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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朱倩倩）“我在爱心超市已兑换 1000
多积分了，是我参加志愿服务奖励的
积分，换取一些生活用品。在帮助他
人的同时，我自己也收获了快乐。”
11月7日，在梁园区水池铺镇张王李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爱心超市”，
村民张梅芳高兴地说。

像这样的“爱心超市”在梁园区
还有 136家，在精神文明创建中，梁
园区把讲文明、献爱心分值化、超市
化。“爱心超市”采用社会爱心企业
和爱心人士资助、政府补贴的方式筹
集资金，按照所得积分，免费在“爱
心超市”领取一定价值的日用品等。

在观堂镇刘庄村的“爱心超
市”，商品琳琅满目，各种日常生活
用品应有尽有，每件商品都标注了兑
换所需的积分。

“遵守村规民约、倡导移风易
俗、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参加志愿服
务等都可以获得积分。将各项文明行
为转化为具体分值，转化为一定价值
的日用品，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让‘小积分’彰显文明乡风‘大
能量’。”梁园区文明办主任张玲说。

近年来，梁园区以志愿服务为抓
手，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持续加强文明实践站点建设，常态
化、长效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
活动，让文明实践活动融入寻常百姓
家。

梁园区建设区、乡 （镇、街
道办事处）、村（社区）精神文明建
设中心、所、站三级阵地体系，统筹
整合区直部门、乡 （镇、街道办
事处）、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资源，设
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7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247个、各级文明单位实
践点 64个，坚持打造“一站一特点”，努力把文明实践“触
角”延伸到不同领域、各行各业。

在解放街道办事处，就有 103名居民志愿担任村（社区）
保洁员、民俗文化宣传队员，义务为群众打扫卫生、表演文艺
节目。

在谢集镇，“商丘好人”、道德模范、教师、退休老干部、
草根名嘴等16人担任新时代“百姓宣讲团”，宣讲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党的方针政策；梁园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常年坚持组
织科技科普、卫生健康、文化服务、心理疏导、法律咨询进机
关、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活动，志愿者最高的有
1万多积分。

在前进街道办事处“爱心超市”，负责供货的某企业负责
人说：“现在文明志愿者越来越多，积分越来越高，但前来兑
换的人却少了。你文明志愿，我们企业心甘情愿出钱，表达一
份爱心，希望广大志愿者可以来超市兑换物品。”

梁园区将 741支志愿服务队的 86048名志愿者吸纳为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依托 17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247个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按照群众
点单、中心派单、所站接单的工作机制，构建“阵地标准化、
队伍专业化、项目清单化、活动常态化、服务精准化”的工作
格局。

如今，在梁园区处处闪现着动人画面：“红马甲”志愿服
务走进大街小巷；创新理论宣讲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
拓展文明实践阵地、创新文明实践载体、汇聚志愿服务力量，
让“文明”融入城市血脉，不断增强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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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 11月8日一大早，梁园区刘
口镇当店王村村民宁广翠就骑着电动车来到该村的河南
福昂服饰有限公司上班。她坐到自己的工位上，打开电
动缝纫机，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工作。

宁广翠所在的河南福昂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服
装加工厂，是刘口镇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集生产、研
发、销售于一身，产品全部出口创汇，主要市场在菲律
宾、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据该企业负责人王福江介绍，公司10天前刚出口菲
律宾18万件校服，现在加工的是来自加拿大一个25万件
校服的大订单，12月中旬必须完成，工人们正在连天加
夜赶进度。

在生产车间，上百台缝纫机同时作业，紧张而有节

奏的机器声汇成一首美妙的交响曲，工人们娴熟地把一
片片彩色布块合成一件完整的衣服。

宁广翠一边干活一边说：“我们的工资按成品计件，
我干得比较慢，一天的工资就 100多元，上个月我的工
资是 4500元。”尽管对自己的工作完成量不满意，但她
脸上还是洋溢着微笑。

相比宁广翠，60多岁的张秀芝更是“知足者常乐”：
“我的工作是剪线头，工资相对低一些，一天也就五六十
元，我不嫌少，一个月1000多元足够我和老伴的生活开
销了。”

与当店王村村委会一墙之隔的商丘市文斌服装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更是红红火火，几十台机器有序排列，
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羽绒服。

当店王村党支部书记王学聚说：“这批羽绒服是来自
俄罗斯的订单，前几天已经发出去了一批货，这是第二
批货。”

观堂镇刘庄村的商丘市竹韵制衣有限公司，也是一
派繁忙的生产场景，200多名工人比技术、比速度、比质
量，一件件包装好的产品整齐码放，等待外运。该企业
负责人说：“目前，我们生产的是秋衣、秋裤，还有一次
性生活用品，我们虽然连天加夜地干，但是还有部分积
压的订单。”

守着家门当工人，顾家挣钱两不误。这温暖的场景在
王楼乡韩庄村、水池铺镇张王李村、观堂镇刘庄村、孙福
集乡小吴屯村等到处都是。梁园区有服装专业生产工厂20
多家，安置农民工1500多人，年产值8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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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烜锑）自“法治政
府建设”工作开展以来，梁园区双
八镇坚持把党建引领平安法治建设
作为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以

“三零”创建为载体，争创“平安
法治星”，助力法治政府创建，确
保创建工作实效。

坚持党的领导统领“高度”。
该镇成立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法
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专
班，定期召开法治政府建设推进
会，对准创建指标细化具体措施，
工作专班各司其职，统筹协调，形
成工作合力。将全镇 14个行政村
作为创建主阵地，坚持以“平安法

治星”创建为抓手，通过“干部联
片、党员包户”的形式进行矛盾纠
纷和安全生产排查，做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乡、矛盾消化在属地”。

拓展法治创建影响“深度”。
该镇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重
点任务，由各村党支部书记带头，
包村片警协助，联户党员配合，采
取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单、村级
大喇叭、悬挂横幅、商超电子屏等
多种宣传形式，向村内群众以及临
街店铺人员讲解如何防范投资类诈
骗、刷单类诈骗和网络贷款类诈
骗，主动上门指导群众安装“国家
反诈中心App”，利用党员联户微

信群、全体村民群等，定期推送安
全知识，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构建警民联防、全民反诈的工作机
制。

加大基层依法治理“力度”。
该镇积极践行“发现问题在一线，
解决问题马上办”的工作机制，高
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整治化解工
作，不断加强全镇社会治安、安全
生产和信访矛盾问题的排查力度，
对排查出的各项问题，建立台账，
针对“疑难杂症”进行分析研讨，
化“堵”为“疏”，确保矛盾不积
累，纠纷不激化，切实解难题、办
实事。

双八镇

争创“平安法治星”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本报讯（陈 臣 杨 艳）入冬以来，梁园区水池铺镇扎实
开展人居环境“大清理、大整治、大提升”行动，绘就乡村振
兴靓丽底色，将人居环境整治与“生态宜居星”创建紧密结
合，在“净起来”上发力，在“美起来”上做文章，多措并
举，让乡村“靓”起来。

完善各项机制，推动长治长效。该镇以居室美、庭院美、
厨厕美、家风美为标准，开展“美丽庭院”创建活动，积极组
织动员广大农村妇女参与，按照“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创建
理念。通过“美丽庭院”创建，以小家带大家，发动更多群众
投入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来。

激发内生动力，提升整治实效。该镇以镇、村、组三级干
部和村保洁员、农村党员、群众志愿者为主力军，以“台账销
号制度、督导机制、验收机制”的作战方式，使得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工作得到全覆盖，形成镇、村、农户“点线面”结合、
纵横贯通的覆盖网络，在全镇上下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高
潮。

补齐基础设施，提供治理保障。该镇针对柴草杂物、积存
垃圾、纳污坑塘等进行全面清理整治，推行垃圾无害化处理，
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无积压，做好基础设施的维护、公共
场所的消杀工作，最大程度预防疾病传播。

水池铺镇

多措并举齐发力 人居环境再提升

11月8日，梁园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麦田管理指导工作。在王楼乡周庄村
的麦田里，专家们为村民们详细讲解化学除草、镇压控旺、弱苗促壮、防止冻害等秋末冬初小麦管理
技术，让他们对今年的麦田管理做到心中有数。 本报融媒体记者 单保良 摄

11月8日，梁园区李庄镇张楼村500多亩黄瓜温室大棚迎
来了第一批采摘者。目前，李庄镇已发展各类种植大棚近
1700座，面积5000亩，年产蔬菜6万余吨。

本报融媒体记者 单保良 摄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我
们的红富士苹果质量很好，已经
有 100多人通过我的抖音视频号
订购苹果了。”11月 8日，梁园
区谢集镇杨波楼村的张秀琴正在
拍摄视频，宣传自家的苹果。

10 年前，杨波楼村 2000 多
亩土地全部保持着传统的农耕模
式，除了种小麦就是种玉米，没
有人率先打破这种延续几辈子的
耕作局面。2017 年，刘庄村民
组的张胜林、王丽萍、葛广动等
8位村民跳出陈旧观念，开始试
着种植水蜜桃和红富士苹果。眼
下，该村 200多亩红富士苹果正
值盛果期，晶莹剔透的苹果挂满
枝头，在初冬的阳光下散发着阵
阵果香。

在葛广动家的苹果园里，几
名穿着时尚的女孩正在采摘苹
果，她们承包了一棵果树，定好
价钱后，一棵树的果子，不论大
小都是她们的。城里来的女孩没
见过如此壮观的场景，抢着采
摘，一时间，芳香四溢的果园里
传来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果园女主人说：“我这片苹
果园是 4 亩地，树龄 7 年。今
年，平均每棵苹果树能产 500多
斤苹果，在园区采摘苹果是 2.5
元1斤。”

“小网红”张秀琴穿梭在苹果树间拍视频，嘴里
还不停地解说着。别看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玩
起智能手机却很专业，她打开自己的抖音视频号，里
面全是在苹果园里拍摄的视频，有大场景、有特写，
她还配以简单的文字说明。

张秀琴说，她家种了8亩红富士，这两年，她家
的苹果都被她的粉丝采摘了，每亩苹果净赚1.5万元，
她经营的苹果园红红火火，小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苹果成了杨波楼村的甜蜜事业，让村民过上了好
日子。一股新时代美丽乡村的气息扑面而来——平坦
整洁的柏油村道，文化气息浓郁的文化广场，让整个
村庄充满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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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民 在
杨 波 楼 村
苹 果 园 采

摘苹果。本
报 融 媒 体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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