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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
潮庄是革命老区。1938 年 6

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西进，
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豫
东成了一片泽国。国民党因此称
之为“泛东”，共产党称之为“水
东”，并在此创建了“水东抗日根据
地”。睢县潮庄镇是水东革命老区
的中心，所以，她又是水东重镇。

让我们聚焦潮庄镇近年来获
得的荣誉：2015年“文明河南·欢乐
中原”群众文化活动先进单位、“河
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河南

省人民调解先进单位，商丘市重
点镇，商丘市文明单位……

让我们走进潮庄镇：一支支腰
鼓队姹紫嫣红载歌载舞，一座座新
村柳暗花明殷实富足，一片片田野
五谷丰登撒满希望……

潮庄镇是一个农业乡镇，位
于睢县的西南部，位置偏远，近
年来该镇党委、政府一班人齐心
协力，用智慧和劳动克服了重重
困难，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辉煌
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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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潮庄镇各村都有自己的腰鼓队，地里
没活儿的时候，大家常常欢聚一堂，敲着腰鼓
唱歌跳舞。每逢过年过节，村里经常举行腰鼓
比赛，还有其他趣味运动会，热闹得很。”在
睢县潮庄镇马菜园村，村民马洪艾高兴地对记
者说。

当地百姓一直保留了打腰鼓的习俗，以往
主要庆贺抗战胜利、重大纪念日、节日等，多
由群众自发组织，多年还不搞一次。近年来，
潮庄镇党委、政府提出了传承历史、精神示
范，打造中原水东商贸第一镇和文化名镇的发
展思路。在建成镇综合文化站之后，又先后成
立了腰鼓队、广场舞队、水东书画院，文体活
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目前全镇30个村委会已有
44个腰鼓队，参与人员有 2000余人，达到了
村村有腰鼓队、家家有鼓手、节节有赛事。
2014年9月29日，在睢县第一届运动会上，该

镇组织了60人的腰鼓队进行了精彩的表演。
文化事业发展形成常态化。该镇按照政府

引导、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通过政府组织比
赛、协调专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等，提高群众
文化表演水平；同时又把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
时尚元素相结合，腰鼓活动中融入了广场舞艺
术；还经常举办有关培训和比赛，每次培训和
比赛都有文字和视频记录，并及时对外宣传扩
大影响；2015年投入专项资金 20万元，在硬
件建设上给予各腰鼓队很大支持。

“目前，我镇的腰鼓队以及其他的文化产
业队伍，不仅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方面取得
了良好的成就，而且还在宣传国家方针政策方
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潮庄镇党委书记罗
诗勇如是说。

潮庄镇党委、政府还积极发挥腰鼓队的宣
传功能，让他们成为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鼓、

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鼓。每次文化活动期间，
腰鼓队、书画展齐上阵，参赛人员多、参与观
众多，计生委、派出所等部门会趁此机会宣
传各自部门的政策；该镇新引进的企业则趁
此机会发放招工宣传页，为群众打工提供最
新信息。近期，随着中央关于全面放开二孩
的消息传出后，群众对“是否全面放开二
孩”“社会抚养费该不该收、怎样收”等问
题有误解。潮庄镇计划生育广场舞宣传队又
编导了文艺节目对这些政策进行宣传。这种
寓教于乐的宣传方式，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
迎。

影响力决定其价值，2015年度潮庄镇被省
文化厅评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被省委宣传部
评为“文明河南·欢乐中原”群众文化活动先
进单位。2016年2月23日，河南电视台新闻联
播节目对潮庄镇文化事业进行了报道。

腰鼓擂响文明曲

面对繁重的脱贫任务，潮庄镇不断探索扶
贫开发途径，聚焦“六个精准”，大力实施

“文化脱贫、产业脱贫、就业脱贫、兜底脱
贫、项目脱贫”五项工程，多措并举，多轮驱
动，拓宽扶贫渠道，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他们走出了“以芦
笋为平台，打造芦笋之乡，精准扶贫产业脱
贫”的新路子。

“俺村是芦笋种植专业村，芦笋一年 3茬，
一茬每亩能收入四五千块钱，这样一亩一年能
收入一万多元。现在俺村里的老百姓种植芦笋
的积极性可高了，每天天不亮，他们就带着头
灯到地里采笋了。”该镇赵楼村村民李永波介
绍说。

芦笋是一种高档而名贵的蔬菜，被称为蔬

菜之王，对心血管病、癌症、水肿、膀胱炎、
白血病等均有疗效。芦笋种植一年可采收10—
15年，一年可分春、夏、秋三季采收，亩年产
笋3000多斤，收入万余元。

赵楼村是潮庄镇最大的芦笋种植基地。在
赵楼村的芦笋田内，记者见到数百亩芦笋长势
正旺，农民们有的在松土，有的在打药。经询
问，该村有现芦笋300亩。

面对繁重的脱贫任务，潮庄镇党委、政府
一班人认为必须选择切实可行的脱贫致富之
路。2014年，该镇组织10批次、600多人次的
镇干部、村干部及种植能手到山东曹县实地考
察，并组织群众到曹县种植户家里亲自参与田
间管理、采收、销售，亲身体会芦笋种植的经
济效益，大家最终决定发展芦笋种植。

广泛宣传发动之后，为鼓励群众开展芦笋
种植，镇党委、政府免费为农户提供种子，政
府出资从山东聘请专家办讲座，技术员深入田
间地头为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现全镇已发展
专业村 5 个，流转土地发展芦笋种植 2000 余
亩，并且种植面积仍在不断扩大。每到芦笋上
市时节，他们就通过网络等途径和外地客商联
系。目前每到芦笋采收期，外地客商前来坐镇
收购，市场供不应求。

“种芦笋确实是脱贫致富的好路子。俺村
里的老汉张金栋，老两口有二亩八分地，都七
十多岁了，以前单靠种粮食，家里很穷。两年
前他把那二亩八分地全部种上了芦笋，一年收
入两三万元，日子越来越富裕。”赵楼村支部
书记赵龙信欣慰地说。

芦笋拓宽脱贫路

招商亮丽新农村

潮庄镇抓住商丘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市和
睢县打造中原鞋都、中原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的机遇，推行精准招商，注重招大引强。他
们围绕两大主导产业，首先是服务好已落地
的鑫润鞋材、广艺鞋材和嘉泰鞋业。其中鑫
润鞋材项目，总投资 3亿元，实现年销售 1.5
亿元，年创利税 1000万元。其次是开拓新的
招商市场。该镇紧盯已经有意向的温岭蔡氏
集团制鞋、河北三台制鞋、东莞水上游乐项
目，目前北京乐普四方热电年产一千万套节能
设备项目已签约。

在镇区和新村建设方面，该镇结合招商引
资，借外力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取得了斐然
的效果。目前全镇已形成了九大专业市场，逢
集遇会市上人口有万余人，已成为睢县、杞
县、太康的工农业商品集散中心。位于镇区北
部、河后路南侧的农贸大市场占地 120余亩，

投资 9600 万元，可安排就业人员 1500 余人，
年销售近亿元，现已呈现出三产活跃、客商云
集，货畅其流、人畅其行的繁荣局面。

大市场带来大繁荣。该镇充分利用位于商
丘、开封、周口三市及睢县、杞县、太康、柘
城四县接合部，省道S211线纵穿全境的有利位
置，集聚周边市、县、乡的人流、物流、信息
流、资金流，实现由交通重镇向商贸大镇的跨
越。目前，该镇每天发往县城、商丘、郑州、
厦门等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客、货车300多辆。

在新村建设方面，该镇更是取得了有目共
睹的良好效果。该镇胡寺新村位于风景秀美的
蒋河之畔，2015 年群众开始入住，是该镇党
委、政府带领群众自建的一座新村。村内家家
户户的庭园都种植果树，门前栽植桂花、紫
荆、枇杷等绿化树，还有休闲凉亭、老年公
寓、文化广场、健身器材、沿河景观等设施已

投入使用。
新村可入住群众3000余人，随着入住率的

上升，镇党委、政府认识到，如果新村内增添
一座工厂让居民就业，会使新村锦上添花。于
是，通过招商引资，今年 5月 2日，胡寺村支
部书记胡春峰与台湾广硕集团投资兴建的嘉泰
鞋业正式在胡寺新村投产运行，该项目占地面
积1.8万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可
安置就业人员800人。

在胡寺新村文化广场。记者看见孩子们骑
在木马上咯咯地笑个不停，老人们在绿荫里悠
闲地下着棋。来自附近村的村民丁志永告诉记
者：“如今的胡寺新村，文化广场、大型超
市、幼儿园、医院应有尽有。村民们不出村就
可以到工厂上班，下了班就可到文化广场听
戏、跳舞，还可以沿着蒋河去兜风，比城里人
生活得还逍遥自在。”

调解弹奏和谐曲

潮庄镇镇长秦培杰告诉记者：“稳定是社
会发展的前提，我们潮庄镇创新人民调解模
式，通过多方努力来化解社会矛盾，消灭社会
问题的苗头，最终实现了社会和谐。为此，我
镇在今年年初被河南省司法局授予‘河南省人
民调解先进单位’。”

据了解，该镇创新人民调解模式，以公开
演讲、无计名投票的方式，从全镇29名报名人
员中公开选聘了爱调解、能调解、会调解的 4
名人民调解员，并为调解员每人配备了电动

车，统一了服装。人民调解员每周到镇进行交
流，特别是对老信访件的化解，调解员发挥了
在群众中生活，与群众易沟通、接地气的优
势，主动到信访户家中调解。

他们与镇司法、综治互补，通过两个例会
保平安。两个例会就是每周一次的人民调解员
例会和每两周一次的平安稳定联席会。该镇领
导、各片片长、派出所、司法所、中心校、卫
生院等各站所主要负责人参加，通报两周以来
的矛盾排查化解情况，掌握动向，对于不稳定

因素，及时化解。采访中得知，近日在调解员
的努力下，他们成功化解了一起刑事案件的后
继工作。

该镇在派出所建立了视频监控平台，目前
场所建设已完工。镇主要街道、交通干道及各
村的主交通要道，视频监控正在紧张筹备中。

发展潮头创佳绩。如今的潮庄镇和谐快速
发展的浪潮越来越高，各行各业呈现出百舸争
流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坚信，未来的潮
庄镇将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辉煌！

睢县潮庄镇：水东重镇新潮涌
文／本报记者 丁新举 图／本报记者 黄业波

潮庄镇潮东村滨河新区。

潮庄镇胡寺新村。

潮庄镇芦笋种植基地。

潮庄镇嘉泰鞋业让本镇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潮庄镇2016年迎新春腰鼓大赛。（资料图片）

中原水东商贸第一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