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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 5部门关于开展 2022年度“新时代好
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精神，商丘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团市
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在全市未成年人中开展了2022年度下半年商
丘市“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选树一批在传承红色家风、开展
党史宣讲、弘扬传统文化，在勤学上进、苦练技艺、创新发明，在孝老
爱亲、乐于助人、保护环境等方面表现突出的未成年人先进典型。经过
逐级推荐、认真审核、评委会评审，拟推出15名2022年度下半年商丘市

“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现将候选人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2月28日
至 3月 6日），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市文明办实名
反映。电子邮箱：sqwcnr@126.com电话：0370—2619867

商丘市文明办
2023年2月27日

2022年度下半年商丘市“新时代好少年”候选公示

1.白钰婷，女，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学
生。

2.武奕铭，男，商丘市第一中学学生。
3.丁一然，女，商丘市实验中学学生。
4.何思齐，男，商丘市行知学校学生。
5.沙思彤，女，商丘市三高(市职教中

心)学生。
6.孙瑜泽，男，商丘市培文小学学生。
7.李妙涵，女，梁园区前进小学学生。
8.宋盼盼，女，睢阳区勒马乡第一初级

中学学生。
9.赵 懿，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和

乐小学学生。
10.王小戈，女，永城市第十小学学生。
11.娄懿嘉，女，夏邑县第十小学学生。
12.马子涵，女，睢县第二中学学生。
13.邓一曼，女，宁陵县葛天中学学生。
14.李欣阳，女，柘城县实验中学学生。
15.程可可，女，民权县林七乡初级中

学学生。

2022年度下半年商丘市“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名单

本报讯（李相辉）为持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巩固拓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成果，将从百年党
史中汲取的精神力量更好转化为奋力推进新时代精神文明
建设的强大动力，我市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组织全市各级文明单位
广泛开展“赶考路上有我”主题系列活动, 推动全社会以
多种形式晒成绩、亮风采、展形象，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践
行初心使命，锐意改革创新，努力在“两个确保”大局中
奋勇争先更加出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商丘不懈
奋斗。

市文明委制订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赶考路上有
我”主题系列活动实施方案》，在商丘文明网刊发主题活动
作品征集启事。全市各级文明单位积极行动，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了“赶考路上有我·笔赞出彩
中原”征文比赛、“赶考路上有我·描绘出彩中原”书画摄
影展、“赶考路上有我·唱响出彩中原”歌咏比赛、“赶考

路上有我·情诉出彩中原”演讲比赛等活动，充分展示了
文明单位良好的精神风貌。各县（市、区）文明办、市直
文明办把征集的征文、演讲、歌咏、书法、绘画、摄影等
六类作品，分别组织开展了县（市、区）级和市直本级优
秀作品评选、宣传及推荐工作，商丘文明网、文明商丘微
信公众号开设专题进行宣传报道。市文明办联合市文联、
市文广旅游局、商丘日报社、商丘广播电视台组织审核评
选，共收到征文、书画摄影、歌咏、演讲等参赛作品1500
余件，评选出市级优秀作品 100件，其中 23件作品在省级
评选中获奖，市文明办荣获全省“赶考路上有我”主题系
列活动优秀组织奖。

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文明单位聚焦“赶考路上有
我”活动主题，坚持用小切口反映大时代，积极彰显全社
会奋斗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赶考
路上书写优异答卷，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入人心。

市文明单位“赶考路上有我”
主题系列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2月27日清
晨，阳光照在民权县花园乡双井村马
铃薯种植基地的一片片白色薄膜上，
就像一望无际的大海闪着银光。指着
眼前成方连片的马铃薯种植田，民权
县副县长、花园乡党委书记张方杰
说：“不久后这里将是一大片充满希望
的‘绿色海洋’！”

“为了拉动马铃薯产业提质升
级，今年我们与省农科院、兰州大学
联合共建了马铃薯组培基地，着力打
造一条可推广复制的产学研合作模
式，辐射发展周边 10 万亩马铃薯种
植，走出一条‘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子。”张方
杰告诉记者。

作为花园乡“五星”支部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张方杰带领该乡按
照“五星”支部创建标准，制定了一
系列“摘星”举措：采取村合作社与
县明星企业合作模式，与本县农业龙
头企业“大一”农田合作，流转土地
3000亩打造马铃薯产业园，实现年底
村集体经济分红 90万元，激发村集体
经济发展活力；成立了花园乡乡镇发

展有限公司，实行各村集体经济入
股，域内龙头企业参与，市场化经
营，产业化发展，社会化竞争……一
系列措施充分调动村党支部书记的内
生动力，让他们心里有盼头，真正发
挥好“头雁”领航作用。

“下一步，我们持续开展‘五
星’支部创建季评比，激发村党支部
书记‘五星’支部创建热情，促进深
入开展‘五星’支部创建；常态化推
进村级活动场所环境整治，打造整洁
干净的办公议事、服务群众场所，推
动‘五星’支部创建走深、走实。”张
方杰说。

今年春节期间，河南电视台的新
春特别节目到花园乡进行取景报道，
让该乡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在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花园乡一直努
力做到‘让农村有景可看,让农业有钱
可赚，让农民有活可干’。”张方杰
说，“作为乡镇党委书记，要全面理
解、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和省、市党
代会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新
战略、新要求，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各
项事业发展的思路、方法、动力，全

力以赴抓好经济建设、产业发展等重
点工作。”

近年来，花园乡充分发挥该乡红
色文化和民俗文化优势，借助“红色
水东”“国家文明村镇”等品牌效应，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该乡聘请武汉地
质大学设计院、县设计院对全乡进行
总体规划布局，制定了高起点、高标
准的乡村振兴建设规划。统筹谋划了
双井、刘庄、赵洪坡、赵楼等村庄基
础设施建设，推进了集镇区改造提
升，在春节前夕已完成集镇区门店立
面提升和道路油面铺筑、集镇区所有
新装路灯全部点亮，实现了花园乡

“步步是画、处处皆景”。
作为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张方杰，

始终注意发挥自身优势、用好企业资
源，坚持换位思考，倾听企业诉求、
纾解企业难题、全力以赴做好企业服
务，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拓宽延伸
招商引资渠道。在1月28日全省第七期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签约仪式
上，该乡今年的招商引资项目——空
调华中 （民权） 生产基地项目进行了
现场签约，成为该乡 2023年第一个落

地项目，从赴外地洽谈到协商落地仅
用了1个多月。

“‘墩苗干部，有没有真正墩下
去？墩下去，有没有崴到脚？崴到
脚，能不能站起来？’随着在一线的不
断历练，市委书记李国胜这几句殷殷
叮嘱一直萦绕在心头，也越发感到李
书记对我们‘墩苗’干部的关爱。作
为年轻干部，在干事创业的舞台上，
要成长成才，就必须要到基层‘摸爬
滚打’，练就真本领、真功夫，在基层
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学习习
近 平 总 书 记 ‘ 我 将 无 我 ， 不 负 人
民’的精神，以自我革命引领自我成
长。”采访的最后，张方杰深有感悟地
说，“我一定不负这一伟大的新时代，
只争朝夕奋勇前行，在‘墩苗’历练
中提升本领，在转型发展中全力拼
搏，在服务群众中体现价值，用优异
的答卷，回报组织厚爱，接受人民检
验。”

民权县副县长、花园乡党委书记张方杰：

在基层“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2月27日，北岭镇初级中学无人机科普社团的学生在进行无人机实操训
练。夏邑县北岭镇初级中学组建“星火科创”工作室，成立机器人、无人
机、编程等科普社团，定期开展科技竞赛和科普创新活动，让乡村孩子“零
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以此激发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

“星火科创”工作室成为该校学生体验科学魅力、培养科学兴趣、提升科学素
质的重要阵地。 苗育才 摄

“星火科创”工作室

圆了乡村孩子科技梦

本报讯 （记者 刁志远） 近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姬脉常、
刘北京分别带队到柘城县、虞城县
调研督导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
实情况。

姬脉常、刘北京一行先后到柘
城县张桥镇开元小学，创新双语幼
儿园，皇集乡乐哈哈幼儿园，铜陵
市美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柘城分公
司，河南茶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柘
城分公司，河南跃图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柘城分公司；商丘和谐商贸有
限公司虞城分公司，虞城县春来高
级中学，虞城县春来实验学校，虞
城县完全中学，商丘市隆达商贸有
限公司虞城分公司界沟镇、杜集镇

卫星厨房等地，详细了解食堂原料
采购、食品贮存、生产加工、员工
管理、学生就餐等各环节流程，对
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提出要求。

姬脉常、刘北京强调，校园食
品安全事关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强
化食品安全意识，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全力推进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
属地监管责任有机统一、相互衔
接；监管部门要加强巡查指导和监
督管理，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全面
消除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的隐患；餐
饮企业、学校要落实落细各项管理
制度，不断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
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市领导调研督导食品安全
“两个责任”落实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 市统
计局于 2 月 27 日公布我市 2022 年
人口数据相关情况。总体来看，全
市常住人口总量增加，城镇化水平
稳步提升。

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市
常住人口总量增加。2022年末，全市
常住人口773.0万人，比2021年末增
加 0.7万人。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
385.68万人，占 49.89%；女性 387.32
万人，占50.11%；性别比为99.57。

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受育龄
妇女数量减少、生育观念变化、婚
育年龄推迟、人口外流和人口老龄
化等多重因素影响，2022年全市出
生人口减少。2022年全市出生人口
6.5 万人，出生率为 8.35‰；死亡
人口 6.3 万人，死亡率为 8.17‰；
自然增长人口 0.2万人，人口自然
增长率为 0.18‰。与 2021年相比，
全市出生率下降0.47个千分点，死

亡率上升0.22个千分点，人口自然
增长率下降0.69个千分点。

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2022 年末，全市 0—15 岁人口为
197.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 25.5%；
16—59岁人口为 432.0万人，占全
市人口的 55.9%；60岁及以上人口
为 144.0 万 人 ， 占 全 市 人 口 的
18.6%，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16.7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5.1%。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受城镇
区域扩张、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和乡
村人口流入城镇等因素影响，城镇
人口继续增加，新型城镇化质量稳
步提高。2022年末，全市城镇常住
人口 369.57万人，比 2021年末增加
4.97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403.43 万
人，比 2021年末减少 4.27万人。城
镇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
（城镇化率）为 47.81%，比 2021 年
末提高0.60个百分点。

我市公布2022年人口数据

全市常住人口773万人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刘远峰） 2月26日，因疫情中断了
三年的睢县图书馆周日“读书会”
活动再次开启，拉开了 2023 年睢
县全民读书活动的序幕。

脉脉书香，润泽心灵。睢县图
书馆自 2011 年开始组织“读书
会”活动，参会的有退休干部，
有工人、农民，也有教师、学
生，还有街面上的生意人和爱好
读书的各类人士。“读书会”活
动的开展激发了大家读书的积极
性，提升了读者的文化素养，增
强 了 群 众 的 文 化 自 信 。“ 读 书
会”活动期间，广大会员或分享

自己的阅读方法，或交流自己的
心得体会，气氛热烈友好，精彩
的阅读分享把大家带入书的海
洋、知识的国度，活动中，读书
声、掌声此起彼伏。书友们分享
读书乐趣，共享读书美好时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睢
县图书馆在每周日的“读书会”
活动期间都向大家推荐经典书
目，并组织引导人们积极参加读
书活动，倡导“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为推进全社会文
化自信自强、深化全民阅读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受到了睢县读者
的热烈欢迎和一致称赞。

睢县图书馆开展“读书会”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
凌伟） 农机助力，春
耕 更 高 效 。 2 月 27
日，记者从市农业机
械 化 服 务 中 心 了 解
到，我市各地已投入
1.67 万台农机具投入
春耕生产，提高春耕
机械化水平，为今年
春耕生产提供有力保
障。

这两天，在永城
市苗桥镇李黑楼村的
3600 亩高效农业示范
田内，自走式喷杆喷
雾机开进田间，农技
人员科学制定药剂配
方 ， 通 过 机 械 化 植
保，助力春季田间管
理 节 本 增 效 。 夏 邑
县、民权县等地，还
组织技术娴熟的农机
手 们 组 建 作 业 服 务
队，投入春耕生产，
提 高 春 耕 机 械 化 水
平，同时集中对农机
手进行技能培训。

“正值春耕备耕
关键时节，我们正在
积极筹备柘城县第一
届农机展销会，为农
机生产厂家、经销商
和 农 户 搭 建 交 流 平
台，其中新型的植保
机械将会在春耕备耕中发挥重要作
用！”柘城县农机农事协会会长柳凤志
说。

“为扎实做好春季农机化生产工
作，全市农机部门立足行业担当作
为，坚持早谋划、快行动、抓服务、
保安全，有条不紊地推进全市春耕备
耕工作，为实现全年粮食丰收开好
局、起好步。”市农机发展中心负责人
说。

据介绍，市农机发展中心及时印
发了《关于做好 2023年春季农机化生
产工作的通知》，成立了春季农机化生
产工作领导组，制订了具体的工作落
实方案，对春季农机化生产工作进行
了部署，并重点围绕农机技术指导、
农机人员培训、机具检修、农机供应
保障、农机购置补贴、农机作业服
务、农机安全生产等方面，加大工作
力度，细化落实措施，强力搞好服
务，确保春季农机化生产顺利进行。

截至目前，全市已投入农机技术
人员 251人次，培训农机手 0.57万人，
检修农机具 4.83 万台，投入农机具
1.67 万台，完成机械耕整地 9.05 万
亩、机播面积 9.03万亩、机械浇地 7.1
万亩次、机械植保面积73.6万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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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睢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在白楼乡海涛农机
专业合作社开展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调动农民购买
和使用农机的积极性，为加快全县现代农业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繁荣，助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2月26日，农户在鸭苗孵化车间忙碌着。总投资15亿元的广西桂柳牧
业集团夏邑产业园，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鼓励群
众发展种鸭养殖，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