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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盛夏时节的睢县农村，生产车间热

火朝天、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村庄颜值
不断提升……处处呈现出奋进景象。

近期，睢县以“五星”支部创建和
“六面红旗”评选相结合，从“对标先
进”到“追赶超越”，如今，各条战线
干劲火热，形成势不可挡、驰而不息的
良好氛围。

睢县是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丰富。
后台乡郭河村建立了豫东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党领导一切，党的指针就是我
们的方向标。”睢县副县长、后台乡党
委书记王灿说，该乡党员干部时常到党
支部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建强战斗
堡垒，激发内生动力。

如今，睢县已打造出刘庄平民夜
校、王氏三烈士、睢县第一届县委等 10
多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县 20 个乡
（镇） 545个村委会（社区）的党员干部
开展了重温入党誓词、座谈会等不同形
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保持不前
亦是后退。乡村振兴，我们怎么办？”
五河湾示范区齐庄村党支部书记余明辉
始终保持忧患意识。

齐庄村从党建入手，建强党组织，
相继开展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六面红旗
村”创建为内容的乡村建设，打造出水
美、地绿、林果相间的竹林齐庄，建设
了村强民富的就业车间、粮安民富生态
科技示范园，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日
益增强。

鼓点铿锵，齐头并进。目前，全县
形成了拼比赶超的火热局面，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相继打造了潮庄芦笋、

袁庄草莓、城郊中顺辣椒等一批特色小
镇，建成 4个精品产业带、21个特色产
业示范点、4 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江北水乡杨庄村、艺术文化土楼村、康
养小镇滑楼村等一批特色乡村。评选出
13个基层党建红旗村和 32个产业兴旺红
旗村、30个生态宜居红旗村、56个乡风
文明红旗村、57个治理有效红旗村、16
个生活富裕红旗村等。

“睢县各级党委、政府和村党支部
开展的‘晋星夺旗’创建，哪一项工作
不是为百姓着想？哪一级干部的奋斗目
标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我们还有什
么理由不去奋斗？”后台乡前常村村民
常继广由衷地说，现在该村实现了厕所
标准化、村庄园林化、庭院果园化、坑
塘绿地化，垃圾日产日清，每个村民都
已成为“星旗同创”的一员。

在尤吉屯乡刘营村，村党支部书记
秦长青告诉记者，自从该村开展美丽
乡村建设、好公婆、好儿媳、星级党
员、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后，村民
在“星旗同创”工作中的参与度日益
高涨，卫生实现门前三包、刘道洋等
乡贤回乡创业、“好公婆”“好儿媳”
层出不穷……

走好新路子、建设先行区。下一
步，睢县将全力打好“星旗同创”组合
拳，实现基层党组织由强到硬、产业由
兴到旺、乡风由好到优、乡村由美到精
的稳快发展，加快构建“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格局，答好
乡村振兴新时代“考卷”。

睢县：“星旗同创”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前不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周
年之际，由睢县文化广电旅游局组织编
纂，82岁退休教师陈广熙主编的《睢
县红色文化史料汇编 （1925—1949）》
（上、下卷）出版发行。

“此书含史志、人物、文献、专
题、回忆录、睢杞战役、旧址遗迹等
七辑，140余万字，集睢县红色历史文
化之大成，是一部传播红色文化、传
承革命精神、培根铸魂的生动教材，
同时也填补了睢县图书出版的一项空
白。”睢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张凤杰
介绍。

7月10日，在陈广熙家里，记者见
到了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

“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这是
我一生的追求。我是我们家利用电脑写
作编辑文章的第一人。”陈广熙开始讲
述他的人生经历。

1941 年，陈广熙出生在睢县蓼堤镇陈菜园村一个普通家
庭。1948 年睢杞战役打响后，年仅 7 岁的他经受了战争之
苦。“当时解放军就住在我家里，见证了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
旋，枪炮声轰鸣，许多战士牺牲。”陈广熙说，“这使我从小
就认识到战争的残酷，胜利来之不易，我立志长大要为国家作
贡献。”

1957年，陈广熙初中毕业后到淮阳农场工作。1964年，陈
广熙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家乡在村里创办耕读学校，开始他的
教育生涯。恢复高考后，他考上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尚屯高
中、睢县体育中学任教，1998年退休。

陈广熙在教师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多次
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退休后开始创作诗
文。2006 年整理出版了 《战斗在豫皖苏边区》 一书；2014
年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2017 年为睢县档案馆布展时所写
的 《睢县赋》 被镌刻在序厅中央上方。2018 年，商丘国学
文化促进会睢县分会成立，陈广熙被公推为会长。

“2014年，我发现睢县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料很多，但由于大
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印刷质量低，并且都是书写一个
方面的读本，查找资料和系统学习很不方便，于是我便产生了
编纂睢县红色文化史料汇编的想法。”陈广熙说。

2016年，他和睢县图书馆馆长朱凝霜动议，与退休干部龙
继敏、朱文书开始着手《睢县红色文化史料汇编》材料的收集
工作。除从本县党史办、图书馆、档案馆收集资料外，还到太
康、杞县、民权、西华等与睢县红色历史有关联的县、市广泛
收集资料。

为做到汇编资料全面、系统、翔实和完整，陈广熙还与睢
县籍现任北京新四军研究院四师分会秘书长、原新四军骑兵团
团长孟昭贤女儿孟秀玲取得联系，获取了不少宝贵资料。《睢县
红色文化史料汇编》终于在今年面世。

谈到下一步打算，陈广熙说：“我已收集睢县革命故事多
篇，准备在今年春节前出版 20 多万字的《睢县革命斗争故事
集》，现已完成约15万字。我还在积极申请入党，如果能加入中
国共产党，一生都没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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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方式，有人爱下棋、有人爱跳
舞、有人爱唱歌……我却挚爱玩石头。你看，这是新疆和田玉
石、这是灵璧石、这是南阳独山石……”在睢县城关镇南关村一
个五金水暖商店里，记者首先看到的不是电器水暖商品，而是琳
琅满目各种奇珍异石，店主林德启兴高采烈地介绍每块石头的产
地和来源以及它们的质地和用途。

现年 55岁的林德启是土生土长的南关人，十多年前，仅靠
种地维持生计。随着睢县的规划和开发，他家原有的土地被征
收，他相继从事了餐饮、建筑、水暖安装、五金交电经营等营
生，生活日益红火。

“随着三个女儿的出嫁，我的生活和心理压力剧减，大女儿
和丈夫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二女儿、三女儿都有工作。孩子们不
愿让我受累，经常给我报团旅游。”林德启说，“我是个闲不住的
人，于是在南关村临街租了两间门面，从事水暖经营，并组建了
技术安装队，自己只管承接业务。”

生活轻松的林德启在女儿的影响下热衷于旅游。2010年，林
德启随团去大别山，在玉石市场看见一个根抱石非常精美，就花
了 500 元买回家中。“这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喝，还花这么多
钱。”林德启的妻子埋怨道。“我就是喜欢。不仅看着舒服，而且
还能增值。”林德启说服了妻子。

从此，林德启痴迷于奇石收藏，每次旅游归来，总要带回几
件，从没有空手而归。为获得更多奇珍异石，林德启还时常查看
手机，联系许多玩石的朋友，通过邮寄形式，广泛收集。

2015年，林德启步入古玩市场，从事销售、等物交换等活
动，收集更多的玩石、根雕、陶瓷等藏品。

“我出售的藏品与收购价相差无几，只要不亏本就行，石头
也有石缘，有的直接送了人。”林德启说着，拿出了他今年以
来的购销明细，7个月以来，收集藏品支出 6万多元，收入 7.5
万元。

谈起下一步打算，林德启表示，将把五金水暖店铺改头换
面，建立玉石瓷器根雕展览馆，并购置玉石加工器具，实现汇
集、加工、装裱、展览、销售一条龙购销模式，在自己增加收
入、陶冶情操的同时，提高生活品位，充实生活内容，从生活中
品出美意。

奇石爱好者林德启

收藏奇石 雕琢快乐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本报讯（孙鑫磊 王书莹）道路干净整洁、摊位摆放整齐、垃
圾清理及时……如今，睢县凤城农贸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没有了曾经的脏乱差，舒心的购物环境获得群众不断称赞。

“以前的小商贩推着三轮车在道路中间占道经营，商户门口
货物乱堆乱放，没人管理。”前来购买商品的孙先生回忆。

连日来，为进一步优化市场运营环境，促进市场繁荣发
展，睢县市场发展服务中心多措并举、精准施策，通过完善管
理制度，与商户签订目标责任书400余份，在商户门店外划定
责任区域并设置明显标识，实行网格化管理，分区划片，责任
到人，管理人员与商户点对点对接，双向负责，共同承担管理
区域的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包建筑物容貌、包设施的

“门前五包”工作任务。
为认真解决市场流动摊贩和自卖菜农的占道、无序、安全

等问题，在市场南部闲置区重新规划了小摊位临时经营区域，确
保市场杂而不乱、繁而有序。

睢县市场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通过一系列新举措，凤
城农贸市场经营环境已得到明显改善，为“两城”联创工作打下
了良好基础。今后，将持续提升市场服务保障水平，释放市场主
体活力。

睢县

提升农贸市场综合环境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7月 14日，在睢县恒
山湖湿地公园，由该县县委宣传部、县总工会、县体育发展服务
中心举办的“共享太极·共享健康”太极拳展演拉开序幕，县老年
文体委和县太极拳协会的太极拳爱好者一齐“武动”。

当天，在睢县北湖凤鸣岛，由该县县委宣传部、县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县摄影家协会、县书法家协会、县美术家协会联合举
办了“我眼中的大美睢县”摄影展以及“翰墨润睢州”书法美术作
品展，生动展现了睢县城市建设、居民多彩生活和各行各业爱岗
敬业、热情服务的优秀品质和所取得的成就。

据悉，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进一步厚植广大人民群
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大力营造团结奋进、自信自
强、国泰民安、争先出彩的浓厚氛围，3月份以来，该县已相继开
展了广场舞、戏迷擂台、太极拳大赛及摄影、书法美术作品展等，
其他群众文化活动将持续开展到10月。

睢县举办“喜迎二十大 欢乐进万家”
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
员 史 霞）“天上不会掉馅饼，
也没有免费的午餐，老年人外出
旅游报名时一定要谨慎，要和子
女沟通，捂紧自己的钱袋子，以
免上当受骗。”7月 11日，睢县
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在睢县北湖景区开展了涉
及文化旅游领域反养老诈骗宣传
活动。

近年来，社会上许多旅游机
构推行“免费游”“低价游”、办
理“旅游年卡”“储值卡”“会员
卡”等预付卡，以及“投资艺术
品、收藏品”“以旅游为名销售

保健品”等活动，诈骗手段层出
不穷。

为进一步增强老年人防范养
老诈骗意识和识别能力，睢县文
化广电旅游局开展打击整治涉及
文化旅游领域的养老诈骗行为和
预防宣传活动。执法人员通过悬
挂条幅、发放宣传页、摆放宣传展
板、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群众
重点宣传讲解文旅市场养老诈骗
的特点、常见的诈骗类型、犯罪
分子的惯用套路以及如何防止被
骗的方法。同时，告诫老年人如
果遭遇诈骗，立即向“12337智
能化举报平台”“12345 政务服

务热线”进行举报。
“活动当日，我们出动执法

人员10人，发放各类宣传单400
余份，悬挂横幅2条，摆放宣传
展板 4 块，受益老年人 500 余
人。”该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
队大队长刘华说，“下一步，我
们将紧扣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
行动要求，坚持宣传教育、依法
打击、整治规范‘三箭齐发’，
深挖文化旅游市场涉及养老诈骗
问题线索，依法严惩文化旅游市
场养老诈骗违法违规行为，并坚
持长效机制，全力维护好老年群
体合法权益。”

睢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强化反诈宣传 守护老年人“钱袋子”

7月13日，在河南 （睢县） 嘉伟鞋业高频印刷车间内，工人在流水线上打印、裁剪、着
色、上胶，认真制作鞋面。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7 月 12 日，乔丹鞋
业（睢县）成型车间内，
工人在赶制订单。自去
年10月入驻睢县以来，
该企业充分利用睢县优
越的营商环境优势，开
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呈
现产销两旺的好势头。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为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发生，近日，在
睢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驻村第一书记吴炎森的带领下，西陵寺
镇杨拐村组建返乡大学生志愿者队伍，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区
域，协助村委会切实做好防溺水宣传教育、隐患排查、巡逻检查
等工作，增强中小学生及居民防溺水意识，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驻杨拐村工作队还配合村干部，成立了工作专班，对防溺水
工作进行详细部署，明确责任分工，细化任务要求，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开展。组织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积极对杨拐村辖区内河、
沟、渠、塘进行全面排查，掌握周边危险水域分布情况，在危险水
域设置宣传标语、提示标志，发放宣传页，切实增强中小学生的
安全意识。

志愿者们在沿着惠济河河床巡检查看的同时，对河滩边、树
丛下、休闲步道上的塑料袋、废纸巾及烟头等生活垃圾进行了清
理。巡查过程中，在惠济河板桥闸处发现 3名未成年人在河里
游泳，志愿者们立即上前进行劝阻。待他们上岸后，对其进行了
教育，告知他们要提高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不要擅自在水
库、河道游泳、戏水，珍爱生命。

西陵寺镇杨拐村

驻村工作队开展防溺水工作

陈广熙退休后以书为伴、笔耕不辍。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后台乡干部（右）走进胡岗村厚远鞋业，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