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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妇幼保健院党支部按

照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求，全面

推进医院党建与妇幼健康业务

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该院党支部持续开展系列为

民服务活动，开展“两癌”筛查，深

入基层、幼儿园开展知识讲座，常

态化开展义诊和健康宣教等。紧

紧围绕政治生态好、清正廉洁好、

医德医风好、高质发展好、群众评

价好目标，全面推进清廉医院建

设。不断推进信息化建设,引进

新设备，加强医护人员培训学习

及优化服务流程，为杞县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医

疗服务。 （李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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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周集乡

民情恳谈会 为民办实事

正阳县

特色养老服务 托起稳稳幸福

淮滨县马集镇徐楼村

“三老”发余热 暖心促调解

“一个电话工作人员就上门

了，感谢你们……”1月8日，平顶

山市湛河区程庄村赵女士在国网

华辰供电公司北渡中心供电所接

受电话回访时感激地说。

前不久，该所接到赵女士求

助电话，立即派供电员工上门，当

发现因欠费导致停电，供电员工

耐心地为赵女士讲解“网上国网”

App的使用方法，顺利帮其完成

线上缴费。随后，供电员工还对

赵女士家中的线路、开关、插板、

漏电保护器等设备进行检查，并

提醒她关于电暖器、暖手宝、电热

毯等采暖电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为让辖区内居民用上放心

电，国网华辰供电公司主动延伸

服务链条，积极走访用户，发放

“服务连心卡”和台区经理名片，

建立客户用电微信群，拓展用电

服务多维联系渠道。同时，该公

司加大安全用电宣传力度，增强

用户安全用电、科学用电的意识，

并积极推广“网上国网”App等线

上交费渠道，让群众足不出户缴

纳电费，及时掌握用电信息。

此外，国网华辰供电公司构建

“纪检+服务”工作机制，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全面推进电力优质服务

再提升。 （曲艺伟杜若晖）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李金杭 孙波）“去年，

我家16亩蜂糖李大丰收，卖了14万元！现在是管护

的关键期，得好好照顾好这些金苗苗！”1月9日，天气

晴好，一大早，淅川县老城镇马沟村村民石清杰就开

着拖拉机，来到自家的杏李园整地除草。石清杰家的

变化是淅川县近年来发展生态产业的缩影。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和渠首

所在地，肩负着“一库碧水永续北上”的重任。老城镇

21个行政村村村环库、户户临江，如何在水质保护和

致富增收之间找到平衡点？

“近年来，县里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发展生态林

果。借着这股东风，我们多方考察调研，发现杏李耐旱、

耐瘠薄，亩产2000公斤，盛果期达20年以上，不但有利

于保护水土，经济效益也不错。”老城镇镇长李红印介绍，

该镇从2016年开始，大力发展杏李等生态林果产业。

据了解，为促进全县杏李等生态林果产业健康发

展，淅川县成立了林果发展中心，先后整合涉农统筹

资金4500万元，出台补助办法，建立县、乡、村、户四

级技术明白人队伍，广泛开展科技普及和技术培训。

老城镇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累计投资1700余

万元在全镇18个村建设18个精品果园，以示范引领

带动全镇林果产业提质增效。

“村里把我家果园划入精品示范区，帮助架设了

800多米的护栏围网，安装了3000多米的自动喷灌管

道，还帮着找销售渠道，果园收成越来越好！”石清杰

开心地说。

据了解，为畅通全县杏李等生态林果销路，淅川

县依托渠首、丹江、水源地等招牌效应，创建了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淅有山川”，借助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项目，建设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

系，让杏李等林果通过网络走出淅川、走向全国，为群

众增收致富铺平道路。

“我们成立了杏李销售专班，统一定价、统一收

购、统一销售，领导班子分包到村，负责各村杏李销售

工作。”李红印介绍，对有意向的客商，镇领导陪同到

各村杏李基地查看长势，并出面签订预售协议，坚定

客商信心。2023年以来，老城镇已发展杏李近 2万

亩，销售320余万斤，实现销售收入2080余万元。

据统计，在淅川县，除杏李外，现已发展柑橘、软

籽石榴等生态林果23万余亩，其中标准化产业园达8

万亩，全县林果业产值达6亿元，10万库区群众依托

林果，年人均增收1500元以上。

□许金安 杜浩翔 朱海丽

隆冬是周培营最喜欢的时节，因为这

个时候制作的红薯粉条品质最好。

1月 11日，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洛

阳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雾气氤氲，

薯香四溢，工人正在漏制粉条，白色绵柔

的粉条经过漏勺坠入热气腾腾的大锅，再

经冷却、挂晾脱水、自然冰冻等工序后，

“周家粉条”新鲜出锅了。

“漏粉条是个良心活，好人品、好食材

才能做出好粉条！”该公司总经理周培营

说。

51岁的周培营是寇店镇舜帝庙社区

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洛阳万安山下。当

地土壤富含磷、钾等微量元素，加之山区

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所产红薯质地坚

实，品质好，含粉量高。

周培营从小就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

手工制作粉条技艺。

“手工制作粉条非常讲究，打芡、和

浆、成型、熟制、冷却、老化、洗粉、晾晒等

十多道工序中，打芡最关键。”周培营说，

打芡需要对水温、淀粉比例以及搅拌时间

严格把控，恰到好处才会保证粉条既筋道

又不会嚼不烂。

“周家粉条”六代传承，至今有百年历

史。周氏古法红薯粉条制作技艺入选伊滨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周培营被评为周氏手工粉条技艺非遗

传承人。

1993年，周培营从父亲手中接过制作粉条的

担子，2005年以后，他又在成都、重庆创办了淀粉

食品加工厂。

2014年，作为乡贤的周培营回到家乡创办了

洛阳大成食品有限公司。为传承红薯粉条产业，

周培营带领团队钻研湿淀粉制品技术，研发出新

型制粉机器，提高了产品质量，制作的鲜湿粉条极

受市场欢迎。

为拓宽特色产业链，近年周培营还研发出方

便粉条、自热火锅粉条、鲜湿马铃薯淀粉等制品，

提出了QQ面、乌冬面、紫薯粉、火锅粉、鲜苕皮等

20多种产品，注册俏厨、大谷关等30余个商标，为

周边群众提供了近百个工作岗位。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马晓冲）

“2023年，我在村蔬菜产业基地种了8亩大棚蔬菜，每

亩地纯收入近2万元。2024年，我打算再多种一点。”

1月11日，固始县徐集镇王脑村村民李家成说起上年

的种菜收入，喜不自禁。

像李家成这样从事种养家庭收入不菲的农户，在

徐集镇比比皆是，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地政府实施的

打造“农字号”产业基地计划。

“我们以花集村为中心，发展稻虾共生、稻鱼共养

6000多亩，并完善巩固5000亩宜鱼水面承包责任制，

在马家河等河段开展休闲垂钓活动。深挖‘王脑萝

卜’地理标志产品优势，探索‘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发展模式，吸引带动群众种植‘王脑萝卜’5000多

亩。”徐集镇镇长夏志冉告诉记者，“以锦绣园众农牧

业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为中心，辐射季楼、马寨、白羊

等村，带动群众养殖黑猪8000头、固始鸡20万只和固

始鹅、槐山羊5000只。”

夏志冉介绍，徐集镇是临淮农业乡镇，去年以来，在

稳稳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该镇以土地经营集中流转为

抓手，选择市场有前景、群众有意愿的王脑萝卜、稻虾稻

鱼、土特畜禽三类产业，着力打造“农字号”特色产业基

地，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凝聚内生动力。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平党申）1月 7

日，在汝州市夏店镇夏东村吨包袋来料加工厂里，十

几台缝纫机一字排开，有节奏地响个不停，十多名女

工正脚踏缝纫机紧张有序地加工着吨包袋，加工厂

负责人刘万坡认真仔细地检查着产品质量。

“咱加工的主要是平底吨包袋，它具有承重能

力强、耐用、方便搬运等特点，在物流运输、工业生

产等领域有着广泛的用途。这批吨包袋原料是元

旦后拉回来的，可以加工1000多个，要求10天完

工，所以必须加班加点才能完成。”刘万坡说。

今年40岁的刘万坡是夏店镇甄窑村人。2023

年 1月，刘万坡了解到市场上吨包袋供不应求，而

自己妹妹和妹夫懂吨包袋的加工技术。考虑到夏

店镇留守妇女多，他想利用这些优势建一个吨包袋

加工厂。经外出详细考察，2023年3月，他投资20

多万元，购置了10余台工业缝纫机和打捆机等设

备，在夏店镇夏东村妹妹家的空闲院子里，开始生

产加工吨包袋，同时和洛阳一家大型吨包袋厂家签

订了代加工合同。

因重质量、讲诚信，几个月下来，刘万坡加工的

吨包袋成了洛阳厂家的免检产品，订单源源不断。

2023年，他先后为洛阳厂家加工各类吨包袋 5万

多个，收入30多万元。

“这活不累，中午还管顿饭，一天能加工大包十

几个、小包30多个，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还不耽

误照顾老人孩子，不赖！”已成为厂里技术熟练工的

49岁甄窑村村民王转霞高兴地说。

该加工厂先后吸纳甄窑村、夏东村20多名和王转

霞一样的留守妇女，人均月收入2000元以上。

夏店镇党委宣传委员杨德地介绍，目前夏店镇

有吨包袋、袜子、帽子、衣服、玩具等特色加工厂60

多家，带动全镇2000多名留守妇女和脱贫户在家

门口就业实现务工增收。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韩功勋

“咱区医院里的医生水平高，还总是上门服务。要

不然，我这双老腿甭想离开这副双拐。”

说这话的是老汉李云林，今年73岁，除身材有些瘦

小外，整个人精神头儿还是不错的。街坊四邻都说，比

起先前，如今的李云林像是换了一个人，逢人就喜欢开

玩笑。

在周口市淮阳区临蔡镇临蔡村，像李云林这样的老

人不少。

早年间，李云林双侧股骨头坏死，一辈子没叫过苦、

没喊过痛的老汉这下子不硬气了。“天天钻心地疼，阴天

下雨更甭提了，像蚂蚁噬肉，吃药也不济事，双拐都拄上

了。”李云林这样陈述当时的状况。

转机出现在淮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开展的一次下乡义

诊活动。在医生的建议下，李云林去淮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做了手术，“很成功！”简单的一句话，听起来却格外有力。

整个手术费用将近4万元，按比例报销后，李云林

只掏了1.3万余元，4天后他就能下床了。虽然事情过

去了一年多，可李云林至今仍历历在目。眼下，墙角的

双拐已落了灰，他走起路来虽不至于生风，但已然恢复

了往日的那股精气神儿。

说话间，淮阳区第一人民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孔

德广推开了镇医院的大门，身后跟着俩穿白大褂的小伙

子：常建华和董振生。两人刚来镇卫生院不久，是孔德

广手把手带的徒弟。

检查显示，李云林身体各项指标正常，孔德广放下

心来，并叮嘱他：“适量锻炼，按时服药，有重活儿一定喊

我！可别累着！”

其实，每个工作日都会有区医院的专家来到各乡镇

卫生院“下沉式”坐诊，孔德广的坐诊时间是周三和周六

两天。今天是1月6日，周六。

李云林家在镇卫生院不远处。不仅李云林，附近十里

八村的村民，都是冲着区医院专家来的。“有个头疼脑热，

带上新农合医疗本，跟孔医生唠叨那么几句，说来也怪，病

就给瞧好了！孔医生开的药用量小，还便宜。”李云林说，

“经济负担减轻了不说，主要还是城里来的专家！”

“孔医生带的俩徒弟也快出师了，水平不逊师傅！”

对俩年轻人，从李云林的眼神里，也能看出一种别样的

感情来。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强）1月 12日，

在鲁山县琴台街道建设社区一处民居内，“布老虎”市

级非遗传承人张秋月和几名帮工正在赶制布艺龙。

一条条布艺龙神采飞扬、活灵活现。

“龙年马上就要到了，我专门制作了一些布艺

龙，还起了名字叫‘腾飞龙’。目前，除了市县文旅部

门安排在春节期间展出外，郑州东站的展销厅也在

不停地打电话催货呢。”张秋月说，“这两年，我制作

的布老虎彻底火了。2023年 7月，鲁山县在郑州东

站设置了一个农特产品展销厅，我的布老虎短短几

个月就卖了3万多元。”

张秋月介绍说，布艺龙的造型是她和她的姐姐共

同构思并经过多轮修改后才确定下来的。推出的布

艺龙长约 60厘米、高约 40厘米，口含龙珠，龙角、龙

须、龙鳞等各具特色。流线型的龙身，颜色以大红色

和金黄色为主，填充物由朱砂、川芎、白蔻等10余种中

药材配制而成。

“制作布艺龙很费工夫，做一条就得花费两三天

时间。我们几个人加班加点，争取在龙年到来前做出

来300多条。”张秋月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

张群生）1月11日，走进正阳县乡

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只见20多

名老人面带笑容听着脍炙人口的

豫剧《朝阳沟》，边晒太阳边接受头

部及四肢按摩。老人们虽然都是

满头白发，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

“在这里不但吃得好住得好，还有专

业人员帮助全身轻松，真舒服。这

里不仅是养老院，还是幸福院。”熊

国芳老人高兴地说。

“我们的饭菜至少10天不重

样，馍全部是手工制作，有花卷、

素包、肉包，饺子有荤有素，面条

有卤面、鸡蛋面、鸡肉面、茄子面、

萝卜丝面。”厨师付新民介绍说。

记者来到陈庄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看到有10多名老人

正在看报、练书法，理疗室里有两

名老人正在进行康复训练。据该

中心主任于雪介绍，每天来这里

的老人有50多人，大家可以下棋

娱乐、练习书法、康复训练等。

“这儿很干净，服务也好，老

年人一起打牌、唱歌、做游戏，很

开心。”85岁的吴秀英老人说。

近年来，正阳县以党建为引

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社

会力量为支撑，依托村（社区）党

支部建设日间照料中心27个，23

名 60岁以上党员退休不褪色，带

领老人积极参加健康向上的文化

娱乐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结合城市更新行动、老旧小

区改造和社区规范化建设，通过

新建、改建、租赁等途径，该县增

强养老服务设施有效供给，建成

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50 个、床位

6976张，以实实在在的服务托起

社区老人稳稳的幸福。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赵丽华）“老支书，我儿子

出去打工，我在家帮儿媳照顾孩

子。可她最近老是给我甩脸子，

你来评评理……”1 月 8 日一大

早，淮滨县马集镇徐楼村村部门

前就聚集了几位寻求协调解决问

题的群众。

他们要找的，是徐楼村的“三

老”和解团。

据了解，“三老”和解团由老

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组成，他们

利用自身影响力，协调利益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将村民间纠纷及

时化解在萌芽状态，成为社会和

谐的润滑剂。

在每日的调解过程中，“三

老”和解团不断总结经验，加快制

度创新，对较简单的纠纷立即调

解，对较复杂的纠纷由专人跟踪

调解，对难处理的纠纷及时提交

村委会解决，初步实现小事不出

组、大事不出村。

“陈老师，您曾是俺俩的老

师，您说说理，他盖房子，地基盖

那么高，一下雨，水就流到俺家

来。我不允许。”

“你凭啥反对？你想盖，可以

盖得比我高，你盖多高我都不

管。”

望着自己曾经的两个学生，

白发苍苍的陈满仓老师耐心地听

着你一言我一语掰扯着矛盾的原

委。

看着村委会来来往往的乡

亲，该镇党委宣传委员郭正岭介

绍道：“很多百姓有问题不知道咋

解决，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

吵架或者打架。其实，给他们一

个宣泄的渠道，再从中好好劝说，

问题基本都可以化解。”

截至目前，徐楼村确定“三

老”和解员说事日，做到一事一

议、多事共议。现在，村民话有地

方说、冤有地方诉、气有地方泄。

对于百姓所说所评，村“两委”按

照轻重缓急、难易程度，定出解决

方案和日程，明确责任人，及时着

手办理。对于办理措施和办理结

果等，分别在村民代表会通报、村

务公开栏公示，并反馈给“三老”

和解员。

本报讯（记者李燕 实习生陈
炫羽 通讯员王金炎 韩庆之）1月

5日，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周

集乡持续开展民情恳谈会，推动

政策在村民家门口宣讲、民意在

村民家门口听取、矛盾在村民家

门口化解、难题在村民家门口解

决、发展在村民家门口谋划。

据悉，恳谈会不拘形式、不限

时间、不定内容，鼓励各方面人员

广泛参与，对村民的发言不戴有

色眼镜。通过这种恳谈形式，村

民敞开心扉讲真话、说实情，各方

意见充分交流、各方诉求充分表

达、各方利益充分协调。

对村民在恳谈会上提出的问

题，村里安排专人记录、整理，做

到政策问题解疑释惑答复好、急

难问题现场办公解决好、复杂问

题集中交办处理好。

截至目前，周集乡在15个行

政村共召开恳谈会50余场，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36

次，共收集河道清洁、森林防灭火

等问题30余条，解决村民实际问

题22个。

近日，封丘县留光镇深入践

行“马上办理、马路办公”工作机

制，树牢“入村工作常态化、问题

发现主动化、实事办理高效化”意

识。该镇抓实“两险”征缴，保障

群众切身利益，守住粮食安全线

和群众生命健康责任线；点线面

共发力，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工作，

全力打造整洁优美、安全畅通、舒

适宜人的路域环境；抓牢安全生产，

全力做好民生保障，坚决守牢冬季

安全生产红线。（张志超郭家启）

党建引领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践行“二马”机制 提升工作效能

张秋月 妙手生“龙”迎新春 丢掉双拐的老李

◀1 月 13 日，
夏邑县火店镇班集
村乡村振兴车间
内，工人正在赶制
新年工艺品。春节
临近，消费升温，该
镇工艺品厂加班加
点保生产，加足马
力促春节市场供
应。 夏天 摄

固始县徐集镇

打造“农字号”基地凝聚振兴动力

产业有特色产业有特色产业有特色产业有特色 增收有门路增收有门路增收有门路增收有门路
淅川县

10万库区群众依托林果业增收致富

1月 10日，清丰县韩村镇西

赵楼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工人正

在采摘双孢菇。该基地主要种植

双孢菇、草菇，年产食用菌 270

吨，产品销往浙江、福建等地，每

年为村集体增收18万元。

近年来，清丰县坚持发展食

用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建成食

用菌标准化园区70个，食用菌大

棚 1.2万座，种植面积 1700万平

方米，种植双孢菇、金针菇、杏鲍

菇、海鲜菇、羊肚菌、茶树菇等新

品种10余个，培育工厂化生产企

业17家，年产各类鲜菇43万吨，

综合产值达到35亿元，辐射带动

7.8万余名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
世冰 纪全举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