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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吴会菊 高
庆立）12月24日，汝阳县云之裳华服产业园

车间内，伴随着几十台缝纫机的“哒哒哒”声，

工作台上各色衣料在缝纫工们的巧手加工

下，经过几道工序后便被制作成汉服成品。

该产业园700平方米的华服文化展示

馆内，展示着不同朝代的汉服。“这些都是

我们自主设计、生产的样衣，可以满足男女

老幼各类消费者的需求。”汝阳县云之裳华

服产业园负责人丁晓丽说，产业园的定位

是全产业链型园区，可覆盖汉服的设计、生

产、推广、销售等环节。

该产业园也是洛阳市首个汉服产业园。

从2022年以来，洛阳“汉服热”持续升

温，汉服消费显著增长。目前，洛阳市洛邑

古城、丽景门等景区附近的汉服体验店已超

过1000家，其汉服主要从山东曹县购买。

洛阳市委提出，要持续做热汉服 IP，深

入挖掘特色文化，大力发展汉服产业，完善汉

服经济配套服务链条，打造一批汉服品牌。

“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这些汉服体验

店一年要从曹县购买上亿元的汉服！”汝阳

县汉服产业领导小组组长、县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赵青海说，汝阳县服装加工产业优势

明显，现有服装加工企业3000余家，从业人

员5万余人，发展汉服产业优势得天独厚。

汝阳县抢抓汉服产业“风口”，迅速成立汉服产业领导

小组，大力发展“汉服经济”，县委统战部门分行业、分层次

组织人员到曹县考察调研，引进龙头企业落户汝阳，建成

了洛阳市首家汉服产业园，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丁晓丽说：“产业园已接收订单2万多件，目前有专业服

装设计人员30多人，日产汉服5000套，年产值近3亿元，

可满足洛阳市乃至全省区域内规模化汉服的供应需求。”

通过龙头带动，目前汝阳已有3家传统服装加工企业

转型生产汉服，8家汉服体验馆等，带动800多名农村妇

女从事与汉服产业相关的工作，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汉服，一针一线，都是跨越

古今的对话。”赵青海说，汝阳县汉服产业以“立足汝阳，

站位洛阳，服务中原，打造区域最大华服生产基地”为发

展目标，利用“平台+公司+小微企业+农户”的模式，从汉

服生产、汉服销售、打造汉服文化IP三个方面做大做强汉

服产业，力争通过2至 3年时间，实现年产200万套中高

端华服，把汝阳县建设成为洛阳市规模最大的汉服生产

基地，打造中原汉服第一县。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胡少
佳）12月20日一大早，不少群众走进镇平

县杨营镇尹营村就业服务站工作大厅，查

阅张贴的各类送岗信息，查找适合的就业

岗位。“现在找工作非常方便，不仅可以通

过村就业服务站找工作，还可以在手机智

慧就业平台中获取招聘信息，足不出户就

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村民张光文对找到

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充满了信心。

近年来，镇平县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强力推进市县乡村四级就业服务体系建

设，包含线上就业信息体系和线下就业服务

体系，通过线上线下互联互通，健全公共就

业服务体系，促进各类群体充分就业。

杨营镇镇长、杨营镇就业创业产业服

务中心副主任薛艳旭介绍说：“线上就业信

息体系以南阳智慧就业平台、南阳智慧就

业微信小程序、企业端、培训机构端为依

托；线下就业服务体系主要以村就业服务

站及零工市场为依托。”

豫西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是镇平县

打造的人力资源信息库和就业服务联盟、

人力资本联盟、创业联盟、培训联盟“一库

四联盟”就业服务中心，一期占地3000平

方米。该产业园负责人张博恩说：“园区围

绕产教融合，采取‘政府投资、市场运营、政策支持、绩效考

核’模式开展劳务输出等服务，目前已入驻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12家，为县内重点企业解决用工2600余人，输出劳动

力5000余人，培训取证1万人次。”

镇平县以南阳市智慧就业系统为平台，以豫西南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为骨干，以乡镇就业创业产业服务中

心为依托，以村就业服务站为基点，构建起龙头在县、龙

身在乡、龙尾在村的龙形就业服务体系。

镇平县人社局局长王松涛说：“四级就业服务体系建

设更好地解决了当前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水平不高、信息

化水平低等问题，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基层就业服务平台

建设，为劳动者提供更精准的就业岗位和就业创业政策，

让广大城乡居民就近享受全链条、零距离的就业服务。”

今年以来，镇平县投资2000余万元，对乡村就业服

务工作进行规范，全县 22个乡镇（街道）、434个村（社

区）均实现有阵地、有人员、有设备、有网络、有考评的

“五有”标准。截至目前，全县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591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700余人，新增创业主体

260余个，新增技能人才18185人。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胡新
生 夏振华）“今年俺村种植了600亩红薯，

有豫薯13等 5个品种，吃起来软糯香甜，

产量达240万公斤，加工成粉条后经济效

益可达350万元。”12月20日，西华县奉母

镇七二村党支部书记何世圈提起村里的

红薯产业满脸欣喜。

去年以来，该镇瞄准建成“五星”支部

目标，以特色产业为突破口，利用村集体

土地建设新型红薯种植推广基地，采取

“合作社+农户”模式，推进红薯种植—红

薯粉—纯红薯粉条全产业链发展，取得了

可观效益。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西

华县紧扣重点任务，紧盯“稳三星、争四

星、冲五星”工作目标，大力实施支部“提

星工程”，形成了“上下同心抓创建、争先

创优促晋星”的工作格局。

以党建引领强产业，点亮“产业兴旺

星”。该县围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

业发展规划，依托新优杂果、畜牧养殖、花

卉苗木、无公害蔬菜和优质食用菌等五大

特色农业，打造千亩芦笋、千亩桑葚、万亩

韭菜、万亩桃园、万亩红薯、20万亩辣椒、

30万亩花生、1000万袋食用菌、100万头

生猪和1.5亿只肉鸡等十大种养基地，培育了黄桥大桃、

奉母粉条等一批农业品牌，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五星”创建美环境，村庄亮丽更宜居。该县以创建

“四美乡村”“五美庭院”为抓手，以开展“六清”、治理“六

乱”为重点，高标准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全域、全面、全时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着力把广大农村腹地打造成

“美丽大花园”，提升村民幸福感。

“五星”闪耀促和谐，文明新风徐徐来。西华县扎实开

展“无疫”“三零”创建，完善“一办、四室、六员”创建体制，

落实“三四五”工作机制，着力实现本质安全、长治久安。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村规民约、家规家训，

广泛开展“好党员”“好乡贤”“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活

动，激励广大群众争先进、做标杆，不断厚植乡风文明。

周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华县委书记田林表

示，西华将持续健全“支部联建、村企结对、网格管理”等

机制，“一村（社区）一策”精准发力，推动形成“二星”支

部全建、“三星”支部成片、“四星”支部增加、“五星”支部

不断涌现的创建格局，进一步擦亮乡村振兴的底色，照

亮全县人民实现更加美好前景的幸福路。

汉
服
产
业
势
头
劲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 余晓建

新乡县七里营镇杨堤村，白墙黛瓦入眼，

豫北民居古朴。人在杨堤走，似在画中游。

这幅画，蜕变于乡村建设。“曾经基础设

施薄弱、人居环境差，村子破败不堪。”12月

25日，杨堤村党支部书记杨纪春说，乡村建设

补齐了短板，扮靓了乡村，激发了村庄活力。

杨堤村“两委”和乡村设计师一起制定

群众“看得懂、能落地”的村庄规划，并利用

闲置宅基地，建设了豫北特色民居、产业小

院、“堤上人家”等乡村美景，方便了村民生

活更提升村集体收入。

乡村是生产空间，也是故土家园，承载

乡愁，寄托憧憬。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农业强国应有之义。今年以来，新乡

县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突出特色，精

准施策，强体制机制，探索出一条有“新乡

县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深刻重塑乡村。

示范引领，分类施策。“各村基础不同、

起点不一，必须因地制宜、规划先行。”新乡

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该县结合各村区位

条件、产业基础、村庄环境、地域风貌特点，

把全县178个村划分为35个示范引领村、58

个重点提升村、85个整体推进村三个类别，

分梯次、高标准实施乡村建设行动。7个乡

镇分别确定5个以上示范点形成闭环线路，

全力打造乡村建设示范片区，逐步形成串

珠成线、以线带面、集中连片的示范效应。

提质提标，全面推进。推进乡村建设是

一项系统工程，千头万绪从何抓起？新乡县

以实施“三通一规范”工程作答。“三通一规

范”即道路、自来水、污水收集“户户通”和弱

电线路入地规范，新乡县积极探索“发动群众

共谋、组织群众共建、依靠群众共管”的建设

模式，不断完善乡村“路、管、网”，打通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经脉”。目前，新乡县首批79个

任务村建设任务全部完成。

高位推动，构建机制。成立乡村建设行动

领导小组，下设17个工作专班，负责组织领导

和统筹调度全县乡村建设工作；建立周例会调

度、信息报送、项目资金争取对接、督导观摩评

比、周排名通报等工作机制……在乡村建设

中，新乡县通过构建新机制，拓展新路径，同时

全面谋划乡村建设项目，今年已开工309个，

已竣工189个，累计完成投资5.57亿元。

大召营镇建设新时代广场，打造“两园

两馆一故居一景观街”，探索“艺术赋能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模式；古固寨镇发挥区位

优势，积极打造高效农业观光示范区；朗公

庙镇加紧谋划大型商业综合体、康养医疗

项目，扮靓市区南大门……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养生

养老，运动健康……放眼新乡县乡村，新产

业新业态红红火火，众多村庄迎来新机遇，

走出一条“美丽生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新乡县探索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

一村一特色 千村千面貌

本报讯 （记者田明）近日，受极端天气侵袭，部分学生家

庭经济状况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校生活学习出现临时困

难。12月25日，记者获悉，我省教育厅要求，将学生资助纳入

近期重点议事日程，各地各学校要针对来自极端天气覆盖区

域和自然灾害波及地区的学生开展专项排查，建立信息台账，

定期更新数据。根据信息排查情况，参考全国学生资助管理

信息系统实时更新推送的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信息，及时

将受灾致困学生纳入资助范围。

各地各学校要及时制订极端天气条件下困难学生资助工

作应急预案，建立完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预警机制，一旦家庭

所在地或学校驻地出现极端天气或发生自然灾害，第一时间

将涉及学生纳入困难预警范围，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制定落实

分级分类资助措施。要适当简化资助申请流程，对因极端天

气或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困难的学生，经当事人承诺情况属实，

可先行予以资助；对于受灾较为严重的特殊困难学生，优先从

速安排资助。

我省持续做好受灾学生应急资助

本报讯 （记者杨青 通讯员王星）12月 22日，记者从全省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总结交流会上

获悉，近年来，省自然资源厅聚焦自然资源领域，紧盯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创新提出一系列具有“河南特色”的

好经验、好做法，完成淅川、西峡和灵宝三个县（市）试点工作，

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刘大全介绍说，我省进行生态产品

适宜性评价，指引生态产业发展，确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多部门、多专业、多维度破解难题，构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工作一张图。

西峡县依托老界岭、恐龙遗迹园等旅游资源打造全域旅

游，年综合产值达50亿元；淅川县打造“渠首”特色生态文旅

项目，仅今年黄金周就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0亿元；灵宝市

打造“灵境宝地”文旅品牌，黄河文化旅游带、函谷关历史文

化旅游发展迅猛。西峡县打造“宛美西峡”区域公共品牌，

大力发展“菌果药旅”特色生态产业，成为全国最大的香菇

出口基地、领先的猕猴桃生产基地和知名的中药材生产基

地，年综合产值超过 260亿元；淅川县打造“淅有山川”区域

公共品牌，林果业以及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迅猛；灵宝市打

造“函谷农耕”区域公共品牌，寺河山苹果产业集群总产值达

207亿元。

我省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刘永芳）12 月 24 日，首届

“清廉建设·济源论坛”在济源·中华愚公清廉家风馆举办。

来自全国各地清廉建设领域的领导和专家学者齐聚济源，共

同探讨清廉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据了解，“清廉建设·济源论坛”是一场立足纪检监察学科

建设，基于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在建设清廉政治生态示范区

方面的有益探索和创新实践，推动纪检监察理论与实践相互

碰撞、互促发展，既是一场理论研讨、学术交流的盛宴，也是一

次实践探索、经验分享的盛会，将为建设更高层次、更高水平、

更高质量的清廉济源政治生态示范区进一步拓宽思路、明确

方向，为推进“清廉河南”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在主旨报告和主题发言环节，济源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纪

工委书记、监察工委主任孙玉会以《清廉河南建设的济源实

践》为题作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南政法大

学、同济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的14名专家学者分

别围绕清廉建设、政治生态等内容作交流发言，共商新发展背

景下清廉建设的新使命，共享清廉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研

究新成果，共谋新时代清廉建设新蓝图。

论坛期间，济源示范区纪工委监察工委和河南省社科院

签署《清廉建设研究合作框架协议》，“清廉建设济源研究中

心”揭牌。

首届“清廉建设·济源论坛”举办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德才）“前天天那么冷，社

区还记着俺娘的生日，专门送来了生日蛋糕。”12月 23日，禹

州市颍川街道南街社区百岁老人卢新枝的女儿激动地告诉记

者。

据了解，每年为社区所有70岁以上老人庆生日、送蛋糕，

是南街社区弘扬尊老爱老敬老新风尚的光荣传统，也是创建

“文明幸福星”的重要举措。

该社区安排老干部穆建法专门负责老人祝寿工作，每年

年底对 11个居民组的每户居民进行全面排查，为所有 70岁

以上老人建立生日台账，确保一个不能少。“我们社区今年70

岁以上的老人共有 357名，每个寿星的生日包括阳历、阴历

时间和现在的具体住址，我这台账上都记得清清楚楚！”穆建

法说。

在“五星”支部创建工作中，南街社区把为老寿星庆生日、

送蛋糕融入共驻共建活动中。12月21日，恰逢卢新枝百岁寿

辰，该社区党委书记张军带领“两委”成员与郑州银行禹州支

行负责人一起为卢新枝送去了生日蛋糕和慰问品，送去了社

区和共建单位的美好祝福。

“尊老爱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创建

‘文明幸福星’的重要抓手。我们要继续大力弘扬这一传统，

让社区每位老人都健康长寿，每个家庭都幸福美满！”张军表

示。

禹州市南街社区
为70岁以上老人建生日台账

就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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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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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5 日，
正阳县清源街道唐
段庄社区举行星级
文明农户表彰活
动，示范引领更多
的群众讲文明、树
新风，共同推进人
居环境整治、乡村
振兴等工作，齐心
打造平安和谐、文
明幸福的新时代大
家园。本 报 记 者

黄华 通讯员 贺永
明 摄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粮食安

全保障法草案 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三次审议。草案三审稿拟在健全粮食

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的规定中明确促进农

业增效、粮食生产者增收，增加提高为粮食

生产者提供社会化服务水平的规定。

草案三审稿规定，国家健全粮食生产

者收益保障机制，以健全市场机制为目标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粮食价格形成机

制，促进农业增效、粮食生产者增收，保护

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国家支持面向

粮食生产者的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

务，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鼓励和引导粮食

适度规模经营，支持粮食生产集约化。

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满足人民群众对

食物品种丰富多样、品质营养健康的消费

需求。草案三审稿明确规定促进粮食领域

先进技术、设备的推广使用，提高科技支撑

能力；增加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

明确国家推进农业机械产业发展；增加规

定支持推广间作套种等种植方法，提高粮

食单产。

此外，草案三审稿将有关规定修改为，

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严格控制各

类占用耕地行为；确需占用耕地的，应当依

法落实补充耕地责任。

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
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

汝阳 镇平 西华

争当文明户争当文明户争当文明户争当文明户

引领新风尚引领新风尚引领新风尚引领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