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侯国胜 通讯员
孙景波）“这又是一个丰收年。”“今
年咱村还要加把劲大发展。”8月16日
傍晚，吃过晚饭后的睢阳区临河店镇
大杨堂村乡亲们与镇干部围坐一起，
在灯火通明的广场上聊家常、话发展。

这是该镇“干群夜话”活动中最普
通不过的一场。“干群夜话”和“孝老敬
亲饺子宴”是该镇自 2019年以来持续
打造的两大移风易俗品牌，坚持至今，
渐渐地变成了群众自觉，如今，已经和
群众生活融为一体，大家自发组织、
自觉参与，社会效果日益凸显。

“干群夜话”是在镇党委、镇政
府的引导下，由村委会组织实施，夜
话内容由村委会事前向村民征集，可
以是国家政策、建设规划、产业发展

及家长里短。截至目前，全镇共开展
“干群夜话”260场，参与人数1万多人，
成功解决各类问题78个。

“干群夜话”在晚上举办，而和
其对应的“孝老敬亲饺子宴”则在白
天举行。村里老老少少都参与，互动
多了，关系也更融洽了。每次举办

“孝老敬亲饺子宴”，村里妇女忙碌着
擀面皮、包饺子，男人则负责烧水、和
面、煮饺子。老人们坐在桌前，边品尝
着美味的饺子，边谈笑风生。

“这个活动非常好，让我们这些
老人感受到了党的关爱和温暖。希望
这样的活动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更
多的老年人在一起唠唠嗑，乐享晚
年。”在贾楼村参加“孝老敬亲饺子
宴”的郭群业老人笑着说。

据介绍，自 2019年以来，临河
店镇每村每月都要举行一次活动。
活动由村里的爱心人士自发组织，按
报名先后顺序举办。“俺村报名举办
饺子宴的都排到了 2024 年春节后
了。”刘玉池村党支部书记刘同建说。

“干群夜话”“孝老敬亲饺子宴”是
精神文明创建的有效抓手，凝聚起来
了高质量发展的精气神、孝老敬亲的
正能量，弘扬了新风正气，打造出了和
谐邻里关系。

该镇还依托这两个品牌活动，扎
实推进移风易俗。通过“夜话”大家
关注的红白事，村委会引导村民简化
婚丧嫁娶仪式，杜绝铺张浪费、抵制高
价彩礼。同时，各村还开展了“好邻
居”“好婆媳”等评选活动，及时总结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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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 家 庭
和睦的典型事例，树立榜样，引导乡村
社会形成良好的文明新风。

“临河店镇持续开展这两大活
动，目的就在于探索乡村治理新经
验，寻找根治高价彩礼、群众‘地边子’
难题等新方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
力，走好镇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临河店镇党委书记焦凯说。（上
图为贾楼村在党政服务中心举行的

“孝老敬亲饺子宴”。受访者供图）

要闻·综合

秋高气爽，艳阳高照。
在梨乡宁陵乡村阡陌之间，总有一抹

“巾帼红”分外显眼。她就是宁陵县信合
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王丽华，被大家称
为“田管家”，因为她掌管着流转的近万
亩土地，是公认的“女强人”。

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与王丽华熟悉
的人都知道，性格开朗、做事干练、认真
负责、诚实守信是她做人做事的原则与底
线。

初识王丽华，很难将眼前这位打扮时
尚、衣着整洁的女子与掌管上万亩农田的

“田管家”联系上。她说话声音不高，但
眼神中透露着一份坚定，清瘦的脸庞总是
挂着笃定的表情，自信的笑容令人如沐春
风。一张茶桌、两杯清茶，王丽华与农资
经营、农业种植结缘的故事娓娓道来。

居于田而识美，耕于田而归本，思于
田而致知，这是记者对王丽华最深刻的认
知。据介绍，王丽华出生在宁陵县程楼乡
沟厢集村，父母以经营村头的农资店维持
生计。自 1992年上初中开始，王丽华就
开始帮父母照看农资店，积累了不少农资
知识。1999年，王丽华与同在店里帮忙的
帅气小伙关焕刚喜结良缘，用 5万元礼金
购置了一辆货卡，共同开始了经营农资的
生活。

2006 年，在父母的支持下，王
丽华夫妻“转战”宁陵县城，在
县供销社旁一下租了 6 间门面，
投资200多万元开办了信合农业
农资店，主营农药、化肥批发
及农资店连锁加盟。创业伊
始，艰辛自知。曾经，为了节
省资金，王丽华夫妻吃住在
店、埋头苦干，有时 10吨的化
肥都是自己装卸。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5万元一个加
盟店，他们负责供应农资货源、调配产
品、保证质量，王丽华创新的乡村连锁加
盟农资店的模式，得到了市场认可，先后
有 100多个乡镇经销商加盟。由此，信合
农业农资一下成长为当地闻名的农资经营
主体，最辉煌时年营业额3000多万元。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农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之时，头脑灵
活、喜爱创新的王丽华就开始寻找新的发
展之路。2018年，她看到国家政策号召土
地流转，王丽华就回老家，以每亩 700元
的价格承包了五六百亩农田，尝试种植小
麦、玉米等传统作物，发现每亩能有约
300元的收益。

“我们本身就一直经营农资，对农业
种植非常熟悉，就认定走土地流转、做农
业规模化种植这条路可以走。”回想当初
转型的情景，王丽华依然十分坚定地说，
他们开始不断扩大土地流转面积，从程楼
乡扩展到周边的张弓镇、华堡镇、黄岗
镇、乔楼乡等多个乡镇，有几十亩的小地
块，也有单块近千亩的成片连方高标准农
田，目前已流转土地近万亩。

干一行爱一行，做一行专一行。土地
在手，王丽华就开始学习现代农业种植技
术、钻研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夫妻俩外出
学习考察，引进高粱种植订单农业，发展
玉米大豆间作种植、玉米密植技术，对接
红薯种植新模式。

“我们种植的红薯也是订单农业，目
前正在扩大种植面积，达到 2000亩以上
合作方会来宁陵投资建设红薯深加工企
业，带动更多群众奔小康。”王丽华介
绍，他们种植的红薯不仅仅是简单回收，
而是先剪两次秧售苗、再采红薯叶和梗加
工食品，最后才是收获红薯出售并加工成
淀粉、粉条等产品。

规模化流转土地发展现代农业，让王
丽华成为大家眼中的“新农人”，在她收
获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助推了当地农
业产业化发展步伐，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
致富。王丽华算了一笔账：每年发放土地
流转租金 600 多万元；年用工 1000 余人
（次），发放工资 200多万元；投资超百万
元购买现代化农机具，提升农业现代化水
平。

“我们积极融入乡村振兴，今年上半
年与乔楼乡政府合作，创新土地托管经营
分红模式试点，带动更多群众增收。”王
丽华介绍，目前信合农业种植合作社已在
乔楼乡流转约 2000亩土地，与多个村委
会的集体合作社签订合作合同，以农村土
地入股，除保底发放 1000 元的租金外，
农业种植全部由信合农业负责，出售的作
物收益再与村集体五五分成，壮大村集体
经济规模。

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王丽
华发现，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也接踵而
来：普通农田农业基础设施差，影响农作
物产量和质量；流转土地不集中，无法实
现规模化现代化种植；收获季节时有损失
农作物现象。王丽华坦言，在农业规模化
经营过程中，还有许多路要走，需要当地
政府多在政策上进行扶持和当地群众在内
心里理解支持。

从农资店老板到新型农场主，从一名
生意人到助推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
收的企业家，王丽华在不断成长中收获成
功的喜悦。作为一名“新农人”，王丽华
正以坚定的信念、诚信的品质、先进的模
式，赓续和升华着她的“三农”初心，在
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绽放最绚
丽的“巾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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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为二等功臣之家送喜报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董珂）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人
立功，全县荣光。8月 17日，民权
县褚庙乡焦庄村锣鼓喧天，一派热
闹景象，县相关领导来到现役军人
蔡世彬家中，为他送来光荣牌匾、
喜报和奖励金。

军营建新功，喜报千里送。送
喜报一行将“二等功臣之家”牌匾
送到蔡世彬手中，并为家属披上绶
带、送上喜报和慰问金，民权县见
义勇为协会为蔡世彬送来见义勇为
奖金 5 万元。大家与军属亲切交
谈，关切询问军属的家庭情况和生
活困难，表示军功章凝聚着蔡世彬
的努力与付出，也饱含着家属对国
家和部队的大力支持，希望家属继
续做好军人的坚强后盾，一如既往
地支持亲人在部队安心服役、再立
新功。

据了解，蔡世彬幼年丧父，与
爷爷、奶奶相依为命。2017年经过

层层筛选成为四川某支队一名武警
战士。2022年6月3日，蔡世彬返乡
休假期间，遇到两名群众落水，他
毫不犹豫只身下水，救上两名落水
男子。蔡世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
国军人的高尚品质和英勇精神，引
来各大媒体竞相报道。

接过“二等功臣之家”牌匾，蔡
世彬表示：“我非常珍惜这次荣誉，以
后会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
素养和个人能力，为军队和国家尽职
尽责，为亲人和家乡增光添彩！”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民权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双拥工作，通
过为立功受奖的现役军人家庭送喜
报、走访慰问军属等拥军优属活
动，切实提升军人地位、增强军属
荣誉感，在全社会营造拥军优属的
浓厚氛围，激励军人在建功新时代
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同时，提
高广大适龄青年参军热情，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8 月 16
日，民权县绿
洲街道办事处
吴庄村无花果
采摘园，游客
捧着一篮新鲜
的无花果，喜
笑 颜 开 。 自

“五星”支部创
建工作开展以
来，该办事处
争创“产业兴
旺星”，使村民
增产增收。朱
光伟 摄

惠济乡荣堂村

高质量打造文明幸福村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关淞文）今年以来，柘城县惠济乡
荣堂村以“文明幸福星”创建为抓
手，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持
为民服务的工作目标，不断提高村
民文明水平。

打造日间照料中心，共建老人
“幸福驿站”。为了能让更多的老年
人老有所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
福驿站”，帮助子女解决后顾之忧，
荣堂村投资3万余元，利用闲置房屋
建设了荣堂村日间照料中心，配备
了储物柜、热水器等各种设施，有
效改善老年人就餐环境，丰富老年
人精神生活。

评出“乡村光荣榜”，点亮“文
明幸福星”。为充分发挥农村群众身
边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荣堂
村举办了“乡村光荣榜” 评选活
动，对表现突出的好儿女、好婆
婆、好妯娌、好邻居、好村民、创

业好青年、星级文明户等7类模范人
物进行了表彰。倡导和鼓励更多的
群众以先进为榜样，弘扬时代新
风，促进家庭和谐。

推动“儿童之家”建设，筑牢
服务儿童平台。为推进农村留守
儿童、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荣
堂村以建设儿童之家作为重要抓
手，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创造良
好环境和有利条件，助力儿童健康
成长。邀请“五老”、幼儿教师、共
青团员等为儿童的“代理家长”、爱心
妈妈、校外义务辅导员等，让孩子们
切身感受到“心有人爱、身有人护，困
有人解、难有人帮”的幸福和温暖。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进‘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对标对表创建
标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广
大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让文明
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惠济乡荣堂村
党支部书记安颖说。

探探索乡村治理新经验索乡村治理新经验
树立树立社会文明新风尚社会文明新风尚

临
河
店

新
农
人
绽
放

新
农
人
绽
放
﹃﹃
巾
帼
红

巾
帼
红
﹄﹄

文\

图

本
报
融
媒
体
记
者

高
会
鹏

2023期货助力乡村振兴暨“保险＋期货”创新发展大会在宁陵举行

探寻探寻““保险保险++期期货货””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径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径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8月 17日，

多家期货保险等金融单位负责人齐聚
宁陵，共同参加2023期货助力乡村振
兴暨“保险+期货”创新发展大会。

据悉，本次大会由省乡村振兴
局、河南日报社、上海期货交易所、
大连商品交易所作为指导单位，期货
日报、商丘市金融工作局、宁陵县人
民政府主办，活动得到中信建投期
货、银河期货等多家行业机构支持。

大会以“创新求变 护航实体”
为主题，积极响应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通过“会+展”的形式，探讨研
究“保险+期货”模式的优化路径和

创新方法，展示分享“保险+期货”
优秀创新案例，为期货助力乡村振
兴、服务实体经济带来更多思考和启
迪，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
续的运行模式，助力构建现代化的农
业生产风险保障体系。

据介绍，宁陵县始终坚定产业兴
农、产业惠农、产业富农的道路，积极
推动与期货、保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合作，期货市场特别是“保险+期货”模
式在服务宁陵酥梨产业发展等方面作
出了突出贡献。该县深化金融赋能，
构建绿色安全、优质高效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工作。通过创新农村金融产
品和金融服务、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推动各类
金融机构与商丘市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推动以朝天椒为基准交割品的干
辣椒期货上市交割等方式和途径，聚
力推进乡村振兴金融服务。

与会的河南省乡村振兴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河南
对“保险+期货”这一金融工具的应
用走在了全国前列，在 31个县（区）
成功落地了多个项目，并率先开启了
一些“保险+期货”创新项目。

除主会场主题演讲环节外，当日
下午还设置了 4 个分会场，分别为

“书记县长面对面”“做乡村振兴的期
货主力军”“花生期货助力产业再升
级”“尿素期货谱写服务‘三农’新
篇章”，就期货服务乡村振兴、“保
险+期货”创新发展等议题进行专题
探讨。其间，《期货日报》联合 13家
行业机构宣布成立了“保险+期货+
N”创新联盟，将开启全国走访调研
活动，携手开展一对一的“保险+期
货”定制服务，帮助更多地区的农户
和农业企业利用期货市场避险，助力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孙六镇

小菜园种出美丽乡村新风景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卢倩 周甜）“俺村通过人居环境整
治，在门口给建了小花园、小游
园，茶余饭后散散步、聊聊天，心
情可好了！”8月 17日，民权县孙六
镇赵西村村民杨兴旺在门前小菜园
里忙着种植秋豆角。

近年来，该镇以“五星”支部
创建为抓手，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从“小处”着眼、从“细
处”着手，由党员干部带头，鼓励
引导村民充分利用村头巷尾、房前
屋后等清理出来的空闲地，种植蔬
菜、瓜果、花草等，因地制宜打造
一批小菜园、小花园，逐步形成乡
村特色“标签”，让乡村“颜值”再
提升。

如今，迈步在村居之间，一排
排整齐的菜园和干净整洁的乡间小
道交相辉映，路两旁的景观树、花
坛、小菜园等绿意盎然；村内的小
广场、小游园，均能看到散步、纳
凉的村民，编织出一幅浓浓的乡村
美丽田园新画卷。

“原来这里坑坑洼洼，拐角处还

有卫生死角。现在，俺老百姓的生
活真是越来越好了，胡同巷口干净
整洁、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还能在
家门口打工赚钱，一点也不比城里
人生活差。”孙南村村民王建忠指着
正在修建的古风亭开心地说。

记者了解到，该镇通过以点带
面，以线连片，示范引领，村村户
户都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建设了

“小菜园”，一方面能让村民房前屋
后闲置的土地资源被有效盘活，闲
散老弱劳动力有了寄托，既能满足
家庭日常蔬菜需求，也可把吃不完
的新鲜蔬菜水果拿去售卖，有利于
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发展好庭院

“小菜园”，更能扮靓村庄，改善人
居环境，打造更有乡愁的村容村
貌，为建设和美乡村添砖加瓦。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既是一场攻
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将继
续围绕‘小菜园’‘小花园’创建，从细
处着手、向实处发力，坚持因地制宜、
量体裁衣，延伸内涵，持续提升人居
环境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孙六镇党委书记杨德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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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华在阳驿乡高粱
种植基地查看作物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