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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整洁的小路，漫步在被葱
郁的竹林包围的虞城县城郊乡郭土
楼行政村，看农家院古朴典雅、竹
海果园鹅成行，闻竹廊曲水花草
香。小桥流水、荷塘月色、木船水
轮，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色……

“俺以前只知道好景点都在外
地，没想到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好风
景。”7月 23日，在郭土楼行政村
杨善庙村，前来游玩的虞城市民高
红进高兴地说。

郭土楼行政村位于虞城县城郊
乡政府东北角，该村到县城约有 2
公里。多年来，利用位置优势，该
村探索实践“股份+合作”的土地
流转模式，农户以土地入股形式实
施土地流转，参与建设和经营，风
险共担、利益共享，把闲散土地统
一整合，用村集体的力量打造“豫
东大竹海”，把郭土楼村打造成一
个集生态种植、特色养殖、地方特
产、各地名吃为一体的生态休闲旅
游村。如今，该村打造有 450多亩
的豫东大竹海，发展有河南省繁殖
量最大的鹦鹉繁育基地和百鸟园，
建有中原特色的民宿，以传统中医
为特色的康养产业闻名方圆百里。

2018年，第一批乡村旅游项目
开始落地，村里建起了古色古香的

篱笆院、石墨盘、网红桥、游乐
场、生态鸟语林……从2018年到现
在，该村一共流转土地1500亩，计
划投资 2.2亿元，现已投资 3500多
万元。目前村里已种植竹林 450多
亩，豫东地区面积最大的竹林初具
规模。

在打造竹海景观的同时，郭土
楼村还配套建设了道路、公厕、假
山、停车场等设施，在道路两旁种
植近千棵果树。原来的臭水坑，经
过治理如今成了风景如画的天元
湖；在湖周边，每亩地投资4000元
种植了药用白芍、药用牡丹等经济
作物，不仅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每
亩地每年还能收入近两万元；在景
区内搭建农家小院，开发农家乐，
利用传统工艺打造特色绿色无公害
产品。截至目前，脐生堂康养中
心、木兰行知生态文化园、百鸟
园、水上乐园和儿童娱乐场所等已
经投入运营，2018 年至 2020 年暑
假期间日接待游客量近万人。一个
以竹海为特色、以古今孝善文化为
主题的生态文化旅游村已初具雏
形。如今的郭土楼村是国家 2A级
景区、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全国以孝治家示范基地。

随着村里的游客一天天多起

来，村民们的“荷包”也慢慢地鼓
了起来，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
游饭”。“我这两年投资过山车、转
马、碰碰车等儿童娱乐设备，每天
营业额将近 5000元。”村民张胜明
高兴地对记者说，“要是没有景区
的发展，就没有大家现在的好日
子。”村民张素芳投资了一家汉服
体验馆，每天收入4000元左右；村
民杨敏夫妻二人卖烤串，每天营业
额在2000元左右，还带动了周边近
20户村民卖铁板鱿鱼、鸡蛋灌饼等
小吃。很多村民也租了门店，在家
门口赚起了钱……

在郭土楼村，像张胜明、张素
芳一样吃上“旅游饭”的人越来越
多。截至目前，郭土楼村已有10余
户发展农家乐、农家小院和民宿
等。

“我们计划进一步发展乡村旅
游，加强乡村旅游的统筹和谋划，
在‘孝、草、竹、鸟、水’字上做
文章，做好乡村层面统筹、周边乡
镇统筹。建立乡村旅游发展大格
局，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逐步
落实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把郭土楼
打造得更美、更好。”虞城县城郊
乡政府副乡长、郭土楼村党支部书
记杨新文说。

豫东竹海生态村郭土楼豫东竹海生态村郭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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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海良）“我们救援队
每年都会在暑假期间，到各乡镇开展防溺

水宣传教育活动，讲授有关防溺水
的知识，呼吁同学们要学会保护自
己，不能随意下水游泳，让防溺水的
意识走进每一个人心中。”7月 21日，
在睢阳区李口镇前苗村举行的“乡村
大讲堂 暑期防溺水”活动中，商丘市
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黄伟说。

活动现场，市水上义务救援队
队员从溺水的严重性、关于溺水的
错误观点及如何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等方面，进行了防溺水安全教育宣
讲，让青少年及家长掌握自救和求

救方法。队员还为学生和家长们现场示
范了对溺水人员进行心肺复苏的施救方
法和步骤。黄伟希望家长增强安全意识
和监管意识，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特
别是周末或假期等课余时间一定要监管
好孩子；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让学
生全面了解防溺水方面的常识，提高自
救互救的能力，切实保障学生生命安全。

活动中，队员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开
展防溺水安全知识普及，不仅让广大家
长和青少年掌握了防溺水的基本安全常
识，有效提高了他们“防溺水”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确保他们过
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今天的活动让我受益匪浅，给我
们敲响了安全警钟，让我学到了许多防
溺水知识。珍爱生命，从我做起。”学
生李梓鑫参加活动后说。

据介绍，近几年来，商丘市水上义
务救援队坚持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
动。“今年以来，我们组织队员已走进
了全市 310多所学校开展水上安全知识
进校园活动，培训师生26万多人次。”黄
伟说。

乡村大讲堂 暑期防溺水

本报讯 （记者 张坤） 7 月 23
日，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河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发布通
知，为更好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和
城乡融合发展，决定开展中心镇建
设试点，永城市芒山镇、宁陵县柳
河镇成为全省第一批中心镇建设试
点。

芒山镇行政区域面积 71平方公
里，辖 26个行政村。芒山镇域内共
有 21 座山，蕴藏着多种矿产资源，
有全国文明的芒砀山旅游区。该镇
被评为全国重点镇，入选河南省第
一批重点示范镇、第二批中国特色
小镇、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
镇，并被评为创建全国无障碍环境
达标市县村镇。柳河镇行政区域面
积 78.27平方公里，辖 27个行政村。
该镇以水泥建材、面粉加工、机械
铸造、棉纱纺织、食品加工为主导
产业。该镇盛产白蜡杆、花生等。

是宁陵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是
省奔小康科普示范镇、省中州名
镇、省文明乡镇等。

据介绍，按照“因地制宜、分
类培育、优中择优”的原则，经过
材料审核、专家审查、现场调研，
确定了全省首批中心镇建设试点名
单，第一批试点周期两年。根据试
点工作成效，适时遴选省第二批试
点镇。

通过在全省选择部分建制镇开
展中心镇建设试点，鼓励市、县政
府和试点镇政府在工作体制机制、
发展举措、产业导入、政策保障等
方面先行先试，加快培育发展中心
镇，探索中心镇建设、发展模式和
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做法在全省推
广，推动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把中
心镇建设成为服务“三农”的区域
中心。

我市两镇入选省中心镇建设试点

乡村小“工厂”带动就业惠民生

身为教师，她辛勤耕耘，用心授
课，是学生的“引路人”；身为军嫂，
她默默付出，无怨无悔，全力支持丈夫
的事业；身为志愿者，她带领队员积极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时刻身体力行着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身
为女儿、儿媳，她孝敬父母、公婆，是
兄弟姐妹的好榜样……

多种角色，一颗初心！商丘市第一
中学教师路平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军
嫂教师的使命、担当和情怀。

日前，2023年河南省首届最美军嫂
候选人产生，路平榜上有名。“嫁给军
人的党员教师，必须处处冲锋闪光！”7
月23日，记者采访路平时，她说。

守三尺讲台 抒教育情怀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路平利用
一切时间和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
平，调整自己的专业结构。2015年，她
考取河南大学在职研究生，2017年考取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参与编写《明德
手册》等书籍。路平在学校政教处工
作，处理“问题学生”是重点也是难
点，她善用心理咨询的专业知识，以超
常的爱心与耐心，做孩子们的聆听者和
抚慰者，设身处地与家长沟通。

因为这位比父母更懂自己的“路妈
妈”，一个个曾经嚣张叛逆的孩子在她
春风化雨的引导下回归正常学习轨道，
日渐阳光开朗，走向优秀。领导和同事
们都说她是一专多能的好干部，是坚韧
不拔的铁娘子。

柔肩担重任 巾帼绽芳华

“我们的爸爸是军人，妈妈是‘超
人’。”这是一双儿女充满自豪又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路平与爱人陈振鹏风
雨连理14载，她无怨无悔，全力支持丈
夫的国防事业。在这个聚少离多的家庭
里，她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支撑着家庭，
两个孩子的一日三餐、辅导作业、收拾

家务、家庭教育，假期带孩子探望长
辈、做社会公益……她如每一位平凡的
妈妈一样舐犊情深，又以教师的职业敏
感高度重视孩子的教育。

在路平 14 年如一日的支持和鼓励
下，陈振鹏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部队
训练和管理工作中，出色完成了各项演
习和比武任务，先后荣立三等功 5次，
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军官，
而他们的家庭也先后被评为“商丘市最
美抗疫家庭”“河南省最美家庭”“全国
最美家庭”。

彰显责任担当 点亮志愿之光

在陈振鹏爱国情怀的感染下，路平
多年来一直热衷于公益活动和志愿服
务，她和朋友们共同组建了“益起圆梦
助学群”，每月为贫困学生资助生活
费，定期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将
爱心传播到世界更远的角落……

2022年7月9日，路平成为了一名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在她倡导下，成立
了“映山红”军嫂志愿服务队，开通了军
嫂信箱、军嫂热线，并成立了军人子女心
理关爱工作室等志愿服务项目，开展“情
暖军娃·共度八一”“情暖军嫂·共迎春
节”“国防教育进校园”等活动……

一路的努力和付出，让路平先后收
获了“商丘好人”及“商丘市最美军嫂”和
商丘市优秀支教教师等荣誉称号。“在诸
多荣誉中，我最引以为豪的还是‘军嫂’
这个称呼。我将一如既往地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好军嫂’的初心与本色。”路平
说。

2023年河南省首届最美军嫂候选人路平：

教师的风采 军嫂的情怀 志愿者的担当
本报融媒体记者 谢海芳

游客在网红桥上打卡游客在网红桥上打卡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周甜） 7月 23日，走进位于民权县
孙六镇孙北村的瑞辉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排排流水线正
在有序生产，30余名工人娴熟地组
装电子元器件，整个车间忙而有序。

“俺家里有老人和小孩，在这打
工，既能接送孩子又能顾家，比在
外面打工强多了……”家住孙北村
的朱秋霞高兴地说。

“这个工作操作简单好上手，工
资是底薪加计件的形式，多劳多
得。一个月差不多能拿到 3000多块
钱的工资。”一旁的王满边说边不停
地在操作台上忙活着。

近年来，孙六镇坚持以党建高
质量发展引领“五星”支部创建工
作，聚焦“产业兴旺星”创建目
标，立足产业优势，优化营商环
境，积极探索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的乡村振兴新路子，鼓励外出务工
人员回乡创业，拓宽乡村就业渠
道，帮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该电子厂现有工人 33
名，主要从事电子连接线、软排线
半成品加工组装工作，订单不断，
客源固定，效益可观。

“我之前在苏州电子厂打工，政
府鼓励在外人员回家创业，并且对
创业项目有优惠政策，于是 2021年
我回乡创业，已经连续两年扩大了
生产规模……”该企业负责人高辉
说，“我们厂将继续扩大规模，带动
更多群众就地务工，和大家一起实
现家门口致富的梦想。”

孙六镇党委书记杨德志表示，目
前，越来越多在外青年返乡创业，家
门口就业渠道越来越广，实现了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局面。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7月 20
日，河南省城管执法系统第三届

“最美城管人”选树结果揭晓，商丘
市城市管理局重点项目办、弱电办、
油烟办负责人路红江榜上有名。

据了解，为展现新时代河南城
管执法人员精神风貌，展示城管执
法队伍新形象，河南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在全省城管执法系统组织开展
了第三届“最美城管人”选树活
动。经组织推荐、专家评审、网上
公示和审议确定，日前，选树活动
圆满完成，路红江作为唯一一名商
丘城管系统执法人员，被选树为全
省城管执法系统第三届“最美城管
人”。

多年来，路红江跑遍商丘市区
大大小小的市政工地，解决了强弱
电迁改的一个又一个棘手问题，啃
掉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路红
江还以雷厉风行、立行立改的工作
作风，通过“打、防、管、治、

建”等措施，破解了强弱电整治的
短板不足，消除了各类问题隐患，
打造了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2017年，路红江接过餐饮油烟
整治的接力棒。他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执法程序，了解净化设备结
构、原理等，经常加班到深夜。通
过几个月的排查调研，路红江掌握
了第一手情况，制订了全市餐饮油
烟治理工作方案，印制发放宣传
册，深入餐饮企业宣传。形成了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餐饮油烟治理
工作机制，确保了商丘市餐饮油烟
整治工作顺利开展、持续推进。

多年来，路红江充分发挥了共
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先后获得商
丘市第一届“最美城管人”、全省

“十三五”污染防治攻坚战先进个
人、“第八批河南省岗位学雷锋标
兵”等荣誉，为商丘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和城市环境改善贡献了自己的
力量。

路红江入选全省“最美城管人”

7 月 23
日 ， 商 丘 火
车 站 志 愿 者
帮 助 困 难 旅
客 乘 车 前 往
目 的 地 。 面
对 暑 运 旺
季 ， 该 站 开
展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 为 旅
客 送 去 夏 日
一缕清凉。

本报融媒体
记者 邢栋 摄

7 月 23
日，民进商丘
市委市直二支
部、民进商丘
市委文化出版
支部走进市博
物馆开展“凝
心 铸 魂 强 根
基、团结奋进
新征程”主题
教育学习实践
活动。

本报融媒体
记者 鲁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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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开的冷饮店村民开的冷饮店

黄伟 （左二） 向孩子们宣讲防溺水
知识。 本报融媒体记者 吴海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