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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韩 丰

乡村振兴在行动

春光融融，万象更新。4月26日，夏
邑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召开。来自全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
人大代表，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担负着
神圣使命，满怀豪情，欢聚一堂，履行
法定职责，共绘发展蓝图。

2021年，夏邑县各项工作任务的完
成，为本届政府履职画上了圆满句号。
回首过去的五年，该县务实重行、真抓
实干，全县发展质量持续提升、人民生
活持续向好。

五年来，夏邑追赶跨越，综合实力
更加雄厚。与 2016年年底相比，全县生
产总值由 231.5 亿元增至 334.5 亿元，累
计增长 44.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6.95
亿元增至 11.5亿元、增长 65.5%；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4179元增至 34871
元、增长44.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 9415元增至 14790元、增长 57.1%；金融
机构存款余额由 243.5 亿元增至 405.1 亿
元、增长66.4%，贷款余额由74.9亿元增至
155.1 亿元、增长 107.1%；社会用电量由
11.1亿度增至20.7亿度，增长86.5%。

五年来，夏邑提档升级，产业结构
更加优化。全县纺纱规模由220万锭增至
270万锭，织布能力由 10万吨增至 16万
吨，服装加工能力由 1.2亿件增至 1.5亿
件。电商产业园入驻电商企业 80 余家，
网络交易额 132亿元，年均增长 40%，发
展淘宝乡镇9个、总数全省第一，发展淘
宝村4个、总数全市第一，被确定为“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全县
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2074家、家庭农场
2400家，认定地标产品 3个、绿色食品 7
个、无公害农产品 211 个，“三品一标”
基地总面积达到 99.5万亩，数量居全省
前列、全市第一。

未来五年是夏邑全面推进现代化建
设的机遇期，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提
速期，更是新一届政府带领全县上下全
面转型、加快发展、赶超跨越的攻坚
期。新一届政府决心以前瞻 30年的远大
视野、谋划 15年的战略思维、做实近 5
年的精准举措，激发夏邑发展动力，挖
掘夏邑发展潜能，大抓精准招商、项目
建设、重点产业、园区发展、企业培
育、营商环境，切实把夏邑的政治、资
源、交通、产业、人脉等各种优势转化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胜势。倾力打
造“三区五个夏邑”：倾力打造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倾力打
造全面接轨长三角先行区；倾力打造中
部地区绿色智造示范区。建设“五个夏
邑”：“活力夏邑”“生态夏邑”“诚信夏
邑”“和美夏邑”“长寿夏邑”。

谈起 2022 年目标任务，县长李昊
说，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省

委实施“十大战略”的开局之年，也是
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全县
上下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进中
求新，稳态势、强支撑、守底线，不断
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新量”“含金量”

“含绿量”，努力创造出无愧历史、不负
人民的新业绩。

主要预期目标是：全县生产总值增
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5%，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居民消费价
格涨幅 3%以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 1.5个百分
点左右，城镇新增就业、万元生产总值
能耗等约束性指标完成市定任务，努力
实现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效益同步，社会
事业与经济发展同步。

实现上述目标，夏邑将实施八大举措：
聚力创新发展，在厚植区域竞争优

势上展现新作为。坚持“抓创新就是抓
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实施创新驱
动、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集聚创
新资源，健全创新体系，奋力建设更高
水平的创新高地。

聚力产业倍增，在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上展现新作为。全面落实产业倍增计划，
按照“五链耦合”要求，发展壮大主导产
业，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努力在新赛道上
起跑领跑、在新领域里发力抢滩。

聚力有效投资，在增强经济发展内
生动力上展现新作为。树牢“项目为
王”理念，坚持“一切围着项目转、一
切围着项目干”，千方百计推动项目大建

设、投资大提速、发展大跨越，奋力打
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聚力招大引强，在积蓄高质量发展
动能上展现新作为。积极融入开放强省
建设大局，充分利用商丘市对接长三角
一体化、建设豫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和中原—长三角经济走廊先导城市的政
策和机遇优势，全面接轨长三角地区，
紧盯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区域，力
争引进固定资产投资 50亿元以上项目 1
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

聚力品质提升，在建设现代化城市
能级上展现新作为。坚持城区带动，拉
大城市“东拓、西启、南优、北塑”发
展主框架，全面提升规划建设管理水
平，不断增强现代化城市的承载力、吸
引力、辐射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宜
居宜业之城。

聚力乡村振兴，在稳住农业农村基
本盘上展现新作为。坚持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着力补齐“三农”短板，突出
打造乡村振兴样板，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奋
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和美乡村。

聚力民生改善，在满足群众美好生
活需求上展现新作为。聚焦“一老一小
一青壮”等民生领域，认真落实省市民
生实事，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聚力平安建设，在维护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上展现新作为。统筹发展和安
全，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政府工作始
终，强化安全发展意识，夯实安全发展
基础，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在我们火店这一带，大
人小孩都知道俺本家叔邵世伦
挺枪跃马战敌寇的故事。”4月
25日，记者来到夏邑县火店镇
邵长庄村采访，83岁的村民邵
永才讲起了那段难忘岁月。

邵世伦，出生在夏邑火店
镇邵长庄村邵东庄（当时为永

城县新兴区邵小庄）。1943年 3月，他参加民兵组织，抗日打
顽。1946年 8月，他参加陇海路破击战，掩护民工破毁铁路，
粉碎国民党围剿。10 月，民兵驻扎在村东北 10 公里的牌集
村。国民党新五军仗人多势众，疯狂包剿。部队打散了，伤亡
惨重，全排12人只剩3个。邵世伦与敌周旋。他边打边退，寻
机隐藏。刚钻进秫秸垛，敌人就来拿秫秸生火做饭，眼看就要
发现他，突然一只鸡窜过来。敌人惊喜不已，抓鸡而去，他侥
幸逃脱。区长李进才被围在厕所里，无法突围，举枪自尽。

1947年年初，邵世伦随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东进，返回县
境，恢复解放区。9月上旬，他们到韩道口打土顽。敌人藏到
辣椒地里，见无路可逃，起身拼命，端起长枪迎面刺来。邵世
伦闪身顺势携住枪头，胳膊被深深刺破。几个回合下来，他夺
得枪支结果了敌人性命。12月，他调入永城县区部。

1948年 8月，邵世伦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9月，他在亳
州豫皖苏军区独立团一营三连经陈光、马长有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淮海战役中火线转正，并担任支委会小组长。

1949年2月18日，邵世伦在鹿邑县五台庙合编入二野五兵
团十八军 53师。他担任副班长，参加了师部渡江动员暨建军
誓师大会。紧接着随二野自商丘南下，到达安徽西南、长江下
游北岸、皖河入江处安庆地区，驻扎在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洪家
铺附近，待命渡江。

4月21日黄昏，二野数百门大炮向对岸猛烈轰击，邵世伦趁
天黑雨暴登船。他的船被炸沉，便游上别船，胜利渡江。5月，他
升任班长，任五兵团警卫团一营三连支委会小组长。先后参加
了湘赣战役、衡宝战役，追剿白崇禧集团，解放了湘西全境。

“1951年 8月至次年 6月，邵世伦先后在贵州军区警卫团、
贵州公安八师教导队接受军事训练，10月进入贵州军区二连二
大队。1954年 10月，他在五兵团警卫连任副连长，11月在黔
西县武装部任武装助理员。”

据夏邑县高中副校长邵志刚介绍，1956年，邵世伦转业到
黔西县，先后担任县供销系统土产公司经理、县轻工局一厂党
支部书记、高家井农场支书、县饮食服务公司支书、县农资公
司支书兼经理等职务。1983年7月离休，2003年去世。

邵世伦：

挺枪跃马战敌寇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张壮伟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共青团夏邑县委表彰了一批优
秀青年志愿者，兰州大学在校大学生张嘉琦被授予“优秀
志愿者”称号。

“非常感谢团委对我工作的认可，我会珍惜这份荣
誉，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加倍努力，回报社会，让青春
在奉献中发光。”4月 25日，正在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系就读的张嘉琦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学校放假，张嘉琦
即刻离校返乡。疫情很快在全国蔓延，她的家乡夏邑县也
被波及。为阻断疫情，全县人民居家隔离，各村路口都设
置疫情防控卡点，实施全民核酸检测。刚从学校返乡的张
嘉琦坐不住了，主动请缨，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参于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

每天从早到晚，她那瘦小的身影不是在路口卡点执
勤，就是在核酸检测现场维持秩序，耐心地帮助年龄大的
群众扫码，或是参与外来人员摸排、重点人员隔离管控
等，有序地做好志愿服务。她常常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
体回家。父母心疼女儿，难免对她有所责备。面对家人与
朋友的不解，她说：“我是一名医学大学生，一名共青团
员，更要贡献一份青春力量。”大家看她那么认真，都为
她伸出大姆指。

参与志愿服务期间，在张嘉琦的口袋里常揣着一包口
罩，碰到谁没戴口罩，她就会随手拿出自己备好的口罩，
让其戴好。大家都夸她说：“这个小姑娘真周到。”

张嘉琦看到卡点的工作人员有时风雨天还要忍着饥饿
坚守岗位，善良的她拿出平时自己节省的生活费，带上弟
弟给车站镇侯楼村、秦楼村、沈庄村送去生活物资。她
说：“回报社会，感到快乐和充实。”

去年 7月，郑州水灾时，张嘉琦拿出半个月的伙食费
捐给了灾区。

“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事见证非常之情。”
年轻的张嘉琦，这样解释自己对责任的理解。

大学期间，张嘉琦秉承着“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获得师生
的一致认可。

稚嫩的肩膀却用勇
敢传递了正能量，张嘉
琦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当
代青年的责任担当。

张嘉琦：

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夏 天

“现在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铆着劲再创陈营村的辉煌。”4月
26日，夏邑县胡桥乡陈营村党支
部书记曹卫士自信地说。

20年前，陈营村是夏邑县的
明星村。但近年来，曾经辉煌的
陈营村日渐没落。

“陈营村，谁都不愿意来，都
知道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既然
组织派我到陈营村，就是对我的
信任，我更得好好干，一定得干
好。”胡桥乡政府干部曹卫士说。

信任一旦丧失，再次重建信
任，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曹卫
士来到陈营村任党支部书记后，
俯下身子走访，认真了解村子情
况，细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心
声。几个月下来，人晒黑了，鞋磨
破了，但群众的心又聚起来了。

“一开始我对于新来的村支
书持怀疑态度，但是看到他来了
之后，挨家挨户走访，听取我们
的意见，一刻都不闲着，的确是
个能干事的人，我也就放心
了。”陈营村村民陈秋存说。

“曹书记现在就跟我们村里
人一样。这个村交给他，我们的
日子就有盼头。”村民范连生说。

经过两三个月的摸索和了
解，曹卫士了解到村子里大部
分学龄前儿童上幼儿园不方
便，于是立即召开村集体会
议，认真谋划，积极协调各方
资金，规划村庄布局。根据规划，幼儿园选址内有多座坟墓，
但迁坟是农村最难办的事。

原本以为建校工作会很难推进，但令村“两委”没想到的
是，村民一听到建学校，大家都自愿迁坟、捐款，都想为村里
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陈营村都多少年没有发展了，村子里好不容易要建学
校，我第一个迁坟。”村民陈海洲说。

“现在的陈营村可团结了，我心里高兴，作为老党员我应
该做表率，捐了5000元。”84岁的村民陈贤思说。

“看到大家争先恐后地为村里做贡献，我很感动，大家的
心终于聚到一块了。”曹卫士感慨地说。

截至目前，陈营村累计收到村民自发捐款 21万元，拓宽
道路12公里，栽种绿化树木3000余棵，安装路灯80盏。

不仅如此，陈营村还设立“村民议事会”，村内重大事项
会邀请村民代表参与讨论，给予群众充分知情权，确保群众参
与到村庄发展中，让民心更加凝聚。

“我们村现在有个微信群，村里有啥大事小情的都在群里
通知，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村里每天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日子
越过越有奔头了。”村民陈名广说。

赵伟峰是陈营村走出去的乡村能人，在外打拼始终没有忘
记家乡的一草一木。他主动联系村委会，免费为村庄布局规划
设计图纸。“我是学设计的，能用我所学的知识为家乡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我很荣幸。”赵伟峰说。

“我是自己主动要求回到村委会工作的，为家里的父老乡
亲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觉得值！”陈营村党支部副书记
郭英梅说。

从一开始的人心涣散，到现在村民主动捐款进行乡村建
设，陈营村正在发生一场美丽的蝶变。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设计图纸，发展乡村旅游，打造
‘小江南’模式的网红乡村，并运用新媒体进行宣传。只要大
家心在一起，共同努力，再次成为明星村，指日可待！”曹卫
士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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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举措倾力打造“三区五个夏邑”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夏 天 王国倩

“三区”：倾力打造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样板区；
倾力打造全面接轨长三角先行
区；倾力打造中部地区绿色智造
示范区。“五个夏邑”：“活力夏
邑”“生态夏邑”“诚信夏邑”“和
美夏邑”“长寿夏邑”。

“三区五个夏邑”

夏邑县蔬果大棚种植，成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夏邑依靠千亿级纺织服装产业做支撑，尽显实力有底气。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航拍夏邑县印染产业园印染区航拍夏邑县印染产业园印染区。。该项目由长江智慧该项目由长江智慧、、重庆巴重庆巴
南南、、深圳可睿可公司投资兴建深圳可睿可公司投资兴建，，总投资总投资3030亿元亿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韩 丰丰 摄摄

4月 22日晚 21时，值守在夏邑
县高速出入口的城关镇干部邵元领
丝毫没有大意，远远看到有车灯照
过来，便赶紧招呼儿子邵永刚做好
准备。接车、验码、领人、做核酸
检测、开进出证明、车门贴上封
条，这些流程一个都不能少。

高速路口检查站是城区疫情防
控的第一道防线，为有效阻断疫情
输入链条，按照上级的要求及安排
部署，夏邑县城关镇干部邵元领和
他的儿子邵永刚、同事孟庆甫奉命

担负起夏邑县高速出入口值班值守
辅助任务，孟庆甫值守上午，邵元
领和儿子邵永刚值守下午和夜间。

高速路口返乡人员很多，尤其
是城关镇，人多、车多、物资多。
他们不仅要对出入车辆进行严格检
查，还要查验司乘人员的行程码、
健康码及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证
明，对未持有核酸检测证明的人
员，引导他们下车，免费提供现场
核酸检测服务，核对无误后签发通
行证。对“两码”异常的，坚决落
实相应管控。一天下来，他们累得
腰酸腿疼、声音沙哑。最忙的时
候，吃碗方便面都是一种奢侈。

“我们苦点累点不算啥，最大
的困难是家人不理解。”刚开始的
几天，邵元领和儿子邵永刚都是在
自家车上过夜的。邵元领妻子很担
心，病毒看不见摸不着，他们随时

都有被感染的风险。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

晚，有风，有雨。邵元领妻子前去
看望他俩。老远，她就见爱人打
伞、儿子蹲在伞下吃方便面。那一
刻，她心疼得哭了，回到家里连夜
做了好吃的饭菜送过来。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我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更应该冲在前
面。”面对妻子的埋怨，邵元领笑
着劝导说：“我们少睡一点，老百
姓就会少一分危险，这笔账，值！”

真诚的话语赢得了妻子的理
解，就连一旁的司乘人员，也被他
这种“以生命守护生命”的精神深
深感动了，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

“岁月静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
行。正因为有了这些共产党人的责
任和担当，防线才会越筑越牢。”城
关镇党委书记董天成感慨地说。

防疫一线的父子守夜人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徐 璐

4月26日，夏邑县何营乡王营村村民，在严格的疫情防控前提下，加班加点赶订单，确保市场供
应。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