出“柳

事好商量”流动议事厅，切实为

村民办实事、解难题，提升服务

群众能力。自 2021 年 3 月 8 日

组建队伍以来，经过两年多的运

行，“贤内助解忧团”不仅有了专

属标志、马甲和工作记录等，更

成功调处村民各类矛盾 30起，协

助科普宣传 11次。

柳格镇党委书记程浩表示，

“贤内助解忧团”将继续聚焦群众

需求，以“进万家、明情况、解急忧、

办好事”为宗旨，不断完善职能建

设，展现柳格基层治理新气象。

7月18日，汝阳县十八盘乡木庄村，工人在安装太阳能路灯。该村在驻村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投入35万元，实施了路灯安
装、饮水工程延伸、道路加宽、水库维护等工程，加快和美乡村建设步伐。 康红军 摄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

员谢辛凌 张曼）7 月 18 日，记者

在沈丘县洪山镇看到，这里处处

绿树成荫，鲜花争艳。整洁美丽

的村庄、灿烂的笑脸，描绘着一

幅生态宜居、产业兴旺、和谐美

丽的乡村振兴画卷。

“我每天饭后都要到广场上走

上几圈。这里有花、有树还有健身

器材，走一走心情很舒畅。”在广场

上散步的王腰庄村村民王松申说。

该村党支部书记杨中华介

绍，两年前，道路两旁、坑塘周围

随处可见各种生活垃圾，现在的

街道环境优美，家家户户院里院

外 都 收 拾 得 干 干 净 净 ，看 着 养

眼，住着舒坦。

在王腰庄村的“星物集”玩具

厂，车间内的30多名“巧媳妇”正忙

着包装憨态可掬的熊猫、精巧别致

的抱枕等20多类订单。在车间一

角，有两名工人在热情洋溢地直播

销售玩具产品。玩具厂负责人崇杰

伟告诉记者，公司走的是“线上线

下”双轨销售模式，产品销售不愁，

熟练工每月收入可达4000元，初学

者每月也能收入2000元左右。

近年来，洪山镇以党建为引

领、产业发展为支撑、以“五星”支

部创建为契机，聚焦提升群众幸福

指数，助力乡村振兴。

“下一步，我们镇将继续突出党

建引领和‘头雁’引领，力促党组织

和党员在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

线中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洪山镇党委书记王琪表示。

沈丘县洪山镇 聚力强党建和谐促发展

清丰县柳格镇“贤内助解忧团”专解“急难愁盼”

帮企业减负稳岗助劳动者强技能
社旗县精准就业服务让更多人有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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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绑’机制富了村乐了民，村集体也

有收入了，群众有钱花了，村里为群众办事

也有后劲了。”近日，谈及“双绑”机制，漯河

市召陵区召陵镇白庄村支部书记白海涛赞

叹不已。

白庄村立足现有的白庄富硒产业园，

以“农户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龙头企

业”的“双绑”机制为抓手，大力发展甘薯产

业，实现了群众和村集体的双丰收。

召陵区实施“五星”支部创建以来，

始终将“产业兴旺星”创建作为推进乡

村振兴、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突破口，

围绕群众受益、集体增收，以发展产业

为总抓手，通过专题研讨、深入一线调

研、探讨创建路径等措施，整合项目、挖

掘资源，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积极发展

“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点亮

“产业兴旺星”，照亮乡村振兴群众致富

路。

在此基础上，召陵区梳理整合全区各

类产业项目20多个，其中正大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项目总投资1.5亿元，形成了青年

红枫、召陵西瓜、老窝辣椒、万金蘑菇等“一

镇一特”品牌。同时，通过发展村办企业、

订单农业等产业发展模式，建设了大徐村

吊瓜种苗繁育基地、白庄村脱毒红薯种苗

繁育大棚、砖桥村中草药基地等一批“一村

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下一步，召陵区将凝聚各方力量，持续

探索乡村产业发展新模式，以产业兴旺为

“五星”支部创建夯实基础，为乡村振兴注

入发展动力。 （程华伟 杜永刚）

“今年，俺患上了双跟骨开

放性粉碎骨折，治疗花费多不

说，还不能干活挣钱，愁死了。

支部书记常来家走访，召开村

民代表会把俺家纳入监测户，

帮扶俺们，党的政策真好！”武

陟县龙泉街道郭堤村突发严重

困难户姬国付说。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该街道通过动态监测

和精准帮扶，双管齐下开展

监测帮扶。明确辖区 142 名

网格排查员职责，聚焦十类

重点人群和四有人员，摸清

家庭收入、致贫风险，做到

“村村过、户户清、项项查”。

根据监测户风险类别、发展

需求，按照“缺什么补什么”

原则，对辖区 64 户监测户开

展精准帮扶。脱贫不稳定户

和边缘易致贫户主要以增加

收入为重点，采取新设或提

标公益性岗位标准、推荐就

业等措施；突发严重困难户

主要根据致贫风险类型，提

供小额信贷、务工信息、兜底

保障、临时救助、慈善救助、

教育补助、医疗保险等，同时

防止政策盲目叠加，对风险

复杂多样的，因户施策落实

综合性帮扶。

（卢克飞）

漯河市召陵区“产业兴旺星”照亮乡村振兴路 武陟县龙泉街道 动态监测夯基础 精准帮扶见成效

今年以来，延津县财政局认真落实“马

上办理、马路办公”工作机制，持续管好用

好衔接资金，接续做好支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

持续强化衔接资金投入保障。坚

持把产业作为衔接资金优先保障的重

点，实现总投入增长、产业占比增长、

县级投入增长“三个增长”。统筹做好

巩固衔接领域重点工作。以产业项目

为重点，建立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项目库，现对接项目 17 个。

切实抓好衔接资金管理。在全市率先

开展衔接资金项目档案管理工作，发

挥最佳效益。 （侯冰莹）

延津县 财政衔接资金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为了做好暑期青少年儿童防

溺水工作，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祝楼乡认

真践行“二马”机制，持续加大防溺水宣

传教育力度，开展防溺水应急演练，并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途径广泛开展防溺

水宣传。同时，该乡不断加强对重点人

员管护，常态化巡逻，做好劝离工作，严

防学生私自下河、水边玩耍，从源头上

遏制溺水事故发生。

（曹青芳 胡鹏冲）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祝楼乡 筑牢防溺水安全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