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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新闻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 为实现劳动教育“树
德、增智、强体、育美”综合育人价值目的，牢固树立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培养学生勤
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11 月 29 日，睢县农科所与睢
县第二中学联合举办劳动实践教育基地揭牌暨耕读教育开课仪式。

据了解，此次活动有 170多名中学生参加，活动内容为在该县
农科所的 18亩劳动实践教育基地里栽种 4亩洋葱苗，后期成熟后再
让学生亲自采摘，享受劳动丰收的喜悦。通过劳动，让学生不仅学
到了农业知识，还体验到了农耕的乐趣。

睢县农科所“农耕课堂”开课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魏剑侠）“现在电压稳定
了吧？在生产上还有啥问题吗？如果有啥问题，随时和我联系，我
们随叫随到。”11月 29日，在睢县涧岗乡土西村河南福美园食品有
限公司，驻土西村第一书记余昆走访时对企业负责人韩景霞说。

河南福美园食品有限公司是 2017 年国网睢县供电公司驻村工
作队入驻土西村后招引的一家集食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新
型休闲食品生产型扶贫企业，注册资金 500万元。为帮助企业顺利
投产运行，驻村工作队积极出面协调办理各项手续，并为其出谋划
策拓展产品销路。

“随着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公司用电需求较大，出现电压不
稳等问题，导致整个生产进度缓慢，无法按时完成订单。我就给余
昆书记打电话求助，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联系公司电路维修人
员，及时解决了问题，并在最短时间为公司的整个电路进行了一次
大的检修。”韩景霞说，近段时间余昆时常到公司查看，确保用电
畅通和安全。目前公司运行良好，拥有员工 130余人，成为该村的
致富产业。

“自从电压稳定后，我们每天都能上班，收入也自然增加了。”
该村 41 岁的季慧杰说，如今在家门口就业，月收入 3000 余元，既
轻松又自由，还能照顾家庭，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提高群众收入、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还始终坚守‘保姆式’服务，充分发扬‘店小二’精神，为企
业从招引到落地、从生产到发展全程保驾护航，让他们安心生产、
专心经营，扎地生根。”余昆坚定地说。

驻村第一书记为村企

提供“保姆式”服务

本报讯 （孙海霞 周海宝） 睢县后台乡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
程中，发挥基层统战优势，积极开展“同心”实践活动。

该乡通过同心献策促民生，围绕热点、难点等民生问题建言献
策，组织党外人士开展调研；开展同心帮扶惠民生，与“百企兴百
村”活动相结合，组织非公企业结对帮扶村，帮扶基础设施建设 8
个，发展民生项目 10 个；围绕同心救助改善民生，深入开展关爱
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活动，开展“情暖夕阳”与孤寡老
人结成帮扶对子，资助贫困学生 16名。

后台乡开展“同心”活动惠民生

本报讯 （牛训鹏 吴重庆） 11 月 29 日，由睢县平岗镇妇联牵
头，睢县雪绒花职业培训学校承办的保育员培训班在平岗镇政府开
班。

本次培训为期 7天，采取理论知识培训操作技能培训相结合的
模式，形成一套完整的学习过程。通过对前来学习的妇女进行相关
理论知识培训，使她们初步了解科学育儿理念、新生儿喂养、照护
相关内容。通过老师的模拟示范，对婴幼儿生活照料、科学月子餐
食谱、意外事故预防和处理、婴幼儿的常见疾病科普、产妇健康护
理等内容进行全方位培训。此次培训不仅全程免费，而且培训完成
帮助就业。

据介绍，下一步，平岗镇妇联将继续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机会，帮助留守妇女掌握一技之长，为促进经
济发展、促进妇女就业创业作出应有贡献。

平岗镇妇联开展保育技能培训

近日，在睢县长岗镇，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的不幸
际遇，牵动着该镇党员干部和村委会干部的心。

这个苦命的孩子叫王亿磊，13 岁，是长岗镇马集村
人。记者在长岗镇政府见到了他，只见这孩子长着 1.72
米的大个子，脸庞清瘦俊俏，但又透出坚强刚毅。问他
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孩子说：“我想有个和谐安稳的
家。虽然现在汤叔叔、汪伯伯解决了我的衣、食、住和
就学问题，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孩子，有我们镇政府 100 多位亲人爱你，你并不孤
单。”正在与孩子交谈时，该镇财政所所长庞国民拿着两
件新衣让孩子试穿。

在与马集村支部书记马新芳交谈中了解到，王亿磊
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王建启娶了一个智力
低下的女子为妻。王亿磊 3 岁时，父母离婚，母亲又改
嫁生子。王亿磊的父亲王建启带着年幼的他到河北衡水
生活，这一走就是 10年。10年间，王亿磊的爷爷因病去
世，年迈的奶奶和离婚单身的叔叔共同生活，由于叔叔
无力赡养瘫痪的奶奶，奶奶被姨奶接到开封杞县代为照
料。王建启以收废品为生，并与衡水当地女子李华 （化
名） 同居。

“这 10 年里我基本上是自己独立生活，大部分时间
都是吃方便面充饥。”王亿磊说，父亲很少过问他的生活

和学习，收废品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大部分时间
都是通过“套路贷”获取资金，并且沉迷于赌博，听说
欠下很多钱。“有这样的父亲和家庭，我只有努力学习才
能改变命运。俺班 50 多名学生，每次考试我都在前几
名。”

王亿磊说，最近两个月，不知什么原因，父亲突然
对他亲近起来，时常说些要自杀的话语，并把他锁在屋
里，不让上学甚至不让出门。11月 19日，父亲在衡水自
杀身亡。第二天，王亿磊被李华送上火车，让其叔叔接
回了睢县老家。

王亿磊回到老家后，叔叔以无力抚养为由到镇民政
所要求为其办理孤儿手续。所长汪金领了解情况后，立
即向镇党委、镇政府汇报。由于王亿磊母亲尚在，不符
合办理孤儿条件，镇民政所承诺可为其办理低保。王亿

磊的叔叔又把他带到睢县民政局，得到同样的答复。谁
料想，其叔叔竟把他扔在睢县民政局不管，去外地打工
了。

那天晚上 8 时许，汪金领接到睢县民政局的电话
后，立即向长岗镇党委书记卢现亮汇报。镇长汤雷带领
汪金领和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刘祖豫，把王亿磊接到长岗
镇政府，并与他旁系亲属联系，商量抚养之宜，未果。

“这么懂事、刚强、学习又好的孩子，如果培养好了
就是有用之材，如果放弃就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绝不能让这个孩子成为废人！”长岗镇党委、镇政府领导
决定，暂时把孩子的监管权接过来。随即，召开了镇政
府办公室、民政、财政、司法、教育等部门联席会议，
对孩子的衣食住行问题做妥善安置，并责成镇中心校在
一天之内选择适当的学校让其就学。目前，王亿磊已被
安置到该镇距镇政府仅 0.5公里的李庙小学就读。

随后，该镇成立了王亿磊帮扶小组，后勤办公室腾
出一间房，配齐了桌、椅、床等设施；民政所购置了书
包、作业本、文具盒等学习用品；财政所购置了烧水
壶、棉被等生活用品；镇村干部踊跃捐助各类服饰；该
镇还立刻调剂值班人员构成，每个班次都配备一名本科
生干部负责他的作业辅导……在对王亿磊的照顾上，从
生活到学习到精神上都让他感觉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为让王亿磊更体会到家的感觉，镇长汤雷把他带到
自己家中，让自己年龄相仿的儿子与他交朋友，帮他洗
澡、换衣服，一起逛超市，同桌共餐。该镇公务灶的厨
师刘孝礼说：“现在在镇政府大院里，我们都把他当作自
己的孩子，在这里想吃啥就给他做啥，想啥时吃就啥时
做。”

“自从遇到这些叔叔、伯伯们后，我得到了无微不至
的关爱。噩梦结束了，我以后要好好上学，听老师、叔
叔们的话，长大后我一定会报恩的。”王亿磊脸上，是刚
毅的神情。

谈起孩子的归宿，镇长汤雷表示，长岗镇镇村干部
有 200多人，每人每年捐助 200元也能供养他上到大学直
至步入社会。但是，尽管长岗镇党委、镇政府就是孩子
的家，但是这并非长久之计。考虑到孩子的健康成长，
还希望有人能给孩子家庭般的关爱，殷切希望社会爱心
人士的帮助。更希望有条件的家庭能够在法律、政策允
许的情况下领养他，给他一个安稳的家，确保王亿磊在
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健康成长。

（有愿领养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可与长岗镇民政所
所长汪金领联系，电话：13837093628）

“我想有个和谐安稳的家”
——睢县长岗镇13岁男孩王亿磊的经历与愿望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乡村振兴在行动

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本 报 讯 （记 者 黄 业 波 通 讯 员 甄

林） 12月 1日，在睢县白楼乡海涛农机专业
合作社种植基地内，两台高地隙喷杆喷雾
机在麦田间来回穿梭，正在喷施作业，科
技的农业现代化作业吸引着数十名群众立
足观看。

“目前，我们拥有 14 架无人植保机，96
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小麦播种机、深松机
等各类农业机械 400 余台。”白楼乡海涛农
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海涛说，农机合作
社之所以得到长足发展，睢县农机服务中
心在政策落实、贴心服务上给农机手吃下

“定心丸”。
“我今年在睢县金川农机有限公司购置

了两台玉米小麦收割机，农机补贴的 6万元
已及时到位。”尤吉屯乡冯官屯村农机手冯
喜成高兴地说。

近期以来，睢县农机服务中心为助推
乡村振兴建设步伐，依托本职职能，充分
发挥农机补贴办、农机监理站、农机推广
站作用，全面开展贴心服务，以农业机械
化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据 农 机 补 贴 办 公 室 负 责 人 陈 先 领 介
绍 ， 为 杜 绝 农 机 购 销 过 程 中 出 现 腐 败 现
象、保证补贴及时到位，该中心组织核查
队伍，从经销商到农机手，对每台机械的
购销进行核查，并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

手续。今年，全县销售 1358 台农业机械，
实现补贴 1129 万元，受益农户 1320 户，并
已通过补贴卡直接汇入群众账户。目前，
睢县的农机补贴率达 100%，排名居商丘市
首位。

为全面推进睢县农业现代化，该中心
还加强农机安全检查和农机培训，对全县
51 个农机合作社上门服务，开展更新报
废、安全检查、技术培训等工作。“三夏”
期间，在进入睢县的商登高速、连霍高速
连接线路口设置跨区作业服务站，为外来
机手提供全方位服务。今年以来，该中心
开展培训班 10 次，培训农机手 1000 余人
次，发放农机安全宣传单 1万余份，办理农
机驾驶证 300余本。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现代机械已成为
农业发展的‘助推器’。下一步，我们将从
全面提升无人机应用等农业机械智能化、
数字化水平下功夫，推进农机产业高质量
发展。”该中心党组书记张广英说，围绕提
高 农 机 产 品 有 效 供 给 ， 着 力 加 快 科 技 创
新，培育壮大新型农机服务主体，调顺调
优 农 机 装 备 结 构 ， 继 续 坚 持 农 机 购 置 补
贴，强化农机深耕，推进农业机械生产走
向“全程化”，农作物机械耕作走向“全面
化”，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提供
有力的技术装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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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岗镇党委、镇政府干部为王亿磊 （中） 买来新衣
服、学习用品。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12 月 1 日，一村民骑车穿行在环境优美的睢县榆厢森林公园。今年以来，睢县大力实施国土绿
化，强力推进农田林网化、乡村森林化、城市园林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化。完成造林育苗 3100
亩、森林抚育 7500 亩，新建完善农田林网 10万亩，创建省级森林乡村 16个。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12 月 1 日，施工人员和船只正在对睢县北湖辰阳岛护坡作
业。今年，该县启动省级生态县创建活动，实施河湖水系全域治
理，加快推进北湖景区提质改造，巩固提升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成果。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万人助万企 服务解难题

简讯快报

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11 月 30 日，睢县西陵寺镇永昌木业生产的板材正在晾晒。该
企业利用本地林木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工生产的生活用木制品畅销
国内外，年销售额达 2000 万元。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西陵寺镇利用林木资源

丰富优势发展板材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