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李燕 实习生陈炫
羽 通讯员王自力 张玉玲）“有啥事，

一个电话，他们就到了，真的不错，非

常感谢！”12 月 5 日，说起辖区网格

员，民权县花园乡朱庄村村民朱保健

说，自从村里细分了网格，村民反映

的问题，网格员都会第一时间回复。

“群众‘点菜下单’、我们‘接单速

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朱庄

村党总支书记朱保国说。

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网格员，哪

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网格员。今年以

来，花园乡强化党建引领，结合“平安

法治星”创建，以辖区“小网格”推动基

层“大治理”，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效能，实现了“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

办”的网格化治理新格局，不断增强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据了解，为实现党建网格化管理

全覆盖，该乡紧扣平安建设、基层社

会治理的重点任务，将全乡分为48个

网格，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网格长牵

头，村党员干部为网格员主体，每天

开展一次网格巡查，每周进行一次矛

盾纠纷排查，每月集中一次重点人群

走访，将排查到的隐患信息及时列入

整改清单。目前，该乡共走访特殊人

群、社戒社康人群80余次，主动约访

群众 20余次，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

事、操心事、揪心事16件，有效畅通了

基层治理的“主动脉”。

如今，在花园乡、王庄寨镇和绿

洲街道办事处，多网合一的“网格+产

业、网格+医保、网格+安全、网格+服

务”的服务机制正在融合推进，实现

了网格服务再优化、再延伸，推动群

众在网格内联系、问题在网格内发

现、矛盾在网格内解决、服务在网格

内开展，构建了党建统领“多网融合”

同频共振的治理新格局。

民权县

群众“点菜下单”网格员“接单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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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董燕 张瑞）“感谢统战部和社区工

作人员对我的关心和牵挂，把我的

家收拾得温暖舒适。”12月 6日，家

住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街道柳江

社区的退役老兵田付立说。几天

前，他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为区委统战部送来了一面写着“彰

显鱼水深情，心系退役老兵”的锦

旗，以此来表达感激之情。

田付立是 13岁就上了战场的

退役老兵，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

的老伴因病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

理，就一个女儿还远嫁外地，不能

时常回家照顾，现在居住的房子年

久失修，墙面发黄、起皮，电线老

化，上下水管道时有堵漏现象。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源汇区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

问题，努力把征民意、暖民心、惠

民生、解民忧工作做到群众心坎

上，切实做到把好事办好、实事办

实，推动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

的成效。

该区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在了

解情况后，主动履行社会职责，

第一时间到田付立老人家中了解

情况，制订修缮方案，主动承担

起房屋修缮工作。经过半个月

的修缮，原先发黄的墙面，现在洁

白如雪，重新走了水电线路，厨房

吊了顶，门框包了边，还新添了茶

几、储物柜等家具。考虑到老人年

纪大、房屋地处一楼，冬冷夏热，

区委统战部干部赵琼又帮助其协

调安装了一台空调，供老人制冷

取暖。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从群众

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小切口’积

极办好办实民生实事，有效解决好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为民办实

事的‘温度’，拓展主题教育的‘深

度’，真正让统战工作更有温度。”

源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崔兴

超说。

本报讯“我们社区的这些老年侨眷有很

多孩子是不在身边的，县侨联经常组织联络

联谊活动，还帮助我们代购生活必需品，我

们的老年生活真是幸福多了。”12月 10日，

桐柏县东风桥社区侨眷张华高兴地说。

近日，桐柏县侨联进一步探索侨务工作

与社区治理有机融合模式，打造书画室、会

客厅、侨之家等活动阵地，创新社区自治方

式，开展“社区事务大家谈”活动20余场次，

为侨眷侨属常态化提供居民调解、心理咨询

等公共服务项目。另外，依托东风桥社区省

级侨胞之家，积极开展“暖侨”行动，设立侨

务法规咨询点，持续开展法律法规宣讲活动

进社区、入侨户，帮助归侨侨眷解决在养老、

医疗和子女就学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受到侨

界群众一致好评。 （李湘圆）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

讯员余江 杨雨婷）“我家就在加工厂

旁边，你们别看我70多岁了，我可教

会了好几个人，年轻人还赶不上我

呢。”12月 8日，在息县临河乡藤编代

加工厂车间，周大妈高兴地说。

为充分调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

积极性，为老龄人群、就业困难人员

等群体提供更加灵活的就业方式，近

年来，息县全方位、多角度创新产业

工人招聘新模式，因地制宜推动藤编

代加工、食品代加工等基地建设，持

续发挥就业工厂（帮扶车间）价值，努

力把就业工厂（帮扶车间）打造成促

进稳岗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

台，带动农村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

业，助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增收。

为有效推动藤编代加工产业链

建设，全县 23个乡镇（街道）主要领

导、村（社区）支书、所站中心负责人

先后20余次到尚晟智能家居、行嘉户

外等企业观摩交流，充分利用闲置村

中小学校、扶贫车间、民房等，对接项

目落地规划建设需求。

目前，杨店、淮河和谯楼3个乡镇

（街道）已与尚晟智能家居签约，3家

代加工厂正式挂牌投产，吸纳就业60

余人。路口乡、包信镇和白土店乡等

主要领导带队，以“老带新”的模式，

先后组织100多名学徒前往尚晟智能

家居藤编公司参观学习，各藤编代加

工厂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牛
祎蓓）哒哒哒、哒哒哒……12月 6日，

在宝丰县观音堂示范区滴水崖村迦

南美地纺织品加工厂生产车间，一台

台缝纫机、一卷卷色彩鲜艳的布料整

齐地摆放着，20余名女工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手脚麻利地忙活着，裁剪、

缝边、压线、熨烫……不一会儿，一块

块布料在缝纫机上飞舞，经过一双双

“巧手”，帽子的轮廓逐渐显现出来。

迦南美地纺织品有限公司主要

生产各种品类的帽子，产品远销国内

外。目前，帽子产品迎来了旺季，订

单充沛，车间一片繁忙景象。

“我们引进帽子生产车间，就是

要把车间建在家门口，村民挣钱不用

往外走。”公司负责人王恒彪说，车间

缝纫工的薪酬按计件发放，工作时间

可以灵活选择，这极大方便了村里因

照顾老人孩子、忙于家务而不能外出

务工的妇女。

两年前，听到村里成立了加工

厂，曾在浙江服装加工厂上班的村民

张慧玲马上回来应聘，她凭借自己精

湛的技艺，成为加工厂的一员。“以前

在外面给人打工，吃住都要花钱，还

要奔波在外。现在，从家里出发，步

行不到十分钟就到车间了。”张慧玲

一边熟练地踩着缝纫机一边笑呵呵

地说。

据了解，该加工厂每天可制作 7

万余顶帽子，订单已经排到明年2月，

在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充分满足

农户“挣钱顾家两不误”的需求，同时

又缓解了公司“招工难、用工贵”问

题，为企业节约了用工成本和场地建

设成本，提高了效益，为该村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提供了就业支撑。

近年来，宝丰县立足实际，聚焦

帮扶低收入人群，坚持“强就业、增收

入”工作思路，大力拓宽村民就业渠

道，注重引进和培育纺织、服装等劳

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强的项

目，引导乡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就业，

并通过开展定向就业技能培训，对接

用工单位搭建就业平台，带动群众在

家门口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12月 7日，走进汤阴县

菜园镇前高汉村，一幅幅生动的文

化墙绘映入眼帘。前高汉村年轻党

员秦小宁，正拿着画笔定位、勾线、

调色、上色，在他的勾勒下，几只大

熊猫在竹林里嬉戏觅食的场景便跃

然墙上，一幅幅精致的绘画与墙体

巧妙融合，昔日单调的墙面瞬间

“活”了起来！

“中，小秦画得不错，很特别，赶

明儿给我家也画一幅！”村民郑绪金

欣赏着墙体上一幅幅主题鲜明的墙

绘，不禁竖起大拇指称赞。

“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美化

并宣传乡村，这是我的初衷。没想

到墙绘画完成之后，引起大家的关

注，我还挺开心的。今后我还会继

续用手中的画笔为乡村振兴奉献

一份青春力量，让村民在潜移默化

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让文明的

‘种子’在村民的心中扎根。”提起

彩绘墙，秦小宁腼腆的笑容中不失

坚定。

一幅幅生动的彩绘墙不仅扮靓

了村居环境，更营造了良好的文化

氛围，激发了村民改善人居环境、创

造美好生活、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的动力，为乡村振兴增添靓丽色

彩。以墙接地气，借墙聚合力，用墙

鼓干劲，美化村容村貌的同时，也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群众的言行。

据了解，今年以来，菜园镇投资

300余万元，对沿国、省干道13个村

的村容村貌进行了进一步提升，共

美化亮化墙体 1.86万平方米，整治

坑塘沟渠156处，整治残垣断壁256

处，随着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老百

姓的幸福指数也不断提高。

近年来，为有效推动“五星”支部

“生态宜居星”创建工作走深走实、见

行见效，菜园镇各村因地制宜，通过

墙体绘画、仿古砖雕等表现形式，让

村庄墙面“活”起来，绘就了农村新面

貌，也让墙壁变成生动会“说话”的

“宣传员”，搭建起宣传教育的新阵

地，用艺术为乡村赋能，让美丽乡村

建设焕发出新的活力。

（王都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俊鹏 王涵儒）12月 8日，在位于叶县

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河南创大粮食

加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经过注浆、

搅拌、压制等工序后，只见一根根面

条源源不断地从面条机中倾泻而出，

这些“韭菜挂面”经过烘干、包装、打

包后，将销往全国各地。

“河南创大粮食加工有限公司创

建于 2004年，2014年入驻县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主营粮食、食品深加工，

是平顶山地区规模最大的挂面生产

企业，绿色富硒韭菜挂面就是其中的

特色产品之一。”河南创大粮食加工

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胜利说。

一个好产业，就是一条致富路。

近年来，叶县科学谋划产业布局，大

力调整产业结构，坚持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生产、链条化发展、订单式营

销的发展思路，在任店镇高标准建设

韭菜产业园区项目，并将韭菜产业纳

入全县重点推广的六大特色主导产

业名录，使全县韭菜种植面积达到 1

万亩，年产值近亿元，绿色韭菜“小产

业”变成了强村富民的“大银行”。

与此同时，该县还在韭菜育种、

延伸链条上下足功夫。目前，在韭菜

育种领域，由叶县培育出的28个韭菜

品种，已推广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其育出的韭菜种子占到全

国的一半，并开发出韭花酱、韭菜精

油、韭菜色素、韭菜汁、韭菜酒、韭菜

泡菜等产品。在延伸产业链和价值

链的同时，带富了一方群众。

叶县

拉长韭菜产业链 打造致富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贾晗）12月7日，沿着青石板

老街，记者来到淮滨县张庄乡居民

吴世斌的家中，吴世斌因早年对收

藏民间生产农具和民俗用品十分感

兴趣，就把祖传下来的四合院改建

成了民俗收藏馆。

在收藏馆大门两旁摆放着一

对石鼓，东边的石鼓图案是“松鹤

延年”，西边的石鼓图案是“百鹿贺

寿”。走进客厅，里面放着一架织布

机、一辆有着 100多年历史的独轮

车及30多台不同年代的收音机、唱

片机，展柜里陈列着上百种各式各

样的小物件。

“这个叫织布机，是我前年在阜

阳的一户农家收的，过去只有粗布

衣，从纺棉线到织布再到做成一件

衣服，工序极其复杂，哪里像现在我

们这么幸福，各种款式各种布料的

衣服应有尽有，这就提醒我们要忆

苦思甜，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吴世斌说。

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摆放了

许多石磨、石锁、石礅、石碾、石

槽、石雕等石器，还有大型鼓风

机、水车等传统生活生产用具；茅

草屋展厅放置的有煤油灯、染具、

老式牛皮箱和各类民间生产农具，

多数展品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甚

至有些已经是孤品。

“这个现在很多人应该都没见

过，叫木油榨，有 6米长，光它上面

的配件就有100多个，做工精巧，足

以彰显过去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

我这里的镇馆之宝。”吴世斌介绍

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生活

用具如石磨、织布机、木油榨、纺车

等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但细心的

吴世斌却把这一件件并不值钱的生

产生活用具当成了宝贝收藏了下

来。目前吴世斌收集来的民俗展品

有3000余件，大多数是民间生产农

具和民俗用品，对保留传统民间技

艺有着重要促进作用。除了这些珍

贵的生产生活用具外，四合院内还

有两株蜡梅树，在当地也不多见，经

相关部门鉴定，有 320年树龄的古

蜡梅，每到蜡梅花开，方圆几里都能

闻到蜡梅的香气，吸引很多人慕

“香”而来。

“我就是想把这些东西都保存

起来，保护我们的民俗文化，不然以

后消失了就找不到了，这些物件都

是对青少年和下一代思想素质方面

很好的教育材料。”吴世斌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
旭长）12月 8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曹

镇乡李三庄小学科技馆内，10余名学

生手拉手形成一个圆环，当首尾的两

名学生分别将手按在导电板上，一瞬

间灯泡明亮，孩子们睁大了好奇的眼

睛。任课老师立即切入课题，循循善

诱地向大家讲起电流的原理。

这是该校教师利用新建成的科

技馆，边让孩子们体验科技的奇妙，

边现场授课的一幕。

今年10月，省科协资助李三庄小

学建立科普教育基地。在省、市、区

三级科协的具体指导下，李三庄小学

结合教学所需，购置科普器材，建起

了校园科技馆。

在这个科技馆里，布置着孩子们

都非常感兴趣的科普器材，有磁阻

尼、蛇形摆、永动机神话、发电锚、希

罗喷泉、3D 打印、H5S 人形机器人

等，达30余种。

据平顶山市科协科普部部长张

现会介绍，该科技馆目前是平顶山市

第一家乡村小学科技馆，科协系统将

结合实际，定期更新添置科普器材，

以满足校园科普的需要。

“乡下孩子很少走出去，这些科

普器材真是让他们开眼界了。”李三

庄小学教导主任卫艳歌说，该校现有

教学班13个，学生470余人，其中留

守儿童达 240余人。学校一直在探

索如何激发这些留守儿童的学习兴

趣，科技馆的建成投用，把很多孩子

的学习劲头调动了起来。

科技馆建成之后，李三庄小学除

了安排各班学生逐次到科技馆参观

体验外，还要求各班教师结合教材，

每周在科技馆内开展一节现场教学，

通过实地操作，培养孩子们爱科学、

爱实践、爱学习的兴趣。

“科普贵在参与。”李三庄小学校

长张鹏镍说，该校将合理优化课程，

争取让周边学校的学生也来这里上

课，让更多的孩子由此爱上科学，点

燃创新之梦，走上成才之路。

▲12月9日，尉氏县两湖办事处小东门村的
老年人在人民广场练习打盘鼓。近年来，尉氏县
不断增加基础设施、完善配套功能，为老年人日常
休闲、健身、文艺活动提供场所，引导他们走出家
门，参与全民健身。 李新义 摄

12 月 1日，永
城市侨联在人民广
场开展“宪法宣传
周 ”侨 法 宣 传 活
动。活动现场吸引
了广大市民前来咨
询，侨联干部认真
解答市民的咨询，
并现场发放涉侨法
律法规宣传资料。
本报记者 李燕 实

习生 陈炫羽 通讯

员 屈文婷 摄

宝丰县

踩着缝纫机 踏上致富路

息县

工厂建到家门口 就近就业稳增收

桐柏县
凝心聚力护“侨”益

漯河市源汇区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文化赋能文化赋能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近日，安阳文化艺术学
校高级讲师、国家一级演员范
雅鸣在指导学员学习戏曲技
巧。冬闲时节，内黄县文化
馆邀请专业人员，对全县近
百名基层文艺骨干开展戏
曲、舞蹈等艺术培训，助力
乡村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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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县 民俗收藏馆传承民俗文化

汤阴县菜园镇 让墙壁“说话”促文明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