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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本报讯（高 磊）11月 6日，睢县胡堂乡归德屯村举办了以“弘扬
孝善新风尚，点亮文明幸福星”为主题的孝善文化活动。活动形式多
样，胡堂乡卫生院医护人员现场为村民免费体检、诊疗、宣传医疗知
识，志愿者服务队为村民包饺子，该村还邀请了民间表演艺术团演唱
豫剧，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乡党委书记孟庆云说：“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胡堂
乡作为‘豫东孝善第一乡’，更要用实际行动将孝善文化传承下去，在
全乡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良好风尚，实现‘五星胡堂、人和业旺’的
目标。”

胡堂乡

弘扬孝善新风尚
点亮“文明幸福星”

本报讯（周海宝）11月7日，漫步睢县后台乡李庄村，干净整洁的
乡村新貌尽收眼底，村民房前屋后的各式小菜园格外显眼，青砖砌的
花墙、防腐木栅栏整齐有序，菜园内蔬菜长势喜人。

据悉，“小菜园”工程是后台乡李庄村探索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
理、深化乡村治理进行的新尝试。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通过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率先启动庭
院美化行动，在村内统一规划小菜园，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净化
美化村容村貌，构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以前村里环境又脏又乱，后来，在驻村第一书记朱颖的带领
下，环境慢慢变好了。原来村民在绿化带内随意种菜，整齐的绿化
带被挖得乱七八糟，于是村里就开始规划‘小菜园’工程。”村民
郜国军说。

为变“堵”为“疏”，该村组织群众代表集思广益，聚焦群众
需求，以打造便民小菜园为切入点，梳理摸排全村范围内的村民种
菜需求，逐一标注各家区域和面积，突出实用性，兼顾庭院美学，因地
制宜进行规划设计。据统计，该村共打造各类小菜园 53个，不仅美
化了环境，还让群众得到了实惠。

“小菜园收获后，村民串门都会随手带上时蔬作为礼物。”朱颖介
绍，“现在的李庄村环境美，人心齐，邻里之间矛盾少了，村民干事的
劲头更足了。‘小菜园’工程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土地经济效益在

‘小菜园’工程的影响下实现倍增。”

后台乡李庄村

小菜园种出新风景

11月 7日，记者在睢县匡城镇匡城村村口放眼望
去，道路平坦、村容整洁、景色宜人，给人留下了美好的
印象。“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村按照‘粉
墙黛瓦马头墙’‘秦汉文化满承匡’建筑风格，升级改造
了政通大街、承匡城寺文化街，新修、拓宽了桃源路、幸
福路、人和路、娲皇路、市场路等十余条道路，并对所有
道路实施绿化和亮化，初步形成了‘五横五纵’的交通格
局。”匡城镇匡城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建说。

“干部要不怕吃亏、带头吃苦，群众拥护啥咱就干
啥。”王新建曾靠诚信经商成为本村致富带头人，他热心
帮群众排忧解难，积极参与公益事业。2018年 8月，他
被推选为该村党支部书记，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
工作作风，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得到广大干部群
众的一致好评。

上任伊始，摆在王新建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

带领群众致富。经过多方考察研究，2021年，他着手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依据本地匡桑悠久的种植历史大面
积恢复种植匡桑，他带头成立了睢县承匡古城匡桑产业
园，发展匡桑种植200余亩，并实施“支部引领+农户”的
发展模式，带动村民以耕地入股享受分红，实现稳定增
收，注册了“匡桑”品牌，生产匡桑茶叶、匡桑面条、匡桑
面等系列特色农产品，产品远销山东、北京等地。同时
发展养殖、种植业，全村培育发展养鸡、养牛、养羊专业
户 22 户；建成草莓园 50 余亩，带领 100 多户脱贫户增
收。

王新建不仅带领乡亲走勤劳致富之路，更重视精神
文明建设。针对旧村室设备简陋，公共活动场所面积
小，满足不了村民日常需要等情况，王新建主动垫付资
金20余万元，新建村文化广场1800多平方米，扩建入村
道路 50余米，新建公厕一座，修缮了村党群服务中心，

自费购买了桌椅、档案柜、打印机等办公用品，有效改善
了村民公共设施和村党群服务中心的环境，为村民提供
优质服务奠定坚实基础。

为使村庄更宜居、更整洁，王新建把每周二、周五定
为本村清洁日，组织志愿者清理垃圾，提升村容村貌。
今年以来，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该村积极开展村内

“六清”“六乱”专项治理工作，坚持以农村清垃圾、清污
水、清塘沟、清违建、清杂物、清残垣断壁为着力点，同时
开展整治乱堆乱放、乱倒乱扔、乱搭乱建，提升村容村貌
为主攻方向，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促进村
庄环境改善，乡村治理水平显著提高，村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持续提升。

为丰富活跃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依托匡城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各类志愿服务队，制订活动计划，每月
开展文艺表演、技能培训、孝善敬老等各类活动不少于
两场。为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坚持用身边人带
动一群人，每年开展“好妯娌”“好婆婆”“好邻居”等“乡
村光荣榜”、孝善敬老模范、优秀十星级文明户评选表
彰，充分调动了村民学习先进、争当先进、效仿先进的积
极性。自先进模范评选开展以来，匡城村民风更加淳
朴，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

在王新建的带领下，该村被评为 2020年度市级文
明村，村党支部被评为2023年度睢县先进基层党组织、
2022年商丘市“四星”党支部。

匡城镇匡城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建

埋头实干谋发展 强村富民促振兴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11月 7日，睢县的李先生在上和院小
区一边帮盛元热力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递
工具，一边对记者说：“我居住的小区去年
通了暖气，集中供热温度 20℃左右，费用
比用空调节省 30%左右，经济又实惠。儿
子住在上和院，今年也能用上暖气。”

“目前，睢县共建换热站 17座，铺设
高温水主管道 30公里、庭院管道 20万米，
覆盖供热面积 130万平方米，用户 1万余
户。”天壕新能源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陈祖焕说。

据悉，睢县天壕新能源热电有限公司
是以农作物秸秆、废弃林木等为原料的生
物质热电项目，从事生物质能发电技术研
究，以实现清洁能源发电及区域性供热为
目的的新能源服务公司。2019年投入资金
1.2亿元，实施城区集中供暖项目。

在该公司存料场，一排排、一堆堆秸
秆堆积如山，正在卸货的睢阳区秸秆经销
商王道文说：“我经常往这里送秸秆，最
多时一天送100吨，收入还不错。”

“热力发电项目是一项经济和社会双
赢的惠民项目，既解决了环保问题，又助
民增收。”商丘市生态环境局睢县分局局
长刘家超说，该项目解决了农村秸秆燃烧
以及存放难、销售难问题，每亩让群众增
收 200多元；拉长产业链条，直接提供就
业岗位 150 余个，带动秸秆打捆、收购、
运输等 300余人就业；解决睢县高新技术
开发区用热工厂难题，减少用电量，降低
生产成本，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预计11月13日试暖，11月15日正式
供暖，供暖将持续120天。”该公司总经理
刘志峰说，下一步，公司将围绕睢县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发展规划，担起企业社会发
展责任，开展电热项目二期工程建设，使
秸秆燃烧量达到60万吨，解决农村秸秆污
染物 40万吨，在助力“五星”支部创建工作的同时，全力满足县
城及公司周边群众供热需求，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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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11月 7日一大
早，坐落在睢县董店街道皇台村北街的县
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制鞋培训站教
室内，缝纫针车滴答作响，来自赵楼、雷
屯、黄大庄等周边村的数十名留守妇女正
在这里接受免费制鞋技术培训。

据悉，今年以来，睢县不断叫响、擦亮
“睢县制鞋工”劳务品牌，促进品牌高质量
发展，辐射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有力
推动乡村振兴。

“制鞋培训站成立以来，已培训制鞋工
60余人，并且大部分被输送到周边鞋厂成
为技术工人。”该培训站负责人卓永猛说。
随着制鞋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为搭建企业
与职工之间的桥梁，向制鞋企业提供高质
量的技术熟练工人，近年来，睢县人社局就
业创业服务中心先后在河集、尚屯、尤吉屯
等乡镇流动举办学习培训班，对前来参加
培训的农民工进行免费技能培训，并对参
加培训的脱贫户每天补助30元。

在今年开展的以“春风送真情，援助
暖民心”为主题的“春风行动暨就业援
助月”活动中，睢县人社局就业创业服
务中心重点在技能培训等方面发力，破
解企业技术工人短缺难题，为睢县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和人才保障。通过
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推进“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建设，指导培训中心、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等人才培训基地大规
模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打造制鞋、护
工、电焊等人力资源品牌，引导本县劳
动力实现转移就业。目前，已开展培训
班 364 期，各类技能培训 11028 人。同
时，该县扎实推进校企合作、共育人才
新模式，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到制鞋企业、
电子信息企业带薪实习。华宇职业培训
学校、万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 8家培训
院校与各类企业签订了就业培训合作协
议，为企业“量身”培训技能人员，有效化
解群众就业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的矛盾。

“公司跟县人社部门合作，每个月都
举办针对不同技能水平员工的培训，考核
合格通过企业鉴定，会给他们发国家认证
的技能证书，而且技能等级的提升跟工资
挂钩，员工每提升一次技能等级就会相应
地上调工资，高级技工要比普工每个月多
领3000元左右的薪酬，员工参与培训的积
极性都很高。”足力健人力资源部负责人
吴婷婷介绍，技能培训体系的建立不仅提
升了劳动效率和质量，更是给每位员工打
开了晋升通道，让员工在磨练技能、晋升
职务的同时有了各自明确的目标，有利于
员工队伍的稳定健康发展。

“在‘睢县制鞋工’劳务品牌辐射之
下，睢县已经成为除福建晋江外全国最大
的休闲运动鞋生产基地。截至目前，全县

从事制鞋类产业工人近 4.5万人，通过品
牌效应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就业达 8300
人。下一步，睢县将进一步擦亮‘睢县制
鞋工’劳务品牌，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服
务体系，成立睢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为制鞋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
支撑保障。”睢县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负责人张琦说。

睢县

擦亮劳务品牌 助力稳岗就业

榆厢森林公园展现绚烂色彩

11月8日，阳光照耀下的榆厢森林公园色彩斑斓，已有
50年历史的板桥闸横跨惠济河，与周边景色相互映衬，构成
一幅油画般的初冬美景。在公园内走走看看，让人赏心悦
目，美不胜收。

本报融媒体记者黄业波摄影报道

群众接受免费技术培训。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11月7日，睢县科协科普志愿服务队到白庙乡土楼村开展健康
科普讲座活动，科普志愿者为群众发放了健康科普手册，现场接受
群众咨询。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