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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如何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我认为只有探索、实践、实干，
才能接续发展。”11月 21日，睢县董店街
道刘阁村党支部书记余传杰在该村蔬菜种

植基地边查看蔬菜长势，边对记者说。
刘阁村地处睢县与宁陵县交界处，曾

经风沙严重，生产条件极为落后。2014年
前，该村集体收入为零，村内道路全部为
泥土路，环境脏乱差。农业以小麦、玉米

种植为主，副业是白蜡条编制，收入甚微。
近年来，该村从改善人居环境、发展

富民产业、拓宽就业渠道入手，充分利用
项目资金和发挥村“两委”干部、党员群
众艰苦奋斗精神，修建“三纵三横”村内
主干道路 3公里，硬化户户通道路 7公里，
栽植绿化树5000棵，新打机井20眼并实施
井井通工程，改建水冲式厕所 90%以上，
建立帮扶车间、提供就业渠道，共安置
300余名富余劳动力就业……

“脱贫不是终点，更是乡村振兴的起
点。”余传杰说，刘阁村在经济上、资源上、人
脉上不占优势，怎样才能长足发展？在乡村
振兴道路上，结合“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在

“建、管、护、创新”上下功夫，让曾经落后的
“沙土窝”变生态家园。

该村依托光伏发电项目收益，设置 18
个公益岗位，进行村内保洁、绿化树更
新、厕所修缮等，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各
个惠民项目长期利用，服务民生。

乡村要发展，产业是支撑。该村实施
土地托管经营，流转土地 800亩，建立大
棚12座，开展粮食、蔬菜等作物循环、复
种、轮流耕种模式，呈现“一年三收”“两年
七收”的“一年四季满眼绿，土地增值收入
丰”景象。

“我家流转5.4亩土地，年收入3000多
元，年分红1500多元，俺两口在蔬菜基地
打工收入7000多元，加上养羊，年收入近
2万元。”该村 57岁的村民余方林算着收
入账，满脸笑容。

“群众富，还要提升幸福感。”余传杰
说，该村除了每年开展“好公婆”“好儿
媳”评选等孝善敬老活动外，还制订了村
规民约，喜事包括烟酒费用每桌不得超过
400元，白事每桌不得超过300元，有效改
变了陈规陋习，弘扬了文明新风。

除此之外，该村把摸得着、看得见、
得实惠的“美丽庭院”等人居环境建设列
为重中之重，以光伏项目、土地托管、就
业车间等集体收入为依托，以打造果树种
植、家禽养殖等庭院经济为试点，在全村
整体推进。在村民孙友礼的庭院里，文冠
树、菜园、鸡舍等布置得井井有条，到处
充满生机，“我这院改水、改厕后，又种上
了蔬菜，建了鸡舍。村委会提供的品种鸡
苗，我们全靠玉米、小麦、蔬菜饲养，一
个鸡蛋能卖2元。”孙友礼说。

此外，刘阁村还探索垃圾收集、处
理、利用等循环经济新途径，建设的生物
有机肥制造厂、150立方米的沼气池已经
竣工，即将投入使用。下一步该村将收
集、收购村内、田间秸秆、树皮、树叶
等，经过粉碎、发酵生产有机肥料，并拉
长产业链条，建成 300亩智能化、科技化
无公害粮食、蔬菜试验田；由村委会出
资，组织专业清理队伍，集中收集、运输
化粪池垃圾用于沼气生产，沼气液、沼气
渣作为化肥、农药，提高农作物产品质
量，降低生产成本，沼气成为蔬菜大棚照
明、供热能源，生态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稳
步发展。

董店街道刘阁村

发展生态农业 建设绿色家园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王艳华） 11 月 19
日，睢县涧岗乡陈庄村蔬菜
大棚内，一垄垄菠菜、香
菜、花菜长势旺盛，菜农
正忙着采收，一派生机盎
然景象。近年来，睢县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把设施
蔬菜种植作为全县农民增
收的重要渠道之一，按照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蔬
菜兴村的发展思路，全力
发展绿色蔬菜种植，以产
业兴旺助力农民增收。

“我这座棚种的全是菠
菜，长势不错，一亩地能产
1000 多斤，平均下来能挣
2000 多块钱，一年种三茬菠
菜一季西瓜，一年下来一共
能挣2万多元，收入不错。”陈
庄村蔬菜种植户王红艳说。

“ 乡 村 振 兴 ， 产 业 先
行。近年来，睢县农业农村
局紧紧围绕全县乡村振兴战
略目标，科学指导全县各乡
镇（街道办事处）在扛稳粮
食生产安全重任的同时，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把设施蔬
菜种植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
渠道之一，按照“蔬菜兴
村”的发展思路，全力发展
绿色蔬菜，以产业兴旺助力
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大棚蔬菜种植作为发展现代
农业和促进农民增收的特色
产业，既满足了市场需求，
又 丰 富 了 村 民 的 ‘ 菜 篮
子’，鼓起了群众的‘钱袋
子’。”在蔬菜基地现场进行
技术指导的市派科技特派
员、睢县农技推广站站长、
农技推广研究员王中玉说。

“陈庄村有大棚 60 座，
占地面积近 100亩，现在主
要种植芹菜、橄榄、花菜、
香菜等绿色蔬菜，年产值
160 余万元，生产的蔬菜主
要销往郑州万邦蔬菜市场及
附近各大超市。农忙时带动
附近群众 100多人就业，每
人每天工资 100元左右，可
以说蔬菜销路和用工两不
愁。”陈庄村党支部书记陈
富伟自豪地说。

睢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刘传伟说，近年
来，睢县县委、县政府始终
围绕“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品牌强农”，在政策支
持、组织领导、队伍建设、
产品认证、基地建设、证后
监管，尤其是在叫响特色农
产品品牌建设方面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2022年至

今，睢县新增农产品品牌 3家：“凤彩晴”草莓、“广植”
树莓、“爱伊辣”小米椒。截至目前，睢县获得绿色食品
许可 8个，新申报绿色食品 8个；特色农产品知名品牌 1
个；特色农产品品牌2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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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11月 21日，记者从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1月 20日发函批
复，同意在睢县成立河南省鞋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据悉，根据《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同意筹建河
南省鞋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批复》和商丘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提出的验收申请，依据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建设管理的有关规定，省局组织专家对河南省鞋类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睢县） 建设情况进行了现场验收。
经专家组现场考核，认定睢县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完成了河南省鞋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睢县）的筹建
任务，整体检测能力符合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
设要求，同意河南省鞋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睢县）
正式挂牌成立。

检验检测认证是构建创新生态的重要一环，是高质
量发展的技术基础。省级质检中心具有第三方公正性，
代表省内最高质量检测水平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商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围
绕鞋类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主动服务，靠前服
务，精准服务，发挥省级质检中心在检验检测、科研创
新、标准研制、技术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为企业产品设计、研发、生产、使用提供全方位、全链
条、全周期的优质公共技术服务，将河南省鞋类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睢县） 打造成我省一流的创新高地和服务平
台，为商丘乃至全省鞋类产品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技
术支撑。

河南省鞋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在睢县成立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
员 蒋 琪）自“五星”支部创建工
作开展以来，睢县董店街道台北
村以“文明幸福星”创建为抓手，
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
高村民文明水平，加快推进移风
易俗进度，倡导乡村文明新风尚，
提升村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为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建好用好村党群服务中心，台北
村成立了文化社团，通过举办文
体活动，不断提高村民文明水
平，切实推进移风易俗，促进

“文明乡风积分制”成为基层治
理的助推器，推动“五星”支部创
建落地见效。开展“好媳妇”“好
婆婆”“五美庭院”“星级文明户”
等评选活动，持续开展“乡村光荣

榜”人物选树活动，今年评选出先
进典型9人，营造了“家家争做排
头模范、人人争当先进典型”的浓
厚氛围。

该村依托镇村文化服务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广泛开
展多元文化活动，今年以来，积极
组织开展“迎新春 送万福”、喜迎
元宵、“三夏”防火巡逻、“粽情端
午”、应急防汛等各类文明实践活
动6次，文明文化双向发力，用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导群众学习
先进文化、丰富精神生活。建成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
休闲游园和乡风文明宣传长廊，
设置了20余块移风易俗宣传栏、
孝善文化宣传墙，满足村民学习
活动的需要。

董店街道台北村

“文明幸福星”为群众幸福加码

“王奶奶，这段时间身体咋
样？最近感冒的人很多，尽量少出
门……”“中，都听邵娟的。”11 月
20日，睢县白楼乡阮洼村网格员邵
娟来到 90 岁村民王玉莲家中，对
其进行养老金认证。她拿出手机，
仅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认证。

随后，王玉莲对邵娟说：“进屋
喝点水吧。”起身要去给邵娟倒茶，
邵娟说：“王奶奶，不用麻烦了，你
的认证完成了，不耽误下个月领
钱，我还要去下一家呢。”

“群众民生无小事，一枝一叶
总关情。我们网格员要践行初心
使命，用真诚服务换来群众满意的
笑脸，为了这个目标，我会继续脚
踏实地，勤奋工作，争取在平凡岗
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邵娟说。

今年 34岁的邵娟是阮洼村村
委会委员、网格员。作为村委会网
格员，邵娟深知自己肩负着村民的
期望和信任。她时刻铭记村民的
需求就是自己的任务，把村民当成
亲人，尽心尽责工作。

在工作中，为了确保村民了
解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使他们
能够享受到各种惠民政策，邵娟
组织开展政策宣传活动，制作宣

传资料，定期向村民普及法律法
规知识，使他们在生活中能够更
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她
还记录村民的基本信息、需求和
诉求。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乡政府
更好地了解村庄的实际情况，有
针对性地制订政策。

每天，邵娟按时在网格内进行
巡查，发现问题迅速解决。她的工
作日志如同一本“百科全书”，记录
着村民的生活点滴、问题的追踪处
理情况。这些日志不仅是她的工
作记录，更是她为村民无私奉献的
见证。

在工作中，邵娟牢固树立“我
是村委会网格员、全心全意为村民
服务的意识”，积极主动投入网格

化管理工作中。每次入户走访时，
她对居民提出和反映的问题分类
记录，当场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
处理的及时上报村委会，在村委会
领导及同事的指导帮助下进行矛
盾化解工作。在平时工作中，邵娟
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工作方式，
在居民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拉近和
居民的距离。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邵娟坚持定期入户走访，关
心辖区独居老人的生活和居住情
况。每到一处都与老人亲切交谈、
嘘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并叮嘱老人要注意身体，注意饮食
卫生和个人安全，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成为他们亲近、信赖的人。

一个人，一方格，一份责。
邵娟走进群众之中聆听村民的需
求、关切和期望，以确保她对问
题有深刻的理解。这种倾听和理
解使她能够制订出更有针对性的
解决方案。

邵娟说，在基层工作中，理解
和满足村民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干干实，解
决民众最急难险重的问题，做一名
群众信赖的网格员。

白楼乡阮洼村网格员邵娟

做群众信赖的人
□宋家金 杨法全

11月21日，睢县云腾田园综合体温棚内温暖如春，无土栽培的果蔬生机盎然。据悉，
该综合体现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研学、观光等示范基地。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11月20日，睢县五河湾示范区村民在惠济河畔移栽七彩
油菜。该县为打造惠济河百里画廊，重点培育出榆厢古寨、鱼
米水乡小杨庄、民俗村吴庄、康养小镇滑楼、绘画专业村土楼
等特色文旅示范村。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11月21日，睢县天壕新能源热电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集
控室监视热电联产情况。据悉，睢县共建换热站17座，覆盖
供热面积130万平方米。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邵娟进行入户走访。宋家金 摄

村民孙友礼的庭院充满生机。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