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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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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新闻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百年峥
嵘岁月，百年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
进行了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建立了人民当家作
主的新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8
月 31 日，在睢县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下称“学教办”），第三期“空中课堂”党史学习教
育的录制工作正在进行，睢县县委党校培训处主任、
高级讲师许和平以 《共产党为什么能》 为题，在线上
做激情演讲。

近期以来，为避免人群聚集，睢县“学教办”在
开展线下学习教育的同时，开办“空中课堂”，实行

“线上”学习教育，组织由县委党校、县委党史办、
县文化局的讲师、老党员以及驻村第一书记等 12 名
同志组成宣讲团，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为题，分批次开展宣讲、录制工作。把录制的节目，
通过睢县电视台、睢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云上
睢县、村党支部微信群、村头大喇叭、抖音、快手等
传播方式，把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到党政机关、农村、
企事业等领域。

“各位村民注意了，刚才我们听了县委党校许雪
丽讲师关于 《中国共产党完成的救国大业》 宣讲，很
受鼓舞。我们村是红色村庄，是十八勇士牺牲的地
方，老一辈革命家不怕牺牲的精神更加激励我们在疫
情防控中要坚决表现出坚强的毅力。党员干部尽职守
责，村民要服从指挥，居家少外出，时刻听党话、跟
党走。”河堤乡马路口村支部书记王国民利用村头大
喇叭，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当前实际，每天开播。

“对于农民来说，每天看书看报不大现实，通过
电视、喇叭、手机学习，很接地气。”马路口村老党
员王思安由衷地说。

在白楼乡疫情防控检测服务点，该乡干部卢学奇
表示，乡干部工作千头万绪，自学效果不明显，集中
学习时间较少。自“学教办”开办“空中课堂”后，

“屏上有像，空中有音，随时随地都可以学，想学哪
一节课程，打开链接就可以，方便又有针对性。”

“‘空中课堂’的开办，不仅把党史学习教育覆
盖到全县党员干部，而且扩展到千家万户，提高了学

习效率，达到了理想效果。”该县“学教办”副主任
杨建中说，下一步将组织 12 名宣讲团的同志分批
次、陆续开播，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贯穿始终，全面深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和省委、
市委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工作与党史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疫
情防控的强大动力，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睢县绚丽篇章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空中课堂”做到屏上有像、空中有音

睢县让党史学习教育随时随地进行

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七、毁家纾难 戎马战场

1938 年 5 月 20 日，即徐州沦陷
的翌日，日寇飞机已开始向睢县城里
掷炸弹，国民党县长逃之夭夭，富户
商贾四处逃匿，机关学校停工散伙，
整个城里出现一片混乱景象。

郭景尧在姜朗山家，同城里的其
他党员一道，由张辑五主持召开了会
议后，开始准备把预先已动员的先进
分子组成武装拉出去。日寇已占领东
关的 5 月 31 日晚上，他对 20 多个青
年说：“敌人可能已打到东关，咱们
准备行动吧！”然后带着他们出了县
城和其他队伍会合，开始了武装抗日
的戎马生涯。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睢县抗日武装
成立不久，就和杞县的抗日武装会
合，组成了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简称“三支队”。郭景尧任三支队副
官主任，分管支队后勤供给工作。

这支队伍，大多是才放下锄把、
镰刀的农民和一些热情的教员、学
生，少有人习惯军队生活，同时也缺
乏军事经验，因此纪律比较松散。有
几句歌谣是描写当时抗日游击队情景
的：“抗日游击队，吃干馍，喝凉
水，到夜晚，衣服当作破棉被。”在
这种情况下，就是干馍、蒜瓣，甚至
凉水都是群众给的。

1938 年 7 月，“三支队”准备打
贾洼。常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而这军家名言，对我初建的抗日
武装来说，由于条件的限制，是不许
刻板抄袭的。当战士们在长途行军
后，行将作战而干粮已尽。正饥渴难
忍之时，郭景尧同志不怕炎热，身穿
紫花布汗褂，敝着怀，头戴破草帽，
满头是汗，气喘嘘嘘地用小土车把馍
菜给同志们送来了。

是年秋季，部队要渡过黄泛区，

到西华扶沟交界处同彭雪枫将军带的
部队合编，以便创建抗日敌后根据
地。黄水一望无际，淹没了许多田
园、村庄，部队一行 30 多支木船，
一天走了 18里。

为了解决当时部队给养问题，郭
景尧毁家纾难，在部队给养紧缺的时
候，一次次地从家里拉粮来解决。粮
食吃完了，就卖土地，不长时间，他
的那一份家产就被他卖完了。

1938 年 10 月初，郭景尧所在的
“三支队”在西华和彭雪枫将军所带
的武装汇编，番号为新四军游击支
队，不久改为新四军游击第六支队，
简称“六支队”。司令部为了发挥他
的艺术才能，分他到政治宣传科工
作，任宣传干事、宣传部长。新四军
游击支队为了到敌后去发动群众抗击
日寇，进行东征。行军途中，郭景尧
担一罐子白灰、一罐子红土，随地写
标语、画漫画。每到一个驻地，他都
召集群众开会宣传。

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后，原“三
支队”的发祥地睢杞太抗日游击区就
和主力部队隔离。为及时取得联系，
势必在隔离的敌占区建立联络站，郭
景尧在东征途中以一个长期做地下工
作的老党员的眼光，预先在已安置的
有些联络站内留下他经常习作的 《雄
鸡报晓图》。所以，以后新四军游击
第六支队往睢杞太派干部时，只要被
郭景尧知道，他就胸有把握地说：

“你见了我的 《雄鸡报晓图》 就住
下，不见千万要走开。”

（未完待续）

——郭景尧烈士传略 （连载七）

襄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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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圆梦·“百年梦圆看百村”回访

2020 年 8 月 21 日 ，《商 丘 日 报》 刊 发
“ 百 年 梦 圆 看 百 村 ” 大 型 主 题 报 道 《郭 庄
村：芦笋发展成致富产业》 一稿。

2020 年 8 月 21 日 ， 商 丘 日 报
“百年梦圆看百村”大型主题报道报
道 了 睢 县 潮 庄 镇 郭 庄 村 采 取 “ 基
地+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按照

“政府引导、公司运营、支部引领、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政府扶持、
合作共赢”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
芦笋种植，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先进
典型。

郭庄村曾是睢县 118 个建档立
卡贫困村之一， 262 户 1320 名村民
中贫困户就有 162 户 711 人。村里贫
困基数大，贫困家庭大多劳动力不
足，要想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就必
须发展人人都能干、收益又相对稳
定的产业。通过大力发展芦笋种植，
2017 年该镇注册“中国芦笋小镇”
产业品牌。

潮 庄 镇 现 有 芦 笋 种 植 近 2 万
亩，郭庄是这项产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的发起者、参与者、推动者
和受益者。

一年后的 8 月 30 日，记者跟随
睢县商务局驻郭庄村第一书记赵红
珍再次来到这里。

“现在潮庄镇已打造成‘芦笋小
镇’，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一定

的规模和标准，现在考虑的就是如
何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和 产 品 深 加 工 问
题。”赵红珍说，一年来，该村依托
芦 笋 产 业 ， 通 过 延 链 、 补 链 、 强
链，推动芦笋产业大发展。

在郭庄村方振芦笋收购点，一
辆满载芦笋的卡车整装待发。“我们
运输人员和芦笋都经过严格的疫
情防控流程，依托睢县商务
局办理的物资运输通行
证 将 运 往 广 州 等
地 。” 该 村 党 支 部
书记张方振说。

为解决芦笋
的 销 售 问 题 ，
郭庄村成立以
张方振为首的
芦笋专业合作
社和经纪人队
伍，建立收购
网 点 ， 筹 建 冷
库，并依托互联
网、电商平台，实
现线上销售，拉长芦
笋购销链条，直接连接
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市
场，同时兼营当地农产品的购

销业务；延伸产业链，开发芦笋罐
头，注册濯锦湖牌芦笋茶商标，实
现农产品生产向地标品牌化经营，
提高经济效益、存储能力和运输效
能，为该村的芦笋产业发展保驾护
航，提供不竭动力。

郭庄村

芦笋产业链连接大市场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郭庄村发展芦笋种植，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美丽乡村郭庄村街景。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 （陆 曦 杨新超）“心里
感觉到很温暖，医务人员来给俺检查
身体，买菜弄啥都有工作人员给俺帮
忙，啥事都好办，跟自己孩子在家一
样。”8 月 31 日，睢县建业春天里小
区业主任洪道激动地说。他和老伴儿
经 凤 林 都 70 岁 了 ， 孩 子 都 不 在 身
边，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给他们送医送
生活品、开展清洁消杀，得到了老两
口的一致赞扬。

疫情发生后，睢县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为疫情防控和服务群众的强大动
力，以严的措施、严的纪律、严的作
风，聚力筑起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的“红色防线”。

一 个 支 部 就 是 一 座 堡 垒 。 战
“疫”打响后，该县 1171 个基层党组
织 1.1 万余名党员组建成 700 余个党
员突击队，第一时间集结到岗，党旗
在全县 684 个疫情防控卡点高高飘
扬。20个乡镇 552个村 （社区） 党组
织落实属地责任，对本辖区外出返乡
人员、外来人员做好摸底排查，做到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118 名驻村
第一书记和 372 名驻村工作队员积极
协助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党员群
众严密布控。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
加强疫情防控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
带头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公安、交
通、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党组织，

按照分工职责，全力以赴完成疫情防
控工作重大任务。教育系统党组织加
强对师生的跟踪管理，与卫健部门配
合，抓紧做好青少年疫苗接种相关工
作。医疗卫生战线党组织广泛带领广
大党员和医务工作者，坚定勇敢地站
在抗击疫情最前线，发挥了中流砥柱
作用。

一名干部就是一个标杆。为推动
防控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睢县县委
组织部结合“双报到”活动，在全县
抽调 239 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服务重
点人群排查、疫情防控宣传、全员核
酸检测等工作，凝聚群众共识，共同
守住疫情防线。全县各级党员干部把
抗击疫情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主战
场”，当好防控一线“守护者”和服
务群众“暖心人”。党员领导干部靠
前指挥，以实际行动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和群众坚决落实防控措施，并作为
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具体行
动。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面对疫
情， 3000 余名党员志愿者、青年团
员立即投入到疫情防控最需要的地方
去，村道路口、住宅小区、交通卡
点、核酸采样现场，烈日下的炙烤、
风雨中的坚守，“志愿红”从未缺
席。广大党员“戴党徽、亮身份、当
先锋、作表率”，冲锋在前，当好抗
疫“宣传员”、防控“主力军”。

睢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筑起疫情防控“红色防线”

本报讯（尤春海） 近日，睢县尤
吉屯乡率先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任务的
100%，其经验在全县推广。

为确保新冠疫苗应接尽接，该乡
坚持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营造

“疫苗接种、人人有责”的浓厚氛
围，采取村委党建微信群、村头喇
叭、宣传车、张贴横幅、入户发放宣
传单等多种形式，开展线下、线上广
泛宣传；以班子成员牵头，组织全乡
29 个村委会干部、党员，分片、分
村、分组对照公安户口底册，摸排登
记，对在家可接种对象、在外务工可
接种人员以及流动人员信息，分类建

立信息台账；统筹推进，与卫生院相
结合，实行新冠疫苗接种销号制度，
同时积极发挥村干部、党员、预备党
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成立接送年
老、行动不便人员专车服务车队 29
个，共计 375 批次接送人员至乡卫生
院接种；针对各村在接种问题上出现
的新情况，每天汇总，制定对策，及
时消除不利因素；针对疫苗接种后期

“人难找”的问题，该乡采取“解剖
麻雀”的方式，以 1000 人左右的村
为试点，按照公安户口花名册，逐户
排查，以点带面在全乡 29 个村迅速
展开“清零行动”。

尤吉屯乡疫苗接种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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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快报

9 月 2 日 ， 市 民 在 睢 县 北 湖 岸 边 晨
练。今年以来，“中原水城”睢县在“国
家园林县城”“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和

“全国卫生县城”等成功创建的基础上，
将重点围绕生态水系及林木资源优势，实
施“四纵四横”绿道暨北湖景区修复项
目，建设城市生态走廊，打造城市绿芯，
提升城市颜值。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中原水城”秋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