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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快报

7月 1日一早，柘城县退役老兵爱心早餐
服务站走进来一位熟悉的客人，她就是荣获商
丘市“十佳模范军嫂”称号的曹艳娜。她经常
为这里捐赠食用油等爱心物资，并一直坚持在
这里当义工。

曹艳娜今年 32岁，是柘城县人民医院一
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她的丈夫李森是福建省
军区直属单位的一名一级上士，在祖国的东南
边陲服役十多年。在婚姻里，曹艳娜忠贞不渝，
默默支持丈夫安心国防事业；在家庭里，她勇挑
重担，用爱和奉献支撑起整个家；在生活中，她
热心公益，将奉献社会当作她的人生追求，受到
大家的广泛赞誉。她先后获得了“商丘市十佳
模范军嫂”“最美军属”“柘城县青年五四奖
章”“商丘市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

曹艳娜是柘城县退役老兵爱心早餐服务站
的志愿者，其爱人李森每逢休假探亲也都要去
服务站做志愿服务工作，还经常捐赠生活物
资。2021年 7月，李森在休假期间突遇郑州暴
雨灾害。曹艳娜支持李森参加由退役军人组成
的商丘市众人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队，前往郑
州和新乡进行救援。作为救援队里唯一一名现
役军人，李森当仁不让地成了救援队的中坚力
量。他不顾个人安危，和队友一起解救受灾危
难群众，10天运送救援物资40余车5万余件。

疫情防控期间，曹艳娜作为柘城县人民医
院的一名医护人员，自愿前往疫情防控压力较
大的惠济乡核酸标本采集点工作。在高温天气
下，她日采集核酸标本2000余人次。在休产假
期间，她再次向医院领导和所在社区申请加入
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因工作突出、表现优
异，示范引领作用明显，今年 4月，曹艳娜被
授予柘城县“青年五四奖章”。

为了能让李森安心服役，曹艳娜承担起家
中所有家务。她的公公早年因车祸丧失大部分
劳动能力，婆婆因腿部摔伤无法干重活。她一
边照顾年长的公婆，一边照顾刚出生的幼女，从
不抱怨；还鼓励爱人在部队好好干，为国防建设
多做贡献。李森每次打电话时，她总是说“家中
有我你尽管放心”。曹艳娜经常被亲朋邻里夸
赞是好儿媳、好军属。曹艳娜一家因家庭和睦，
今年5月被商丘市授予“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曹艳娜和李森都热心公益事业。空闲时
间，他们经常到贫困山区当志愿者和义工，并参
与各种募捐活动；夫妻二人都签订了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书；每月还资助一名家庭困难的学生。

军嫂曹艳娜

用爱心为家乡增辉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张 超

近年来，柘城县牛城乡单桥村坚持“党建引领、
全村入股，结合县情、因地制宜，能人带动、产业富
民”的发展思路，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
产业振兴途径。目前，该村拥有特色农产品种植、儿
童高端食品加工、辣椒烘干仓储三大产业，共解决 50
余人就业，预计年纯收益 30 万元以上，初步实现了

“经济强村”的目标。

党建引领、全民参与，把群众发展经济的

热情鼓动起来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看支部。”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关键要有一个坚强
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单桥村位于牛城乡政府东北
部2.5公里处，287户1157人，耕地1400亩，脱贫户70
户258人，监测户7户22人，党员31名。

单桥村党支部书记单永亮是一位党性强、品行
好、懂经营、有思路的基层党支部书记。以单永亮为
班长的单桥村党支部，在群众中的威信高，能干事。

在“五星”支部创建中，单桥村党支部牢牢抓住
“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围绕“经济强村”这个目

标，多次召开全村党员大会、全体村民大会，同时通
过设置致富议题在全村微信群里进行讨论，让每一位
村民都参与进来，鼓动干劲，凝聚人心，把群众想发
展、要致富的热情充分调动了起来。

支部带头、全民入股，把群众发家致富的

愿望落实下来

单桥村在全县率先成立由村党支部领办的单桥村
共富家园种植合作社，设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由村党支
部书记担任理事长，确保合作社姓党、理事会在党、决策
权归党。通过全体党员大会和全体村民大会，明确了村
民认股原则，按照“上有封顶（20股）、下有托底（1股）”
的原则，每股作价 1000元，土地入股的，每亩作价 800
元。合作社按照“1126”的分红模式，即10%归村集体经
济、10%运行资金、20%发展资金、60%用于分红。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村里在广东经商的单强龙、
单赛龙，第一时间往合作社账户上打款20万元，要认购
200股。但村里有规定，每位村民认股上有封顶，最多只
能购20股。脱贫户张君兰已经74岁了，仍然坚持认了6
股。7天时间内，全村243户居民认购了股份，总股本现

金达到了 186.8万元。合作社成了村民在党的领
导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梦想
承载平台”。

结合县情、因地制宜，把发展需要

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

辣椒产业是柘城县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单
桥村位于柘城县国家级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导
区的核心位置。单桥村党支部就把传承深耕辣
椒产业作为单桥村产业发展的优先选项。该村
一期流转土地230余亩，200亩用于实施“辣椒+”
套种，即小麦辣椒套种、辣椒西瓜套种、辣椒白菜
套种，亩均年收益近万元。另外约30亩土地建了

10个日光大棚，用于发展西瓜、葡萄等经济作物。
合作社投资25万元，在村里一处废闲地上建成一个

5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为辣椒产业提供服务。厂房建
成后，很快就被在辣椒大市场经营辣椒生意的一位企业
负责人看中，整租了过去。同时，合作社又入股20万元。
该企业每年将为合作社提供租金和分红不低于6万元。

产业要发展，人才更是关键资源。单桥村党支部
根据全村在外经商的人才，结合村里的技工、厂房等
资源，逐个研究，最终决定与生产婴幼儿食品的上海
能芝食品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的老板是单桥村民单
昭，在村里口碑良好。村里提供厂房，合作社入股 100
万元，与单昭共同建设了一个以生产婴幼儿高端食品为
主的加工厂。目前，该食品加工厂已经投产，为单桥村
及周边村庄提供了30多个就业岗位。

单桥村流转土地的收入、出租厂房的收入和入股
食品企业的收入，预计年纯收益30万元以上。

制度上墙、财务公开，把高质量发展的蓝

图固定下来

单桥村党支部带头成立的共富家园种植合作社，有
合作社章程，明确了股东地位、认股原则、分红收益等各
项制度。同时，合作社决定聘请第三会计机构，规范财
务账目。合作社的所有规章制度向全体村民公开，资金
使用情况和收益分红情况一律上墙公示。

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落实
了村经济发展“三步走”的规划方案。根据方案，下
一步，单桥村将在现有产业的基础上，通过延伸链条
进一步壮大规模。待合作社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单
桥村将在村里建设一座农产品冷藏保鲜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基础。单桥村在
发展中，探索出的产业发展路子，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今后，单桥村党支部将一如既往团结村民加油干，
为实现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7 月 2 日，商丘师范学院测绘与规划学院副教授、
九三学社社员丁锦平博士带领学生到柘城县牛城乡单桥村指

导辣椒夏季管理。

牛城乡单桥村

党建引领兴产业 因地制宜富农家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7月3日，记者一行来到柘城县起台镇唐楼
村脱贫户张本宗的家中，看到他正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上认真学习。经过多年坚持，张本
宗的学习总积分已有74000多分，他还通过“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的扶贫理论和经验知识，实
现了增收致富。

张本宗今年 49岁，家中有两个哥哥和 80
多岁的母亲。因为大哥有先天性智力缺陷，且
母亲常年卧病在床需要照料，结果他的婚姻被
耽搁，至今未婚。张本宗在 2017年被识别为
精准帮扶对象。为了克服生活上的孤单，他便
把空闲时间用在学习上，不断给自己“充
电”。2019年，他接触到了“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从此开启了每日打卡学习的新生活。

张本宗说：“我觉得‘学习强国’不仅是
一个简单的学习平台，更给了使用者充实生活
的机会。现在咱们人人都离不开手机，如果能
把手机变成学习武器，那将会带来无限的可能
和快乐。”

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有不少农村创
业致富的典型经验介绍，这让张本宗跃跃欲试。
2020年，他流转10亩土地发展西红柿、大葱等特
色种植。近两年，他的年收益有6多万元。

“我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想在农村做点事
情，于是就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不断学习
新农人的致富经验，并慢慢尝试。”张本宗说。

唐楼村历来都有种菊花的习惯，但村民只
把菊花当作观赏植物种在院子周围。张本宗通

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得知，“一村一品”
正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好出路，于是就向村里提
出发展菊花种植、做大做强菊花产业。

唐楼村党支部委员张其玉说：“在村里的民
主讨论会上，张本宗率先提出了发展规模化种
植菊花的意见，散会后和我们村‘两委’一起挨
家挨户做工作，鼓励大家抱团发展。如今，我们
村的菊花种植已经成了特色主导产业。”

由昔日的贫困户到如今的致富带头人，张
本宗靠着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的不断学
习，取得了生活上的一次又一次新突破。未
来，他还有更多的打算，就是带动更多的村民
加入到学习队伍中来，在“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上收获更多的自信与幸福。

脱贫户变身“学习达人”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宋振豪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
员 武 月 黄含笑）柘城县政务
服务大厅针对老年人办事服务
设施不完善、服务渠道不畅通、
智能设备使用不习惯等问题，于
近日推出爱老便民服务措施，为
老年人开通了绿色通道。

为老年人推行“快捷办”。
通过查验老年人身份证、社保
卡等身份证明，为老年人等特
殊群体设立服务专区，提供专
人咨询、引导、帮办服务，打
开绿色通道，确保老年人办事
畅通便捷。

为老年人推行“贴心办”。
在老年人服务区配备老花镜、
医药箱、血压仪器、雨伞、轮
椅等设备；在等候区设置“敬老
专座”，设立清晰醒目的引导标
识；为老年人提供咨询引导、资
料填报、复印打印、帮缴代缴、政
策解答等便利化服务。

为老年人推行“优先办”。
政务服务大厅窗口统一设置老
年人优先办理标识，对老年人
到政务服务大厅办事或他人代
办老年人事项的，办事窗口在
办结当前业务的情况下，优先
办理老年人服务事项。

为老年人推行“陪同办”。
政务服务大厅为老年人办事提
供帮办服务，比如提供表格下
载、表格填写、材料复印、材
料预审、网上申报等全流程帮
办、陪办服务。

为老年人推行“代理办”。
除必须由老年人本人到现场办
理的事项外，其他高频事项均
可委托亲属或他人代为办理；
采取乡镇政务服务中心、村级
便民服务站明确专人负责老年
人事项代办工作等方式，向老
年人等特殊群众提供免费全程
代办服务。

柘城县政务服务大厅

为老年人提供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 蒋友胜 通
讯员 马学贤）近日，记者了解
到，濮新高速柘城段目前多处
施工项目已顺利完成，预计今
年9月底通车。

据悉，濮新高速北起河南
濮阳，南到湖北阳新，全长约
700公里，经河南、山东、安徽
到达湖北阳新，途经 23 个县
（市），与多条国家和高速公路
相交叉。根据整体规划，濮新
高速在柘城境内全长 28.722 公
里。自柘城县伯岗镇起，途经
岗王镇、申桥乡、李原乡、皇
集乡，至周口市鹿邑县高集乡
马炉村止。

7月 3日，记者在施工现场
看到，皇集乡王克仁村附近的
涡河大桥连续梁已顺利合拢，

濮新高速与207省道交会处，跨
207省道桥和李原乡境内的小洪
河大桥，都已施工完成。

在李原乡魏桥村附近，濮
新高速与商南高速柘城段交会
处，道桥跨高速段防撞护栏已
施工完成。

经过询问相关工作人员得
知，濮新高速全线通车时间预
计在 2023 年 9 月底。濮新高速
全线采用全封闭、全立交、全
线控制出入的四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全线设计行车速度为
120KM/h，路基宽 27 米。该项
目建成后，将有力促进区域交
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
完善河南省高速公路网，使区
域内高速公路运输效率和效益
得到更好提升。

濮新高速柘城段预计9月底通车

本报讯 （记者 蒋友胜 通
讯员 马学贤 汪晴晴） 随着气
温升高，各类病媒生物进入繁
殖季节，为有效防范和减少传
染病的发生及传播，保障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连日来，柘
城县组织开展了病媒生物防制
专业消杀活动。

柘城县联合第三方病媒生
物防制专业消杀公司，采取喷
雾消杀、悬挂灭蝇灭蚊灯、设
置捕蝇笼、布放毒饵站等方
式，重点对全县公共区域、重
点场所、城区道路两旁绿化
带、城乡接合部所有绿化带，
以及居民住宅小区、学校、医
院、农贸市场、车站、公厕、
垃圾桶等蚊蝇孳生重点区域进
行全面消杀，确保消杀工作不
留死角和盲点。

据统计，此次病媒生物防

制工作参与工作人员 120 多人
次，配备各类消杀设施 60 套，
出动车辆 15车次，发放宣传告
示 1500余份，共完成毒饵站新
装维护 1600个，悬挂灭蝇灭蚊
灯620余盏，完成重点场所重点
部位消杀 80个，有效降低了病
媒生物密度。

柘城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陈畅说：“下一
步，我们将加大宣传力度，进
一步加深广大居民对病媒生物
危害性的了解程度，使广大居
民掌握病媒生物防制的基本知
识和具体方法，引导社区居民
形成人人讲卫生、防疾病、保
健康的良好意识。同时也希望
广大居民朋友不要乱扔乱倒垃
圾，爱护环境，自觉开展居家
病媒生物防制，共同营造良好
的生活居住环境。”

柘城县

组织病媒生物消杀防制专项行动

◀ 7 月 4 日 ，
柘城县凤凰街道董
庄村村民在中药材
地里忙碌。当前，
当地农民加紧对田
地实施除草、施肥
等系列管护措施，
为中药材增产增效
打好基础。

张 超 摄

▶7月4日，柘
城县莲旺牧业有限
公司养殖场里，工
人正在为肉牛打耳
标。该养殖场占地
220 亩，总投资 2.5
亿元，现存栏肉牛
母牛9000多头，是
河南省规模最大的
单体肉牛母牛繁育
基地。

张书珲 摄

在田间劳作也不忘抽空学习的张本
宗。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