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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快报

本版新闻统筹 闫鹏亮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6月 21日，民权县党政考察团一
行 20余人冒着高温奔赴郑州，考察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以下简称“航空港实验区”）建设发展情况，借助“他山
之石”的成功经验，助推民权高质量快速发展。

考察团先后来到河南省华锐光电产业有限公司、郑州航
空港实验区城市会客厅、郑州临空生物医药园等地进行实地
考察。

考察团边走边听边看、边学边思边议，畅谈考察心得。看
到航空港实验区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强劲势头，各项事业
取得的显著成就，所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大家纷纷表示，此
次考察学习，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坚定了推动民权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回去后，他们将把航空港实验
区的先进理念、先进经验、先进模式与本地的实际相结合，奋
力推进民权县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

据悉，2013年 3月 7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国
务院批复，成为我国首个、目前唯一一个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国家级实验区，经过7年的发展建设，一
座现代化航空新城已现雏形。

民权党政领导到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考察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朱广民）“我公司与周边25
户农户签订了 2200头生猪代养收购合同，公司为农户提供仔
猪、饲料、技术等服务，农户负责按照公司的指导进行饲养管
理，出栏猪由公司收购，农户代养每头猪能有 150多元的收
入。如此，既为公司解除了场地不足的困境，又为农户解决了
缺资金缺技术的难题，公司与农户实现了双赢。”6月 23日，
民权正大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欣喜地说。

这是民权县通过大手笔引导、规模化发展、高标准建设、
全方位服务，加快生猪产业快速发展的缩影。

记者了解到，由于近两年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的发生，致
使不少养猪场户徘徊观望，迟迟不敢复养增养。

为恢复养殖场户信心，民权县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稳定生
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通知》，出台了土地、环保、金融等方
面的优惠政策，并整合 1.2亿元资金，用于发展生猪生产，激
发群众养殖积极性。为解决产业大而不强的局面，该县先后引
进正大、牧原、杨翔等产业龙头投资布局。目前，共引进生猪
产业在建重点项目场 8个，总投资 2.8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后
预计新增产能 40万头。这些规模养殖企业采用全封闭、智能
温控、高床漏缝板、水平通风、自动料线、空气净化过滤等现
代养殖工艺。目前，该县已有9个规模养殖场被定为国家级生
猪产能调控基地。

据该县畜牧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孙永杰介绍，为解决群众想
养又不敢养的难题，县畜牧部门抽调10多名中高级畜牧兽医师
组成专家服务团，开展全方面多角度“保姆式”的技术服务。

“我们养殖就怕猪生病，现在可放心了，咱县畜牧发展服
务中心的技术员经常到场，给猪打防疫针、帮助消毒，并传授
先进的饲养管理技术，猪长得快，收入又高，解除了我们的后
顾之忧。”老颜集乡养猪大户孙玉林高兴地说。

民权县多项服务举措确保了养殖场户复养信心逐步恢复，
加之市场预期良好，眼下生猪生产形势喜人。截至5月底，全
县存栏生猪45.78 万头、出栏30.36万头；能繁母猪保有量2.74
万头，已完成省定全年2.52万头任务的108%。

民权县

紧抓生猪稳产保供不放松

“‘老寿星’来了，先给这位百岁老人体检吧！”6月 22日，
民权县龙塘镇黄庄村村室给 60岁以上老人体检，大家争相推
让这位百岁老人马奶奶先检查。

“马奶奶”原名王玉真，在儿媳妇徐桂兰的搀扶下，来做体
检。量体温、测血压、做心电图……老人很配合地做着一项一项
检测。“马奶奶，今年多大啦？”镇卫生院护士刘肖雪亲切地问。

“今年 107岁了，镇长说俺是龙塘镇年龄最大的老人。俺
每月还领着政府的高龄补贴呢！”老人高兴地回答。

据村党支部书记黄占江介绍，老人出生于 1915年 12月，
经历过民国时期、旧中国战乱年代和新中国艰苦奋斗的困难时
代，饱经沧桑，如今又经历国泰民安的新时代。新旧社会两重
天，让老人对党和政府满心感恩。

“孩子们，共产党真是好啊！从前连红薯、玉米馍都吃不
上，现在吃的是白米白面、鸡鸭鱼肉。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啊！”“老寿星”越说越激动。

据徐桂兰介绍，婆婆有5个儿女，公爹中年离世，婆婆也
得了一场大病，差点伤命，是政府的救济，才使她渡过了难
关。如今她活过了百岁，享受了高龄补贴，对党和政府充满了
感激。“看病、打疫苗、做核酸检测……政府不收一分钱。是
党和政府让俺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党的恩情永不忘。这么好
的日子，再活20年也活不够啊！”

“马奶奶，今年你做过几次体检了？”龙塘镇包村干部陈国
庆故意问道。“一年两次……俺听政府的话，现在来卫生室体
检得先戴好口罩。”“老寿星”认真地说。

“看，老寿星也成了防疫宣传员了，大家都要向她学习
呀！”村医董世海的一句话引来一阵笑声。

“党的恩情永不忘”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黄少华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房芳芳）“你好，我想表扬一下咱
民权县的一件好人好事。”6 月 22
日，民权县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接到一通来自开封市李先生的感
谢电话。

说起那天发生的事，李先生还
是非常感动。李先生是个生意人，6
月 15日上午来民权进货，因固定不
牢，在经过陇海铁路立交桥时，车
上袋装大蒜掉落。李先生从后视镜
看到后赶忙停车，过往车辆纷纷避
让，但看着路面上散落的大蒜，一

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恰逢民权县交通运输局车辆巡

查路过，见此情景，吴勇等多名执
法人员立即展开帮助。他们一边现
场指挥交通，让过往车辆减速、有
序通行，一边化身“搬运工”，与李
先生一起清理路面大蒜。即使路面
温度已经超过 40摄氏度，也挡不住
他们忙碌的节奏。一个小时后，大
蒜被重新装车，道路也恢复畅通。
此时，执法人员的汗水已经湿透衣
背，李先生连连道谢。执法人员又
叮嘱李先生，一定要确保货物捆绑

牢固才能上路行驶。
“这就是正能量，必须通过你们

政府热线表扬一下。”在电话里，李
先生再次强调。

政民一家亲，点滴汇真情。民
权县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办负责人
告诉记者，热线是“民生”直通
车，也是“民声”直通车。通过热
线不仅能为群众办实事，也是“好
事小喇叭”。宣传这些好人好事，传
递社会正能量，以此激励工作人
员，提高服务意识，及时、有效回
应民情民意。

一通表扬电话 一个温暖故事

本报讯 （记者 闫 鹏 亮
通讯员 裴腾飞）“现在我们
地里的机井已经修好了，地里
也浇上水了，到了秋季又是一
个好收成啊，真的太感谢你们
了！”6月 21日，民权县白云
寺镇范寨村村民张永坤给县委
第五巡察组送来了锦旗。

要说这眼机井，还得从今
年 4月份民权县委开展的第二
轮常规巡察说起。

“俺村里的机井最近出不
来水了，这周边近百亩的花生
都‘渴’出病了，今年又遇到了
旱天，大伙儿心里急啊！这事
咱巡察组能管不？”县委第五巡
察组对白云寺镇范寨村入户走
访时，村民张永坤向巡察组反
映村北地里机井不出水问题。

“巡察不仅是对乡镇党委
进行‘政治体检’，也要重点关
注民生问题，解决老百姓的急
难愁盼之事！”县委第五巡察组
负责人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
子，白云寺镇是民权县花生主
产区，解决旱情，刻不容缓。根
据群众反映，巡察组迅速安排
人员前往范寨村马岗北地现场
察看，经核查该机井确实损坏
后，立即将问题反映给镇党委，
要求尽快修好水泵，不能旱坏
了庄稼、影响收成；同时要对全
镇各村的灌溉设施进行排查，
及时解决群众浇地难的问题。

接到县委巡察组的整改通
知后，白云寺镇党委立即交办

镇农办、电管所现场解决问题，同时对全镇 41个
村田地机井使用情况进行了排查，共维修机井 3
眼，有效解决了个别村浇地不便的问题。

现在的范寨村，汩汩清水又从机井通过水泵抽
出来流向花生田里，村民群众无不笑容满面。

“巡察村、社区就是要紧盯民生领域的突出问
题，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边巡边改，用
实实在在的巡察成效给群众带来获得感、幸福感，
这也是我们开展巡察向村、社区延伸的初衷。”县
委巡察办负责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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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协办：：民权县委统战部民权县委统战部

油亮的头发，微黑的脸庞，一双明眸大眼，睿智中透
着真诚。这就是记者见到谢永海的第一印象。

眼前这位干练帅气的小伙，如果不是他的自我介绍，
记者怎么也不会把他和家政服务联系到一起。

“世上的工种千千万，哪行都得有人干。保洁这行当
我不干则已，干就得干出个名堂。我给员工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争取把擦桌子抹板凳的事做到极致！”说起家政公
司的事，谢永海打开了话匣子。

谢永海说，就拿除尘来说吧，有些保洁公司整个房间仅
用一条毛巾打理，擦脏了再用水洗，反复使用。而我们公司
要求必须用三色毛巾三遍打理：第一遍用黄色，第二遍用蓝
色，最后一遍用白色毛巾。

谢永海原本是三级高级技能中式烹饪师，在县城一家
大型酒店当大厨，每月有不菲的固定收入。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看到干保洁的很多都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没有新
的服务理念，更没有除甲醛的设备和技术，于是他就萌发
了开一家专业的家政保洁公司的念头。从 2018年开始，
短短的4年间，他在小城干得风生水起，小有名气。随着
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业务量猛增，更加忙碌的谢永海对
公益事业情有独钟，在小城的志愿者圈里，只要一说起

“谢永海”，大家都会说他是“公益达人”。
所有成功者光鲜的背后都有打拼的辛酸，谢永海也不

例外。他十多年的创业之路同样是荆棘与鲜花同在。
1988年1月，谢永海出生在民权县白云寺镇代寨村一

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里，社会各界的爱心滋润他成长，“公益”
的种子自幼便深深地植根在他的心田。

2005 年，16岁的谢永海只身来到郑州市学习烹饪技
艺，次年又去上海继续深造。

2007 年，谢永海回到民权县受聘到一家酒店主管后
厨。有了工资收入的他心怀感恩，用行动回报社会。

身为蝼蚁，当有鸿鹄之志。2018年，谢永海抓住行

业风向标，在民权县创建了美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虽然
他的身份从一名厨师转变为了老板，但他初心不改，在做
公益的路上执著前行。“不管我的身份再怎么转变，我还
是我，回报社会，献出爱心，坚定不移。”

2018年底，民权县志愿者协会正式通过了谢永海加
入协会的申请，从此他开启了爱心助人、奉献社会的征
程。2019年 12月初的一天，北风呼啸，雪花纷飞，他看
到大街上的志愿者在寒风中坚守执勤，回到公司马上捐赠
了100件冲锋衣，送到志愿者手中。

心怀阳光，处处发亮。2019年 11月，他创立了青青
平衡烫美容美发会所，店内常年免费向环卫工人提供温热
水、理发等爱心服务，还给他们捐赠环卫服。特别是每年

的冬至节当天，他都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水饺，赢得了过往
路人赞许的目光。面对环卫工人的感恩，他却微笑着说：

“大冬天这么冷，你们还在大街上劳动，我也只是用行动表
达对你们的感激。”民权县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张家安这
样评价谢永海：“小谢这个人真是热心肠，每次参加公益活
动都很积极，值得大家学习。”

心存大爱，随时奉献。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谢永海又积极投入到抗击疫情志愿者服务之中。他
除了为敬老院的老人们义剪理发，为参加抗疫的白衣天使
免费发放理发券，带上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等物资到
卡点慰问一线执勤人员，又自费购买消毒设备、消毒液，
带领员工在疫情防控卡点、火车站、高铁民权北站等地进
行免费消杀。

“帮助更多的人是我的人生追求，热心公益只为带动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在社会上形成互帮互助的新风尚，让
社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谢永海说。

“情暖六月，爱心助考”是谢永海每年高考季的“必
做题”。他带领公司员工组建“爱心车队”免费接送考
生，助力考生平安快捷到达考场；同时，他还在县高级中
学、县第一初级中学、县第一高级中学等考点设立志愿服务
站，为送考家长、交警免费提供饮用水、口罩、湿巾等物品。

爱出者爱返。谢永海和他的企业先后被评为“民权县
五一劳动奖章”“民权县优秀志愿者”“民权县优秀企业”

“民权县爱心商家”等荣誉称号。

热心公热心公益益 心存大爱心存大爱
——记民权县美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海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谢永海在高铁民权北站广场义务消杀。

6月23日，一湾清水穿过民权县奥林匹克公园，给城市增添无限生机。据悉，近年来，
该县生态水系工程润活了城市灵性，相继荣获“国家园林县城”“省级卫生城”“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等称号。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6月22日，民权县青青平衡烫的理发师在给“商丘好人”
王智慧理发。据悉，自6月20日起，商丘好人、道德模范凭商
丘好人证和有效证件，在民权县青青平衡烫理发一律免费！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6 月 22 日，民
权县人和镇内西村
的 村 民 在 抗 旱 保
苗。据悉，该镇结
合能力作风建设活
动 ， 采 取 政 策 宣
传、技术指导、结
对 帮 扶 等 多 种 措
施，积极引导群众
充 分 利 用 现 有 水
源，造墒抢种、浇
地保苗，迅速掀起
抗旱高潮，为夺取
秋粮丰收奠定坚实
基础。本报融媒体
记者 闫鹏亮 摄

6月21日，民权县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在民生广场宣传医保
政策。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