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加强养老项目谋划建设 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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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地处黄河故道腹地的
民权县，花木葳蕤，满眼是绿，景色
宜人。

徜徉在民权县乡村，记者品尝王
桥镇麻花庄村的贡麻花，采摘双塔镇
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有机瓜果，欣赏北
关镇王公庄村的虎文化文旅产品……
该县文旅特色产业方兴未艾，一幅产
业强、乡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在希
望的田野上尽情铺展。

“别看我们这个‘虎娃娃’不起
眼，价位低，可受游客和网友喜爱
了，需求量大，我们主要是‘走
量’，也不少赚。”8月 7日，王公庄
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峰拿着一个“虎娃
娃”向记者展示说。

“我们不仅仅是靠画画赚钱，以
老虎为主题衍生出来的文旅产品也能
给村民带来可观的效益。”“四小虎
王”之一的赵全喜说。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画虎村
“虎经济”越走越好，除了农民画家
画得好，还有一班经纪人跑市场搞经
营，这些“虎经纪”大多都是村里的
农民，他们专职从事卖字画、卖虎产
品，根据在展销会上搜集到的销售信
息，引导画家和村民们创作、制作文
旅文创产品，带动“以销定产”。

有数据显示，今年前 7个月，具
有民权本土特色的文旅文创产品“豫
剧之邦”及文子、庄子和中原系列葡
萄酒文化产品、中国画虎第一村的萌
虎系列产品、麦秸画、香囊等 120余
种“民权礼物”，令游客、网友和消
费者情有独钟，成为“诗和远方”的

“调味品”。

为了扩大销售渠道，王公庄村还
成立了王公庄农民绘画合作社，通过
电商、直播等线上渠道发展壮大画虎
产业，探索“实体店+经纪人+直播
间+网店”销售模式，辐射带动周边
两省三县5000余名农民从事画虎、制
作虎产品产业，年均销售产值 1亿多
元。

眼下的王公庄村已经探索出了一
条既彰显地域文化特色又能为公众提
供更多更好文创产品的发展之路，已
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一张文旅文创名
片，先后被评为全国绿色小康村、全国
文化（美术）产业示范基地、全国生态文
化村、全国十大书画村、全国十佳魅力
乡村、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

滔滔黄河，川流不息，流淌着中
华文明永续不绝的血脉，非物质文化
遗产就是伴河而生、绵延相传的人间
烟火。民权县提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贡麻花制作工艺，整合家庭工
厂和小作坊，成立了民权县麻花庄村
食品有限公司，麻花产业不断做大做
强，去年实现销售收入3000万元。

“在麻花尺寸、口味还有销售方式
上，我们都努力寻求突破、不断创
新，更加适应现代年轻消费群体的消
费理念，进一步扩大销售市场。”民权
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
说。麻花庄村建立了电商销售团队，
利用网销形式，将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民权贡麻花不仅仅局限于线下销
售，而是建成直播间，通过直播带
货，进一步打响了民权贡麻花的品牌
知名度。

“全村
一 起 炸
麻花，
小 康
生活
顶呱
呱！”
麻
花 庄
村 的
许美丽
作 为 亲
身 经 历 这
一切的村民，
说起来不禁脸上
堆满了笑意。

麻花庄村以打造特色乡村旅游为目
标，深挖麻花的文化内涵，建设了麻
花庄民俗文化馆，探索出了“文化+
生态+特色农业”的乡村旅游发展
模式，该村一跃成为了依靠发展特
色产业而迈向致富道路的典型村。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赵世忠说：“民权县大力发展休闲
度假、生态康养、旅游观光、农耕
体验，打响‘一村一品’‘一村一
韵’的乡村旅游特色品牌。培育民宿
和农家乐 40 家，开展集生态旅游观
光、民俗风情体验、农产品销售于一体的

‘农文旅’特色品牌节庆活动，先后创建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个、省级生态旅游示
范镇 4个、乡村旅游特色村 6个、乡村旅
游创客示范基地 1个、生态旅游观光园 1
个、乡村旅游康养示范村2个，带火乡
村旅游，带动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跑出‘加速度’。”

民权：文创产品鼓起群众“钱袋子”
文/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李亚 图/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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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绍峰） 8月 7日，在河北省涿州市
完成所有救援任务后，永城市民政应急救援队22名勇士
回到永城。在永城高速路口，随着载着勇士的车辆缓缓
驶出，社会爱心人士不停地欢呼，为勇士们献上了鲜花。

据了解，永城市民政应急救援队是首批进入灾区的
救援队之一。7月 31日接到河北省宁晋县的邀请后，该
救援队迅速反应，一共出动 22 名队员，驾驶 5 辆救援
车，携 4艘冲锋舟和其他水域救援装备若干，于当日下
午6点到达宁晋，开展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在充分了解现场情况后，救援队员穿戴好全套防护装
备，迅速展开救援工作，转移受困群众并运输物资。经过
不懈奋战，于 8月 1日完成宁晋的救援任务。随后，他们
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涿州市展开抗洪救灾工作。

抵达涿州后，救援队按统一部署开展抗洪救灾工
作，驾驶冲锋舟转移受灾群众。“最惊险的一次是救援一
个小孩，当时是在5米高的二楼窗户传递孩子，紧急时刻救
援船翻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也没多想就跳下去了。
当时我拽着网线把孩子身体固定在电线杆上，防止孩子被
冲走。只要能够安全转移群众，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谈
起在涿州的救援经历，该救援队团支部书记武亚东说。

历经五昼夜奋战，民政应急救援队转移被困群众
1600余人次。8月4日，当商丘市其他救援队归来时，永
城市民政应急救援队再次派出一支 7名队员的专业消杀
队伍和一车消杀药品赶赴涿州，对灾区进行清淤和消
杀。经过两天紧张工作，圆满完成了所有救援任务。8月
7日凌晨，救援队员们告别涿州，返回永城。

“我们救援队是首批到达灾区的救援队，也是最后返
回的，是商丘救援队中唯一在灾区从事清淤和消杀的救
援队伍，几天下来，我们的脚板都被泡烂了。”回忆起救
援经历，武亚东几度哽咽。

“看到高速路口这么多群众欢迎我们归来，我们非常
激动。虽然在抗洪救灾中，我们很苦很累，还出现几次
险情，但只要群众安全，生活有保障，所有付出都值
得！”永城市民政应急救援队副大队长梁晓宇说。

▲▲麻花庄的麻花庄的““网红网红
麻花孪生兄弟麻花孪生兄弟””在做直在做直
播带货播带货

夏邑县郭庄农贸区

就业帮扶车间助力村民就业

本报讯（记者 韩丰 张壮伟）“哒
哒哒……”8月 8日，记者走进夏邑县
郭庄农贸区杜集东村就业帮扶车间，
电动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10多
名工人各司其职，一派忙碌景象。经
过大家一双双巧手的缝制，一件件外
衣的半成品呈现在眼前……

正是这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
车间，吸纳了众多留守妇女在家门
口实现灵活就业。据了解，商丘市
钻强服饰有限公司夏邑杜集分公司
2020 年正式进驻该村就业帮扶车
间，主要生产外贸服装，解决了当
地劳动力 20余人就业，人均增加月
收入4000元左右。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
近年来，夏邑县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聚焦提升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加大就业创业工作力度。因地制宜
发展就业帮扶车间，让“小车间”成

为“大舞台”、发挥“大作用”，鼓起了
村民的“钱袋子”，让村集体经济发展
更有“钱景”。

“因为家有老人需要照顾，我没
办法出去务工。如今，能在家门口
工作，赚的钱不比在外务工少！还
能照顾老人和孩子。”该村村民杜冬
丽一边忙着缝制，一边对记者说。

“鼓励引导返乡创业成功人士把
车间设在村里，让不少农民在家门口
变成了产业工人，实现务农、顾家、
挣钱三不误。”郭庄农贸区党工委书
记申勇介绍，目前总投资 5000 万
元、占地 20余亩的返乡创业园已竣
工投产，项目已落地的产业有服装
加工、无框画生产、建材制造等。
今年5月与豫见未来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商定了项目引进，该项目占地 25
亩，总投资 3.8亿元，年销售额 1.5
亿元，前期已安置就业人员131人。

睢阳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格开始认证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8月 7日，
记者从睢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全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已开始，
参保人员通过“河南社保”App或支
付宝“豫事办”小程序即可进行认证。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全区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确
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安全、及
时、准确发放，根据国家和省、市
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
员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相关规定，日
前，睢阳区人社局发布通知，2023
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
员资格认证时间为 8月 7日至 9月 7
日，认证范围为全区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已领取待遇人员。资格认证原
则上每年度认证一次，认证通过的

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正常发放；逾
期未参加和未通过认证的人员，将
按规定暂停待遇发放，待认证通过
后再续发、补发。

“本着便民、有序、高效的原
则，本次资格认证采用手机端人脸
识别认证系统进行认证，全区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已领取待遇人员可以
通过‘河南社保’App 或者支付宝

‘豫事办’小程序进行认证，不需要
跑到人社局或政务服务中心去办
理。”睢阳区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家里有老人的年轻人或老
人身边的亲朋好友，花费几分钟，帮
老人在手机上完成养老金领取资格
认证，也可以由村委会（社区）工
作人员通过手机App协助办理，以
免影响养老保险待遇正常发放。

◀◀王桥镇麻花庄村王桥镇麻花庄村
的村民们在赶制订单的村民们在赶制订单

文创产品受青睐文创产品受青睐

▲▲游客在参观游客在参观““虎虎””文创产品文创产品

▼▼中国画虎第一中国画虎第一村村““四大虎王四大虎王””之之
一的王建民在作画一的王建民在作画

本报讯（记者 翟华伟）争取中央
预算内资金、地方专项债资金和福彩公
益金2.83亿元，持续加强养老项目谋划
建设；有序推进省市重点民生实事，进
一步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安全性和便利
性；持续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有序
推进24家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
务中心，全市共计发放高龄津贴 7620万
元，惠及21.2万老年人……今年以来，全
市民政系统持续坚持项目为王，谋划建
设养老项目，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在持续加强养老服务项目谋划、争

取、建设方面，全市民政系统积极争取
中央预算内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
多方面资金支持。上半年，共争取中央
预算内资金、地方专项债资金和福彩公
益金 2.83亿元。同时，持续推进农村重
度残疾人照护服务设施建设工作，我市
利用敬老院、养老院、幸福院等机构提质
改造，为有长期照护需求和意愿的贫困
重度残疾人提供集中照护服务等。

在有序推进省市重点民生实事方
面，市民政局为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居家
生活安全性和便利化，围绕特殊困难老

年人家庭实际居住环境和健康状况需
求，严格家庭认定、需求评估、实施改
造等程序，2023 年全市计划为 6400 户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
目前，此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此外，为持续扩大普惠养老服务
供给，市民政局聚焦满足农村老年人多
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整合利用现有特困
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资源，因地制宜、分
院施策、转型升级，有序推进24家乡镇
敬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
农村养老的核心阵地，目前已完成转型

16所。加快推进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运营，落实收费减免、运营补贴等支
持政策，降低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
营成本，激发养老市场活力，促进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加快推进新建
住宅小区配建养老用房清理移交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共计移交养老用房51处
1万余平方米；持续加强养老服务人才
培养，开展“人人持证、技能河南”行
动，加强养老护理员培训。全面落实老
年人高龄津贴制度，全市共计发放高龄
津贴7620万元，惠及21.2万老年人。

群众为永城市民政应急救援队队员献花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摄

8月8日，柘城县金刚石产业园建设工地
一派繁忙。蓝天白云下，工人们头顶烈日，
进行高空作业，确保项目快速稳步推进，实
现工程质量、进度双达标。 张子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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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民权县
绿洲街道办
事处史村铺
村村民在管
理 多 肉 植
物。该村通
过大力发展

“ 多 肉 经
济”，拓宽乡
村振兴之路。

本 报 融
媒体记者 闫
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