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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秋高气爽。8月 28日，沿着宽阔干净
的柏油路走进夏邑县歧河乡青铜寺村，只见农家
乐、采摘园、小磨香油坊、老电影播放、传统民俗
项目集聚在千年古刹青铜寺周边，形成一道休闲旅
游观光风景线。在村民眼里，这些变化既得益于越
来越好的政策，也得益于他们有一个好的致富领路
人——歧河乡青铜寺村党支部书记班爱民。

青铜寺村位于夏邑县歧河乡政府所在地西北 6.5
公里处，下辖 7 个自然村 13 个村民组，总户数 802
户，总人口 2802 人。原来交通不便、发展滞后，是
一个典型的豫东穷村。2014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不
足 3000 元并且村“两委”班子瘫痪，第一批被纳入
扶贫重点村。

2014 年 10 月，班爱民当选为夏邑县歧河乡青铜
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以来，他充分发挥“领头
雁”引领作用，坚持抓班子带队伍、兴产业促增
收、办实事聚民心，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增强。

刚上任时，为尽快摸清全村“家底”，他趁着外
出务工人员春节回家之际，不分白天黑夜，利用春
节 7 天时间走遍了村里 800 多户村民。面对群众对修
通道路的迫切期盼，他自掏腰包先后投入 120余万元
用于青铜寺村道路、村室、文化广场、路灯等建设
及产业发展，没有向村民摊派一分钱。

基础设施虽然改善了，但让班爱民最着急的还是
如何让群众增加收入、脱贫致富。他和村“两委”
班子、党员、群众代表多次商议，理出了以典型带
动发展种植、养殖业和依托千年古刹青铜寺发展乡

村旅游业的思路。
班爱民介绍说：“近几年，我们村通过转移就

业，发展种植、养殖、加工产业。小额贷款到户增
收，落实扶贫政策，脱贫户至少有两项稳定收入渠
道，收入远远超过脱贫标准。现在全村发展的主导
产业有粉丝生产、服装加工、彩灯加工，大棚蔬
菜、果树、药材种植 300多亩，养殖户 80多户。”

班爱民带领村“两委”班子结合村里实际情况，开
展劳务输出，引进小型服装厂，联系家庭彩灯加工工
作，让村里的劳动力、留守妇女几乎全部找到了就业
门路，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截至目前，该村已引进 5
家服装、家纺加工厂，带动 120多人就业。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班爱民择优从返乡大
学生、致富带头人中培养村“两委”班子后备力
量，通过理论学习、轮岗实践、谈心谈话等方式帮
助后备力量快速成长，激活村“两委”班子“源头
活水”。

在班爱民的带领下，青铜寺村“两委”班子凝聚
力、战斗力增强了，想做的事也都实现了。村里基
础设施越来越完善，集体经济成效也越来越明显
了，村民的腰包逐渐鼓起来了。

青铜寺村被授予“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乡村法官》《李学生》两部电视剧
先后在青铜寺村拍摄，并将青铜寺村定为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拍摄基地。前几天，该村还聘请郑州市规
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专家设计青铜寺村发展规划，依
托千年古刹青铜寺旅游资源，努力打造汇集民俗特
色项目的夏邑县城南一日游线路。

歧河乡青铜寺村党支部书记班爱民

百姓主心骨 致富领路人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张壮伟 通讯员 夏 天

自上任以来，班爱民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入党时的铮铮誓
言，用一件件实事兑现着自己
的承诺。在他的带领下，青铜
寺村被命名为“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被河南省普法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省民政厅、司法厅
评为“民主法治村”。

本报讯（记者 韩 丰 张壮伟）“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主
动上门服务，让我足不出户就办理了不动产登记。”8 月 28
日，家住夏邑县王集乡西彭庄的彭心芳连声道谢。

据了解，彭心芳需要办理和谐小区不动产登记事宜，因
其本人身体行动不便，不能到窗口办理登记申请。知悉该情
况后，夏邑县政务服务中心打破传统的“柜台掌柜”模式，
立即组织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帮助彭心芳进行业务办理，真
正实现办事“不出门、零跑腿”。

今年以来，夏邑县政务服务中心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利用数据比对和数据共享，对长期重病卧床、
重度残疾、瘫痪、高龄等行动不便人员进行梳理登记，对不
能上门办理业务的人员，在不耽误正常业务办理的情况下，
采取分组、分批、分次上门服务，目前已提供上门服务 26
次。

“下一步，夏邑县政务服务中心将在原有服务基础上，
拓宽服务范围，上门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

‘一对一’‘面对面’的服务，针对行动不便且有政务服务需
求的居民，根据预约情况提供无偿上门服务、精准帮持，不
断提升了基层政务服务工作的人性化、便利化和适老化。为
办事群众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服务，把政务服务的温暖
送到千家万户。”夏邑县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夏邑县政务服务中心

审批服务上门办 便捷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 韩 丰
张壮伟）“村里让我在长
春服装超市打工，离家
近，能顾家，每月收入
4000 多元，全年收入 4 万
多元。” 8 月 27 日，夏邑
县罗庄镇李营村巧媳妇杨
艳华在村长春服装超市快
言快语地说。

今年以来，罗庄镇党
委、镇政府完善实施乡村
振兴总体规划，成立产业
振兴领导组，着力发展服
装产业，采取“1+3”发
展模式，在创新驱动、培
训拉动、示范带动三个方
面精准发力。按照四步培
养法 （把服装项目负责人
培养成党员，把优秀党员
培养成村党支部委员，把
村党支部委员培养成村党
支部书记，把村党支部书
记培养成县党代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 逐步把
村党支部书记培养成一批
敢于担当、思路清晰、贴
心百姓、群众拥护的服装
发展型村支书，让服装产
业成为罗庄镇乡村振兴最
强音。

罗庄镇把服装产业作
为乡村振兴有力抓手，以

“项目为王、回归为主、
产业为要、绿色为先、服
务为本”构建巧媳妇共富
工坊，着力发展壮大服装
产业，努力打造中国服装
产业强镇。同时，建立完
善 服 装 研 发 、 生 产 、 销
售、服务全链条，构建巧
媳妇共富工坊 158 家，带
动劳动力就业 3800 余人，
村民月收入 3000 元以上。
眼下，正在启动占地 3 万
平 方 米 的 服 装 产 业 园 项
目，项目建成后，可安排
1000多人就业。

培训拉动是发展服装
产业的前提条件。今年以
来，罗庄镇先后两次邀请

省、市服装专家到罗庄镇传授服装智造技术，解
决服装技术短板；分两批组织服装企业负责人到
濮阳、驻马店实地观摩，学习外地发展服装经济
经验；召开服装产业发展报告会，让经济能人现
身说法，讲述创业经历和致富经验。

河南浦润嘉服装厂巧媳妇张丽敏说：“我是从
湖南嫁到河南的，在这里上班特别开心，学到缝
纫技术，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河南浦润嘉服装厂
总投资 1.2 亿元，30 条现代化缝纫生产线，该项目
被确定为夏邑县“三个一批”2023年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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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 丰 张壮
伟）“这个暑假，孩子都愿意回老
家住几天，在这里，孩子放下手
机、迈开腿，近距离感受乡村的美
好生活。”8月 28日，在夏邑县杨
集镇玉其楼村，说起家乡的变化，
村民陈东东笑着说道。

走进玉其楼村，村内道路整洁
宽阔，村民房前屋后干净卫生，特
色文化墙随处可见……一幅生态宜
居、和谐美丽的乡村振兴画卷在眼
前徐徐展开。

“我们村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工作中，书记带头、党员跟
进、群众参与，着力打造‘群众家
门口的风景’，我们还特别注重结
合村庄实际，凸显自身优势和特
点，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突出特
色。”说起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该
村党支部书记刘帅领如数家珍。

2022年5月，杨集镇以打造美
丽宜居乡村为抓手，投资100余万
元，对玉其楼村的路面、墙面等进
行全面整治，组织挖掘机、铲车、

垃圾转运车等清运工具开展环境整
治工作。如今，玉其楼村内道路整
洁宽阔，房前屋后栽满了月季、冬
青、红叶石楠等绿化景观植物。

如今，行走在玉其楼村大街小
巷，一排排各具特色的农家小院错
落有致、“小游园”“小菜园”随处
可见，乡村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
曾经的“脏乱差”变成了如今的

“洁净美”，乡村宜居宜业的壮美画
卷正徐徐展开，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尽享“诗与远方”。

杨集镇

提升美丽乡村“颜值”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简讯快报

▲8 月 26 日，航拍夏邑县“两
河口”省级森林公园。近年来，该
县坚持“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
化城”的规划建设理念，通过建设

“一湖、三带、三水、三湿地”，累计
实施百城提质项目219个，建设39
个“口袋公园”和节点游园。群众
漫步其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8月28日，夏邑县曹集乡开
展省级“文明城、卫生城”创建观摩
活动。曹集乡党委、乡政府十分重
视省级“文明城、卫生城”创建工作，
通过成立“创文、创卫”工作专班，层
层分解任务，投入到“文明城、卫生
城”创建工作中，收到明显效果。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壮伟 摄

本报讯（记者 韩 丰 张壮伟 通讯员 郭 敏） 近年来，
夏邑县太平镇坚持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为主题开展工作，着力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为打造生态
宜居的文旅小镇提供了强有力的网络安全保障。

责任落实制度化。该镇成立了网信委员会，派出所、信
访办、财政所、中心校等相关负责人参与其中，确保网信工
作有序开展，下设 6名镇级评论员、33名村级网络信息员，
负责线上线下网络宣传工作。

阵地管理规范化。该镇相继出台了《太平镇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制度》《太平镇网络意识形态舆情预警和应急处
置机制工作预案》等实施方案，建立了应急处理机制和协调
机制，一旦发生网信安全事件，能够迅速响应和处理，进一
步夯实了工作基础。

宣传活动多元化。该镇通过微信工作群、朋友圈等转发
网络安全知识，镇、村广播播放网络安全公益广告，张贴网
络安全宣传广告等方式，号召广大居民朋友积极响应，共同
抵制网络不法行为，自觉维护健康文明向上的网络氛围。

通过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活动，提高了干部职工及广大人
民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增强了个人信息保护能力，营造了
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太平镇

多措并举推进网络文明建设

本报讯（李静宜） 近日，夏邑县“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接到群众来电反映，阳光花园售楼部东北角天天惠
便利店门口的井盖缺失，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帮
助维修。

经“12345”热线督办人员现场观察，缺失井盖的地方
过往车辆和行人都很多，一旦有人失足跌落，后果不堪设
想。为保证居民安全出行，防止意外发生，督办人员第一
时间在井盖周围摆放安全警示标志，用木板进行遮盖，提
醒过往车辆和行人注意绕行。同时，联系专业人员到达现
场对窨井盖的大小尺寸进行测量、勘测，当天就将缺失井
盖安装完毕，更换后的井盖与周边道路严丝合缝、平整衔
接，消除了安全隐患，解决了居民难题。

“当天反映的问题，当天就解决了，新井盖安装好消除
安全隐患，心里终于踏实了，太感谢你们了。”在话务员回
访时，群众高兴地对热线回访工作人员表达谢意。

夏邑县“12345”热线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立足
工作实际，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日益成为察民情、解
民忧的晴雨表，对于群众的诉求办实事、有落实、有回
复，切实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身边的事。

井盖缺失存隐患
“12345”助力解民忧

8月28日，夏邑县桑堌乡牛集村村民在乡村振兴车间加工
铝合金框。据了解，该村是全国闻名的“淘宝村”，加工生产
的有框画通过电商卖向全国，电商产业成为该村乡村振兴一大
主导产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