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冰 通讯员 王
宝玉 董连喜）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
际，位于市华夏路的名剪烫染理发
店携手睢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京港
社区开展为退役老兵义务理发活
动，进一步弘扬辖区拥军氛围，增
强退役军人的幸福感、荣誉感。

7 月 31 日，记者在理发店发
现，理发师先详细了解退役老兵的
需求，并按照各自的期望进行“私
人订制”。在理发过程中，认真听取
他们对发型的喜好和要求，一边理
发一边和老兵唠家常。现场欢声笑
语，其乐融融。

“这个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
暖、关爱。剪了头发，人精神多
了，谢谢你们！”退役军人们纷纷为
理发师点赞。

“我们店这次开展的为退役老兵
免费理发活动将持续 10天，欢迎退
役军人来店里理发。”该理发店店长
董赛赛表示，“我们能为退役军人
们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是非
常有成就的一件事。正是有了他
们 的 付 出 ， 才 有 我 们 的 岁 月 静
好。今后，辖区内的退役军人只
要持有退役军人优待证来店里理
发就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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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发店义务为退役老兵理发

7月31日，民权县南华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在介绍创文创卫经验。据
悉，该街道办事处以背街小巷改造等民生工程为切入点，解决群众关心关
切的问题，纾困解难，赢得群众的一致点赞。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本报讯（记者 翟华伟）“我提出申
请办理低保，民政部门核查后，及时给
我进行了办理，十分感谢民政部门。”7
月 31日，夏邑县会亭镇莲花台村村民王
某充满感激地说。

不久前，王某提出申请办理农村低
保。当地民政部门通过市社会救助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系统进行信息核对，发现
其因患乳腺癌手术花费巨大，生活陷入
困境，但其名下有一家牡丹种植专业合
作社。当地民政部门组织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开展调查发现，王某注册成立的合作
社是一个“空壳”合作社。鉴于王某家庭
确实困难，在村委会为其出具了“合作
社没有经营行为”的证明后，当地民政
部门及时为王某办理了低保。

据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我市聚焦精准、创新、提质、赋

能，在助力精准认定救助对象上取得
了新成效。今年上半年，共接收各类
救助委托 852.3 万户次、855.4 万人
次，检出有效信息 19.8万户次、20.7
万人次，检出率为2.4%，共交叉比对
各类信息 45.08 万条，预警 3078 人，
认定符合救助条件纳入救助范围 41
人。通过基层核对工作人员线上大数
据核对、线下入户调查，确保了民生
政策精准服务于特定群体、符合条件
的困难群众第一时间得到救助，让救
助更有温度。

聚焦精准，持续推进部门数据共
享。今年年初起，我市共享数据渠道
由以市级为主，逐渐转变为向省部级
拓展，上半年，共享了市司法局 1个
市级部门信息，共享了人社部、省税
务局、省财政厅等7个部门19类省部

级数据。截至目前，核对系统共享了
23个部门 66类数据，为精准救助提
供了重要数据保障。

聚焦创新，不断拓展核对服务范
围。目前我市共开展核对项目 25
项，其中，今年上半年受委托开展核
对项目 11项，包含城市低保、农村
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信
息。此外，还进一步向数据要价值，
全面挖掘核对系统效能，拓展服务范
围，探索开展了赡养奖补、高龄津贴
等救助项目的核对服务应用。

聚焦提质，全面提高综合业务能
力。优化业务流程，在“即时提交、
即时核对、即时出核对报告”的基础
上，对疑点信息全部入户调查，参考
入户结果确定是否符合救助条件，确
保救助及时、精准。创新核对人才培

养模式，定期开展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
练，对先进县（市、区）进行表彰。

聚焦赋能，全力提升监测预警水
平。不断完善监测预警模型——提升低
收入人口返贫致贫监测预警能力，为社
会救助“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
变提供有效支撑；建立定期监测预警机
制——每季度将乡村振兴部门返贫致贫
信息中不享受低保特困的重病重残信息
进行预警，将预警信息反馈基层入户调
查，确保应保尽保；持续优化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预警指标——联合商丘师院对
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指标进行了优
化，结合风险程度及监测预警变化对指标
进行了细化。通过逐步调整指标，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体系框架更加科学，指标
设置更加合理，预警更加精准，为下一
步建造模型推广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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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8日，位于睢县城北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内的中国鞋都博物馆迎来
又一批开展研学活动的河南理工大学
的大学生们，从象牙之塔到中国鞋都
博物馆，从抽象到具体，鞋文化在他
们心中的印象有了质的飞跃。

走进鞋文化博物馆，一双双珍贵
鞋文物映入眼帘，在透明的玻璃窗内
诉说着自己的身世，从最古老的鞋到
现代制鞋的嬗变轨迹，讲解员将一个
个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在民族鞋履
展台，色彩丰富、姿态万千的少数民
族鞋履整齐陈列，皮靴、布靴、绣花
鞋、草鞋等款式繁多，吸引着学子们
的目光。“当我们一走进来，就仿佛
进入了‘鞋的海洋’，中国鞋都博物
馆果然名不虚传啊，让我们大开眼
界！”大学生刘伟说。

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
的物质条件，也是人类文化的缩影，
从石器时代使用的兽皮裹脚到现在拥
有礼仪文化内涵，鞋是怎样的发展历
程和变革？坐落于睢县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的中国鞋都博物馆会给你开启
一双鞋子的文化之旅，揭开鞋文化的
神秘面纱。

据该馆讲解员罗梦娜介绍，睢县
中国鞋都博物馆始建于 2021 年，总
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分上下两

层，二楼打造成全国鞋类竞赛、制
定基地多功能平台，一楼为展

厅。展厅分为一双鞋、一条
路、一群人、一起拼、一座
城、一定赢六个部分，是

迄今国内展馆面积最大、涵盖古今中
外鞋文化发展史最全面的鞋博物馆。

在博物馆内，以“鞋履文化、睢
鞋渊源、睢鞋发展、鞋业未来”为叙
事主线，我们可以感受从中国原始社
会时期，商周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以
及近现代中国制鞋史的洪流，裹足
皮、木屐、三寸金莲鞋和现代的休闲
运动鞋等实物、图片，通过声光电10
个展示平台进行展示。在这里，我们
还可以了解到鞋文化集萃，汉字里鞋
的不同叫法，小朋友穿的虎头鞋，结
婚时穿的龙凤呈祥鞋，还有老年人穿
的延年益寿鞋，以及连接阴阳的送老
鞋，都表明鞋与人生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还有一些关于鞋的成语、诗词、
谜语，像苏东坡的经典诗句“竹杖芒
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等。

馆内除展示中国的鞋履文化外，
还展示有历史悠久的凉鞋、形状各异
的皮鞋以及经典款式鞋等西方鞋履文
化。同时还从全球化的视野展示了中
国制鞋产业发展之路，全球制鞋行业
发展趋势。

进入产业之履展示区，阐述了睢
县自 2011 年开启“一年打基础、三
年上规模、五年成基地、十年创鞋
都”的发展制鞋产业历程，从“无中
生有”到打造成中国制鞋产业基地、
国家火炬智能终端特色产业基地、全
省“十快”产业集聚区第一名、河南
省优秀产业集聚区。

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城市
强。最后一个展区阐述的是一双鞋带

动一座城，打造出鞋驱运动之城、鞋美
生态之城、鞋惠幸福之城，睢县制鞋
产业从“一枝独秀”，到“遍地开花”，
在承接中转型升级，在转型中高质量
发展，赢在方向、赢在平台、赢在生态、
赢在人心、赢在人才、赢在创新。中原
鞋都向中国鞋都迈进，步履铿锵，行进
在建设富强、和美、清新的现代化睢县
征程上。

据悉，该博物馆还联合福州大
学、陕西科技大学、温州大学等 12
所大学，打造了全国鞋类技能竞赛基
地，已经连续两年成功承办全国鞋类
设计师大赛，促进睢县制鞋产业向个
性化、差异化、高端化方向发展；联
合保利集团、中轻集团、中革鞋院成
立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 （睢
县）分院，建成河南省鞋类质量监督
检测中心，对皮鞋、纺织面料鞋、塑
料鞋、橡胶鞋四大类 33 种鞋类产
品 106个项目进行检验，为睢县鞋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目前，睢县中国鞋都博物馆是
河南省乃至全国展示鞋文化的典范和
亮点，在这里不仅能感受鞋文化的发
展历程，还能体验制鞋产业的工艺流
程和科创魅力。”该馆讲解员罗梦娜
说，自 2022 年开馆以来，已接待中国
人民大学、上海大学及省内 300余个
社会各界团体来此考察、参观、学习，
许多专家和学者对睢县中国鞋都博物
馆的建设规模、文化内涵、理念发展赞
不绝口，并称对全国鞋业发展和推进
文旅融合发展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中国鞋都博物馆开启鞋文化之旅中国鞋都博物馆开启鞋文化之旅
文文//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黄业波 通讯员通讯员 甄林甄林 图图//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黄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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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加强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工作

“线上+线下”齐发力 精准救助“快”服务

民权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开展“戏曲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朱光伟）“唱的是传统
曲目，演的是居民喜闻乐见的民俗
故事，传递的是党的好政策，懂戏
曲的居民时不时跟着哼唱，演出现
场十分热闹，没想到俺在家门口就
能看大戏。”7月 31日，在民权县绿
洲街道办事处东城社区，坐在小板
凳上看戏的居民李安栋夸赞不绝。

当天，民权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联合民权县志愿服务总队，组
织文艺志愿者，开展“戏曲进社
区”巡回演出活动。

活动现场，文艺志愿者表演了
《朝阳沟》《桃花庵》《烤红》等豫剧

经典唱段。这些节目通俗易懂，符
合居民口味，真正让居民近距离地
感受到戏曲艺术的魅力，享受了一
场开心的免费视听盛宴。

民权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
责人表示，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的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已
逐渐成为面向居民开展理论宣讲、
主题教育、文化传承和提升思想觉
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的综合实
践平台。今后，该中心将根据社区
居民的需求，按照“政府买单，居
民看戏”的方针，持续“点单”各
类文化配送服务。

鞋品展示

鞋与民俗鞋与民俗

书法进军营 翰墨飘香庆八一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在八一
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 28日，睢县
文联、睢县书法家协会组织张
强、吕鸿飞、张明等书法名家
来到睢县人民武装部，开展

“翰墨庆八一 书法进军营”活
动（如右图 黄业波 摄），以
现场创作、赠送书法作品的形
式，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活动现场，书法家们展卷
提笔、挥毫泼墨、以字传情，用
一幅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表达了
对军人赤胆忠心、精忠报国的赞美
之情，激励广大官兵永葆军人本
色，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官兵们看
到书法家用笔铿锵有力，笔墨饱
满，气势恢宏，无不赞叹。

睢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张三星表
示，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军营文化

生
活 ，

也 让 大
家近距离感

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
步增进了军民鱼水情。睢县将不断
提升拥军服务质量，以切实行动做好
拥军服务工作。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陶敬智）当前，睢县110多万亩秋作物
长势较好，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部
分田块病虫草害呈多发态势。该县
农业农村局启动农技专家支农活动，
连日来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苗情、墒情、虫情调查，因地制宜
制定玉米、大豆等秋作物生产技术指
导意见，助力夏管工作有序推进。

“咱这个地块啊，已经发生了虫
害，症状比较重。这个时候，可以
选用高效氯氟氰菊酯、甲维盐等药
剂进行喷洒，喷洒的时候还可以加
上杀菌剂，起到一喷多防的效果。”
7月 30日，在西陵寺镇后赵村种粮
大户王国启的800多亩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田里，市科技特派员、睢
县农技推广站站长、农技推广研究
员王中玉对王国启说。

“刚才专家讲了虫怎么治，用什
么药，讲得很详细，明天如果不下
雨，我就抓紧打一遍药。”王国启说。

除了现场解答农民朋友提出的
一些夏管技术难题外，农技人员还
根据不同地块的苗情，指导农民抓
住关键环节进行分类、分期管理，
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农技专家指出，眼下是夏季田
间管理的关键时期，要做好病害的
防控，比如玉米的褐斑病、南方锈
病、叶斑病及大豆的叶斑病，选用对
路的药剂进行综合用药，起到一喷多
防的效果；要加强肥水的管理，要
根据地块土壤的墒情，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做到旱能浇、涝能排；要
做好科学化控，对于花生和大豆一
定要根据大田长势，选择对路控旺
剂进行科学化控，预防旺长和倒伏。

农技专家田间地头送“农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