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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乡村振兴在行动

十年前，睢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县，制鞋产业为
“零”。十年后的今天，睢县制鞋和鞋材企业发展到 427
家，年产能达 3亿双；在中国制鞋总量占全球 70%的结构
中，睢县休闲运动鞋制造占国内的 30%；在国内鞋业界形
成南晋江、中睢县、北三台的制鞋产业“三足鼎立”局面。

“河南嘉鸿鞋业可谓是睢县制鞋产业的摇篮，对睢县
制鞋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服务嘉鸿鞋业的睢县
住建局“金牌服务员”韩俊杰说。

“目前，公司不但自身实现了全链、延链、强链，而且实
现了由‘制造’到‘智造’质的飞跃，还为睢县培养管理人
才、制鞋熟练工2.5万余名，有力助推了乔丹、鸿星尔克、斯
凯奇福盛等著名鞋企从签约到投产的‘睢县速度’。”嘉鸿
鞋业财务总监蒋姝妍说。目前，睢县70%制鞋企业的管理
人才，都是经过嘉鸿鞋业培训输送的。

嘉鸿鞋业是如何在睢县“蹒跚起步”到现在“根深叶
茂”的？

“当时我是一名乡镇干部，听一个朋友说睢县要建鞋
厂，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名，没想到就留在嘉鸿了。随
后，公司老总来睢县考察，我就成了他的助理兼司机，一干
就是 11年。”河南嘉鸿鞋业第一批入厂员工、现任工会主
席马腾介绍，2011年 6月，台资企业广东广硕集团与福建
安踏集团共同投资6.8亿元在睢县建立首家制鞋企业——
河南嘉鸿鞋业。9月办理营业执照，10月招工200余人，分
两组到江西、福建进行培训。

在工人外出培训期间，睢县一边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一边安装生产机器。12月，工人完成培训后，回到
睢县直接上线工作，睢县第一双鞋问世，从此开启了中
原鞋都的新征程。

由此，睢县将制鞋产业确定为主导产业，并制定了
“一年打基础、三年上规模、五年成基地、十年创鞋都”
的发展规划。

“我也是进厂的第一批工人，从事刷胶工作，当时月工
资只有1200元，现在能领4000多元。10多年间，我多次获

‘睢县十佳女工’‘商丘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农民
工’等荣誉称号，奖金累计3万多元。”嘉鸿鞋业工人陈俊
阁高兴地说。以厂为家，荣辱与共，才能互赢互利。

2012年，随着嘉鸿鞋业的订单日益增多，生产规模
日益扩大，建立新址势在必行。当年，睢县住建局党组
书记韩俊杰作为首席服务官入驻嘉鸿，经过点对点、亲
情教育，经过3年时间，完成2个乡（镇）、4个村委会的
征地、拆迁和新厂建设工作。

“新厂建成后，生产线由原来的1条增至10条，工人
增加到1300余人。”韩俊杰说。

为使制鞋企业实现由“制造”到“智造”的跨越，2017
年，睢县实施绿色化、智能化和企业技术三大改造，拿出
5000万元科技创新奖励资金，引导26家重点企业实施“设
备换芯”“生产换线”和“机器换人”；2018年，实现了
全面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制造体系转型；2019年，将智能
制造体系与AGV、智能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进行系统集
成，推进“微成长、小升规、高变强”梯次培育。

“智能化改造的企业，针车、裁剪、成型生产效率分
别提升 31%、55%和 29%，成型和鞋面不良率下降 29%和

44%，缩短产品研发周期 45天，每年节约
人工成本 1100多万元。月产能也由以前的 10
万双增至现在的 50余万双。”河南嘉鸿鞋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蒲生和说。

为提高产品质量和人才管理能力，嘉鸿鞋业
每年开展技能比赛、技能等级评定以及考勤、安全
等智能培训。目前，该鞋业 1300多名产业工人有 300
多人拥有登记证书。

“因为智能化改造后，用工量逐渐减少，而且一个企
业的职位也有限，许多有上进心的优秀人才，转行到其他
鞋企，直接成为管理人才。还有部分产业工人回乡建厂当
老板。”河南嘉鸿鞋业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潘若男说。目
前，10多名产业工人离开嘉鸿鞋业办起了鞋面加工厂。

为扛起社会责任、拉长产业链条，嘉鸿鞋业还分别
在潮庄镇、周堂乡、城郊乡等乡镇建起鞋面加工厂，让
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同时为嘉鸿鞋业的全面发展插上
腾飞的翅膀。

“今年上半年，我们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统筹
结合，生产链条正常运行，已实现年销售收入 3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 2亿元。”蒋姝妍说。下一步，将依托
睢县人才和制鞋基地优势，加大培训力度，培养出更多
的智慧型本地人才；建立独特的鞋材市场，引进新材
料、新技术，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解决因疫情等因素

影响鞋材卡脖子问题；加大自主品牌投入和研发及智能
化改造力度，实现“睢县制造”到“睢县智造”的飞
跃；着手举办 10周年厂庆，引导更多的制鞋、鞋材企
业和智能化工厂以及鞋界精英人才落户睢县，为商丘建
设对外开放桥头堡枢纽经济新高地和建设中原鞋都新高
地再立新功。

“中国鞋都”从这里起步
——来自河南嘉鸿鞋业的报道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7
月 25日，河南中医药大学 35名睢县籍大学生
暑期返回家乡，开展以“传承红色基因，砥
砺奋斗精神”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

“7月初，我参加了黑龙江北大荒共青农
场社会实践活动，回来后就立即组织了河南
中医药大学睢县籍大学生社会实践小分队。”
全国青马工程高校班学员、此次社会实践小
分队队长高洋博说，这次活动将围绕“接受
红色教育、参加劳动锻炼、开展志愿服务”
三条主线，让同学们在社会课堂中“受教
育、长才干、作贡献”，坚定不移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绽放青春风采。

在白庙乡土楼村中药材种植基地，学生
们冒酷暑、顶烈日，在技术工人的带领指导
下，除草、装盆、移栽……个个汗流浃背，
并不间断地询问药材的种植、管理、加工和
药理、用途。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让我体会到了‘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真谛，更学到了书本涉及

不到的知识。像这个牡丹菊花，不仅可以入药，还可以用于制
茶。”大二学生李阳说，以后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充分
发挥自己的才智，毕业后回馈生我养我的土地。

在土楼村文化广场上，大学生们还凭所学医技，为乡亲们
进行量血压、推拿按摩、讲解常用食物功效、亚健康医疗等服
务活动，并发放医疗书籍、防溺水宣传页等资料，让广大群众
提高中医学认识和日常健康知识运用。

“学生们送来的医学书籍很实用，他们的按摩手法也好，
通过按摩穴位，我的颈椎、腰疼立刻缓解了很多。”土楼村村
民刘翠芝满意地说。

“群众的认可就是我们的动力。”高洋博说，这次实践活动
相继在孙聚寨乡滑楼村菊花、董店乡帝丘金银花等药材种植基
地开展体验、调研活动，同时联合睢县中医院巡回义诊。“如
果时间等因素允许，我们可利用整个假期持续开展活动，在有
限的时间内贡献我们的力量。”

睢
县
籍
大
学
生
暑
期
志
愿
服
务
家
乡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史 霞）“你是我的小呀小苹
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7月 26日，在睢县五河湾示范区齐
庄村文化大舞台，由睢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举办的“睢县文化工作
者服务支持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广场舞半决赛在歌声中
拉开序幕。

“这是我局为落实省、市文件精神，结合睢县实际，创新
开展的惠民项目之一，最大限度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睢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张凤杰说。今年以来，该局按
照县委、县政府“五总”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实干干实、争
先出彩”总要求，着力夯实“硬基础”，做强“软实力”，全面
推进文化事业创新发展。

强基础，打造“硬支撑”。该局依托中央预算内资金全面
推进袁家山文化园项目建设；对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
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提高服务效能；相继打造出以齐庄村、
尚屯镇回示村等5个行政村为中心的农村“十里”文化圈以及
县文化馆、东关南村等8个城区单位“十分钟”文化圈；新增
文化馆分馆 10个、图书馆分馆 10个，实现了县乡村三级文化
资源共享。

重非遗，激发文化新活力。该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今年以来，已把“襄邑美锦”“李家石磨香油”“李洪
亮焦饹馇”等11个项目列入第三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并推荐、申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完成了王氏三英烈故居省级文保单位、抗日二中队建立遗
址、王庄刘氏民居等县级文保单位修缮工作。

多举措，文化活动如火如荼。今年以来，该局相继举办了
“迎元旦庆新春——唱响水城”、义写春联、“舞动水城”新时代
广场舞大赛、“寻找村宝”才艺大赛、“喜迎二十大·欢乐进万家”
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500多场次，参与群众20万余人次。

强管理，文化市场规范有序。为净化文旅市场，该局先后开
展了网吧、出版物经营单位、歌舞娱乐等文化场所以及校园周边
环境、文化旅游市场养老诈骗等专项整治活动，有效维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环境，保护好老年人钱袋子。截至目前，该局共检查
文化旅游经营单位80余家，出动执法人员400余人次。

睢县

文化惠民为百姓幸福“加码”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7月 26日，记者来到
睢县尚屯镇回示村，崭新的党群服务中心、造型别致的法治宣
传广场、环境优美的葫芦形水塘，一幅新农村的美丽画卷映入
眼帘。

“俺村环境越来越好了。每天吃过晚饭在水塘周围走几
圈，强身健体。”该村村民杨全英乐呵呵地说。

回示村是睢县以人居环境整治“小进步”推动乡村振兴“大
发展”的一个缩影。

今年，该县以打赢打好乡村振兴首场硬仗为“一个”首要目
标，以农村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改善为“两个”抓手，落实路长
制、河长制、县级领导分区包片制和“周督导、月观摩、年总评”
的“四项”工作推进机制，强力开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垃圾清
零、“厕所革命”、路肩修整、污水处理、危旧房屋拆除、残垣断壁
整治、“小广告”清理、村容户貌提升、坑塘治理、移风易俗、扫黑
除恶、四水同治等“N个”行动。

同时，成立了睢县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工作专班，
要求各乡镇做到机构、人员、措施、责任、经费“五到位”。确保
农村垃圾实现“日产日清”，实现了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全覆盖、
保洁工作常态化，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此外，该县对农村改厕工作进行“拉网式”大排查，实现了
问题整改“清零”。推进集镇区“三场一街一厕”建设，统一改造
提升商户门牌，全部实行门前“三包”，已逐步把集镇区建设成
为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经济发展中心、群众休闲中心等。创建
完成辣椒、芦笋、草莓、康养等“美丽小镇”8个、67个“四美乡
村”、1.28万个“五美庭院”。

截至目前，该县清理各类生活垃圾5.8万余吨，清理杂草杂
物、秸秆18.2万余处，拆除残垣断壁2.5万余处，清理沟渠35条，
整治废弃宅基地、荒芜庭院 1.2万多处，整治坑塘 3423个，处理
黑臭水体、生活污水乱排乱放7000余处，整治路边屋棚、乱搭乱
建 2.2万多处、拆除广告牌 1.4万余个，整治马路市场 112个，新
增各类照明设施9.86万座，规范了商户经营秩序。

睢县

加强人居环境整治
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王中玉）今年以来，睢县紧紧
围绕粮食生产“稳面积、提产量”，多举措抓好粮食生产，扛牢粮
食安全政治责任。今年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丰收，为实现年产
粮食18亿斤目标任务打下良好基础。

为加强病虫害防控。该县突出工作重点，构筑县、乡、村、组
四级网格监测体系，重点抓好条锈病、赤霉病防治，科学防控，精
准施策，主动预防，遏制病害流行。多次召开技术研讨会、会商
会，科学指导农民田间管理。同时强化技术服务，抽调120余名
农技人员组成农业专家服务团，分包全县20个乡（镇、示范区），
及时开展技术培训，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科学指导群众开展麦
田管理。

今年全县累计投入 671万元防灾减灾资金，分别实施小麦
“两病一寒防治”，开展“一喷三防”，两批农药分别按时发放到
20个乡（镇、示范区），乡镇及时发放到每个村及农户手中，最大
程度减轻了病害损失，为确保全年粮食和农业稳定发展奠定良
好基础。

农技人员还对全县秋作物的生长发育情况及病虫草情全程
跟踪调查，及时发布病虫情报和生产监测信息，制订相应技术措
施。通过监测、调研指导，有力地促进了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
防灾减灾等关键田管措施落实落细，为夺取秋粮丰产丰收提供
了技术支撑。科技服务团通过线上线下举办技术培训班和利用
传统及新兴媒体、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转变广大
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田间管理水平。县农
业农村局还会同气象部门不定期召开会议，分析天气变化对农
业生产的影响，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睢县抓细抓实粮食生产

“双减”政策的落实，让睢县中小学学科类培训机构
全部注销和转型。今年暑假，孩子们从名目繁多的补课生
活中“解放”出来，自主选择喜爱的方式，让暑假生活变
得丰富多彩。

图①：中小学生在图书馆内阅览图书。
图②：睢县一游泳池内，孩子们畅游其中。
图③：睢县一公园内，传统老手艺——面塑吸引了孩子们。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影报道

孩子们的多彩假期

①①

②②

③③

在白庙乡土楼村中药材种植基地，学生们
在技术工人的指导下除草、装盆、移栽。

甄 林 摄

睢县制鞋和鞋材企
业发展到427家

年产能达3亿双

7月27日，河南嘉鸿鞋业工人在成型车间作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在中国制鞋总量占
全球70%的结构中，
睢县休闲运动鞋制
造占国内的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