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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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
日，一场雨过后，睢县
潮庄镇芦笋种植基地，
正在盘根的芦笋郁郁葱
葱，长势喜人。

“我这 4亩芦笋要不
是包村干部和村委会干
部做工作，我早就犁掉
了。没想到今年收购价
格9元一斤，仅春茬芦笋
总收入就有 6 万多元。”
正在进行芦笋管理的种
植大户刘傲云难掩内心
的激动。“现在我明白一
个道理，无论何事，贵
在坚持，我不但要种好
现 有 的 ， 还 要 扩 大 规
模，并在品种上、土地
改良上下功夫，种植芦
笋致富最可靠。”

芦笋种植曾是潮庄
镇 群 众 致 富 产 业 ， 而
且 成 为 睢 县 “ 南 笋 北
椒 中 果 蔬 ” 农 业 产 业
布 局 的 领 头 雁 ， 潮 庄
镇 由 此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芦笋小镇。”

疫 情 期 间 ， 受 交
通 、 市 场 、 进 出 口 等
因 素 影 响 ， 芦 笋 难 以
销 售 ， 价 格 下 滑 ， 笋
农 种 植 积 极 性 降 低 ，
全 县 种 植 面 积 日 益 缩
小 。 2022 年 上 半 年 ，
潮 庄 镇 芦 笋 种 植 面 积
仅 5000 多亩。

“创业不易，守业更
难。”潮庄镇党委负责人
说，芦笋产业不仅是睢
县的金字招牌，更是适
合“三农”发展的好项

目、好产业，必须保留
住、发展好、上台阶，
成为群众“致富宝”。

为保留芦笋种植面
积 ， 潮 庄 镇 在 “ 保 ”

“带”“招”上下功夫，
实 行 深 耕 、 育 苗 、 购
销、土地等政策性种植
补贴，并联系江苏、郑
州等生鲜蔬菜市场，助
农销售，最大限度提高
笋农保留种植面积的积
极性；依托“五星”支
部创建、六面红旗创建
活动为抓手，充分发挥
村 党 支 部 示 范 带 头 作
用 ， 号 召 党 支 部 负 责
人、党员、干部在保留
自 己 种 植 面 积 的 基 础
上，流转农户即将耕犁
的笋田；扩大招商，招

引外地商人到潮庄镇开
展 土 地 转 租 、 自 产 自
销、产品深加工等。

“目前行情不错，芦
笋种植绝对是农业高收
入产业。”来自徐州的经
销商沙军说，他自 1982
年就从事芦笋种植，后
来从事芦笋经销。2016
年，潮庄镇发展芦笋产
业后，他便长期与该镇
合作。

郭庄村党支部负责
人张防震说，村民想要
致富，最重要的还是产
业 兴 旺 ， 经 过 实 践 证
明，芦笋产业最适合村
民发家致富。他成立的
防震芦笋种植专业合作
社为村民提供笋苗、生
物肥、技术、收购等服
务，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现在芦笋价格上涨
了，又有合作社为我兜
底，可以大胆干了。”村
民陈二林说，他今年发
展芦笋种植 10亩，从整
地到销售，均有防震芦
笋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其
提供一条龙服务。

镇 党 委 负 责 人 表
示，目前该镇已与河南
（睢县）云腾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初步达成合作意
向，经过净菜产业园把
芦笋直销上海、北京等
市场。同时拓宽芦笋产
业 链 条 ， 招 引 芦 笋 茶
叶、芦笋罐头等深加工
项目，提升芦笋产业价
值，让芦笋产业接续焕
发致富活力，成为潮庄
镇乡村振兴路上的强大
引擎。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自“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睢县高站位统筹部
署、高标准精准规划、高质量推动创
建，坚持寻标对标、先行先试、全党全
员，注重实在实效，严把规划关口，理
顺创建路径，以创建“文明幸福星”为
抓手，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全面增
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让乡村
治理更加有效。

该县将六面“红旗村”创建与“五
星”支部创建结合起来，在农村开展

“夺旗晋星”活动。建立“党委统揽、分
片包干、村级争创、网格推进”的组织架
构，成立“文明幸福星”创建工作专班，各
乡（镇、街道办事处）、村（社区）同步成立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县级层面建立健全

“总牵头+分牵头+各单位具体指导”工作
机制、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和督导、调研、奖
惩等工作机制，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局
面。截至目前，已选派1200余名机关干部
下沉村（社区）参与网格治理，动员乡、村
两级党员干部1800余人进入农村网格，构
建“领导靠党、治理在网、调度有方”的
网格治理新格局。

为抓好文化阵地规范建设，按照有
机构、有场所、有队伍、有活动、有项
目、有机制的“六有”标准，整合综合
文化实践中心、文化广场、便民服务网点
等，依托全县20个乡（镇、街道办事处）
实践所、547个村（社区）实践站，完善
升级图书阅览室和文体活动室等各类功能
室。组建1841支乡村两级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队，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整合各类资源，建成凤城街道办事处、城
关镇、周堂镇、孙聚寨乡、平岗镇、潮庄
镇等6个文明实践示范所，尚屯镇回示村
和周堂镇黄堂村、齐庄村等21个文明实践
示范站，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深化拓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

该县以文明村镇创建为统领，扎实
开展“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乡村光荣榜”等评选活动，深入挖掘
选树群众典型。截至目前，“乡村光荣榜”省级上榜 8人、市级上榜 22
人、县级上榜 132人，表彰十星级文明户 200多户，表彰县、乡、村三
级“孝善敬老”模范 1.6万余人，全县上下营造出学习先进、崇尚先进
和争当先进的良好社会氛围。后台乡评选出“最美党员”“最美乡贤”

“最美儿媳”等 10类奖项 100余人，在全乡掀起了学习“最美”、崇尚
“最美”、争当“最美”的良好氛围，切实提高群众满足感幸福感。

该县还依托 547个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极开展孝道文化节、
孝善饺子宴、日间照料、老年食堂等志愿服务活动1200多场次。依托“百
姓文化超市”平台，办好“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建设“乡村文
化合作社”，组建合唱、广场舞、篮球等队伍，开展“村晚”、趣味运动会等文
体活动。西陵寺镇以“幸福西陵”工程为抓手，以孝道善行为主要内容，开
展“一课”“一节”“一盆”“一碗”“一扫帚”“一善”等理论教育64场次，开展
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180多场次。西陵寺镇孟楼村举办中华母亲节、孝亲
敬老百叟宴等活动 22场次；后台乡李庄村自制村歌，闫庄村民自编自导
自演本村春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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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潮庄镇

芦笋小镇焕发致富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
员 杜传忠）近年来，睢县乡村振兴
局党组成员以“三会一课”和主题
党日活动为重要抓手，把乡风文明
建设融入组织生活。精心组织、周

密部署，聚焦乡风文明建设，大力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助力文明乡风建设。

该局通过理论学习，补足精神
之钙。他们坚持集中学习、分散学

习业余学习相结合，重视学习效
果，强调学以致用，把理论学习与
实践结合起来；把政治学习与业务
强化结合起来，贯穿于日常工作、
生活中。坚持学中有思，学中有
问，学后有解。同时，定期召开专
题会议，部署文明创建工作。

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五
项标准之一，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内容，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
量和软件基础。该局先后开展了
送戏下乡、“村晚”、文化大观园建
设等活动，因地制宜开发文化资
源，发挥乡村文化设施经济价值，

为乡村振兴积蓄丰富的文
化力量。

睢县乡村振兴局

塑文明乡风 促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近日，2023年睢县河集乡刘
浩阳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在睢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杞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鹿邑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的共同努力下，通过跨区
域联动“1+N”远程异地评标
新模式，历时约 5个小时，圆
满完成评审工作。这标志着
睢县在常态化远程异地评标
的基础上，首次真正意义上
实现跨区域联动“1+N”远程
异地评标。

本次评审以睢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为主场，鹿邑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杞县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为副场
同时开展评标。依托全新升
级的电子开评标系统，三地
专家通过互联网音视频进行
实时同步互动交流、评审打
分、自动生成评标报告，实现
专家跨区域评标、专家资源
共享，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
促进了招投投标的阳光公
开，有效提升了评审质效。
同时，通过实时监控，实现
行业监管部门对远程异地
评标“全过程、零死角”监
管，整个评标、监督过程的
音频、视频清晰，记录完整，
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公开
透明，确保整个评标过程
公开、公平、公正，为实
现睢县公共资源交易远程
异地评标的规范化、常态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睢县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了更加公平、公
开、公正、规范、廉洁、高效、阳光的招标投
标服务环境。

三地合作开展跨区域远程异地评标，一方面
将整合共享优质评标专家资源和场地资源，打破
地方分割和区域屏障，提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
服务能力和水平，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发挥积极
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开展“一标三地评”，对招
标人、投标人和评标专家从地域上、空间上实施
硬性隔离，依托科技力量维护公平、公正的评标
秩序，从根本上切断利益链条，坚决杜绝“人情”
标、“关系”标，切实保障了招投标工作的严肃性、
规范性。

下一步，交易中心将以跨区域联动“1+N”远
程异地评标新模式为契机，持续扩大远程异地评
标“朋友圈”，不断推动远程异地评标工作取得新
进展，助推睢县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工作迈上
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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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李 慧）为进
一步提高广大师生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真
正掌握各种灾害发生时迅速逃生、自救、互救的
基本方法，近日，睢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消防救
援大队和水上义务救援队深入襄邑路小学，组织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进校园活动，为师生送去了一
堂生动有趣的“安全应急课”。

县水上义务救援队志愿者结合小学生活泼
好动的特点，运用现场示范、模拟的方式，向他们
传授了运用矿泉水瓶自救互救、溺水仰卧逃生等
知识。

县消防救援大队志愿者为师生播放了消防
安全警示片，并结合火灾案例向师生普及了火灾
逃生知识和灭火器的使用方法，面对面指导学生
正确使用灭火器。

县应急管理局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师生宣讲校园安全知识，运用现场提问的方式与
同学们互动交流，调动学生听讲的积极性，加强
学生对安全知识的学习和记忆。同时，志愿者还
为师生发放了《校园应急安全手册》《社区应急安
全手册》等。

随后，县应急管理局和县消防救援大队的志
愿者组织师生开展了校园地震逃生和火灾逃生
应急演练。

此次活动通过新鲜的教学模式，寓教于乐，
让同学们热情高涨，争先表达自己对应急科普知
识和技能的理解。活动的开展让同学们在潜移
默化中把安全理念根植于心。

睢县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企业生产经营受出口影响有多大？”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对优化营商环境有何
建议？”近日，睢县工商联组织对会员企业生产一线实地走访，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这是睢县工商联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企业
大走访”活动的一个缩影。

为倾力打造“审批更简、流程更优、机制更活、成本更低、效
率更高、服务更好”的一流营商环境，6月20日以来，睢县工商联
积极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此次“企业大走访”活动成立了
10个走访组，由副主席、副会长带队，按照“分片走访、多方联
动、全面覆盖”的原则，对全县12家行业商会和68家工商联常委
以上会员企业开展实地大走访。以“五进”（进项目、进园区、进
厂房、进车间、进工地）的形式，面对面听取企业建议、了解企业
诉求。重点就企业对政策落实、承诺兑现、政务服务、规范收费、
监管执法、诉求解决、发展环境等7个方面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
梳理，进一步掌握企业发展面临的难点、痛点与堵点。

调研中，各调研组都向企业传达了县委、县政府畅通政企沟
通渠道、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决心。希望各企业结合工作
和生活实际，讲真话、谏真言，摆实情、提良策，县工商联将认真
梳理问题、研究解决方案，做实做细服务举措，为企业解燃眉之
急、纾发展之困，全力推动“企业敢干、企业能干”，营造开明开
放、安商富商的营商环境。

“下一步，我们将主动作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形成顺畅
的党政沟通服务渠道，切实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县政府二级
调研员、县工商联主席李涛表示。

通过走访，共收集问题 67条。县工商联将建立台账、形成
问题清单，科学研究解决办法，以实际行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为企业排忧解难，真正让走访见到实效。

睢县工商联

开展营商环境满意度大走访活动

近日，睢县住建局干部经文彬利用工作闲暇
之余，驱车 30多公里，慰问其帮扶多年的平岗
镇茶徐村脱贫户徐照永。

据了解，徐照永和爱人均已年过六旬，身体
情况都不太好。几年前，经文彬对口帮扶老两口
后，帮徐照永爱人办了慢性病卡，积极寻找致富
门路，该户已于2018年年底脱贫。

在帮扶的过程中，经文彬和两位老人结下了
难以割舍的情缘，每逢节假日或农忙季节都要到
他们家走一走，看看是否还有困难需要帮助，时
刻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把他们当成一家人。

今年麦收繁忙季节已经过去，徐照永家的生
活状况一直牵挂着经文彬的心。当天下午，经文
彬赶到茶徐村，当了解到他们家里的小麦已经全
部颗粒归仓，并且玉米、大豆都已种上，经文彬
感到非常欣慰。

睢县住建局干部经文彬

心系帮扶户 慰问送温暖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刘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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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业波黄业波 摄摄

▶7月4日，工人在阳新高速睢东新区站施
工。进入夏季以来，阳新高速睢县段建设步伐加
快，配套设施建设接近尾声。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7月4日，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睢县云腾
生态园内，工人正在管理无土栽培蔬菜。眼下，
该产业园内的蔬菜长势喜人，成熟后将销往北
京、上海等地。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胡堂乡李尧村举办孝善饺子宴。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