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获准换发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商丘梁园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7411402001

许可证流水号：00059000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批准日期：2005年08月05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平原街道办事处民主路北和谐路东恒坤·金御府商业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丘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3年12月15日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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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快报

“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村的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落后与贫困已经逐渐被改
变，农村的发展也日渐迅速。”12月 15日，虞城县镇
里堌乡丁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卞振强说起家乡的变化
时，不由得感慨万千。

近年来，虞城县以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突破
口，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深化农村
综合改革为动力，做活“三农”这篇大文章，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培育形成了五金装备制造、
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经济发展
迈出铿锵有力的步伐。

“我们在这里上班，离家近，农忙时候可以回家
做农活，平时也不误照顾家人，上个月我拿到4000多
元工资。”12月 15日，在虞城县镇里堌乡产业孵化园
的毛刷加工车间，村民刘秀芝高兴地说。

虞城县把产业帮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以帮扶车间为突破，
狠抓乡村产业发展，按照“巩固一批、提升一批、盘
活一批、另起炉灶一批”的总要求，因地制宜发展壮
大帮扶产业，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产
业帮扶成效显著。

围绕主导产业巩固一批。钢卷尺加工是虞城的重
要产业，年产量15亿只，占全国市场的85%、全球市
场的 75%。虞城县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措施，引
导企业由单一生产钢卷尺，向生产扳手、钳子、螺丝
刀、美工刀等手动五金工具转变。

依托特色产业提升一批。河南懂菜农业通过加强

产业链，流转群众土地 1.1万余亩，托
管面积 1.7万余亩，辐射带动种植面积 6

万余亩。截至目前，虞城县累计认证“三
品一标”农产品 48个，5个农产品通过国家

地理标志认证，18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自
己的商标。

另起炉灶发展一批。引导推进“一村一品”，突
出乡村特色，发展不同的庭院经济。近年来，虞城县
田庙乡形成了“赏鲜花小院、游文化梨园”的特色品
牌；乔集乡刘楼村杂技文化村被河南省评为“特色文
化村”；城郊乡郭土楼村、大侯乡任楼村被中央九部
委认定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店集乡惠楼村、
张集镇林堂村、郑集乡褚庄村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李老家乡刘庄村被农
业农村部命名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2月 15日，位于虞城县产业聚集区内的河南乔
治白服饰有限公司的员工们正在飞针走线，商丘保税
物流中心内更是车辆穿梭，虞城县表面处理生态园内
也是机器声轰鸣……一派欣欣向荣的生产场面。

今年以来，虞城县着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狠抓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以平台铸实力，不断推动二次
创业，创新平台经济，深度推进“政府+公司”模
式，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目前，虞城高新区分别被认
定为“国家级工量具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河南省特色装备制造产业园
区”，并被授予“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产业园区”“河
南十佳发展战略产业集聚区”“河南最具发展潜力开
发区”等称号。

虞城县规划建设的“一区十园”是：虞城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一区）；五金生态城、表面处理生态
园、食品工业园、高端装备园、医疗健康园、彩印包
装园、电商物流园、人力人才园、大虞春秋文化园和
综合保税区（十大“区中园”，即十园）。

栽下梧桐树，凤凰自来栖。虞城县坚持项目为
王，实施优势再造，致力产业倍增，进一步推进项目
建设，争取项目超前完成当年目标任务，实现项目建
设“全年红”。

一把剪刀、几张纸、一双灵巧的手，便能将花鸟
鱼虫、山水风光等形象用剪纸的形式活灵活现地表现
出来。在虞城马牧集老街，商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间多层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贾艳梅凭着一手精湛
的技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围观。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木兰之乡虞城县是造
字、造酒、烹饪、汤药和教育“五祖”起源地，境内
营廓遗址、南亳遗址、大运河遗址、黄河故道遗址、
木兰祠、伊尹祠等景点星罗棋布，大虞春秋、蜗牛小
镇、马牧老街等文旅文创基地让虞城充满古韵和乡
愁。

为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叫响“五祖故
里、木兰之乡”品牌，讲好黄河故事，虞城县以木
兰、伊尹文化为纽带，以黄河故道生态旅游为依托，
以乡村旅游为载体，以全域旅游为主导，推动文化旅
游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看得见山水、记得
住乡愁的乡村旅游品牌，为虞城县文旅融合发展增添
了活力。

“咱那么大年纪啦，还能在一起吃饭，真得感谢
党、感谢政府。”“别说，咱村李鑫这孩子还真有孝
心，出钱出力，这菜做得真香……”在虞城县店集乡
花李庄村孝善大食堂内，来自全村110多名70岁以上
的老人欢聚一堂，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很开心。

今年以来，虞城县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通
过党建引领，开展“以孝治家”行动，县委制订下发
了《虞城县深入推进以孝治家、深化乡村治理、强化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加强分类指导，
强化工作督导，以孝治家工作在全县得以快速推进。

虞城县通过开展“以孝治家”行动，依托孝善大
食堂，架起了邻里和谐的桥梁，改善了农村面貌，培
育了新型农民，提升了村民文明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
程度，推动了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使美丽宜
居的乡村风貌不断彰显，勤劳淳朴的乡风文明程度不
断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高。

虞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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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旅以融合增魅力

乡村振兴以产业育动力

产业发展以平台铸实力

▶两河口公园群众文化活动彩排现场。
▼商丘红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

加工钢带。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经晓佳 张 威）作
物归仓，农地平整，冬日的豫东大地分外辽阔。在河
南省虞城县界沟镇刘沿村伤力草种植基地，成片的伤
力草已经晒干晾透，农户们正忙着扎捆、装车，运往
合作社。而在谷熟镇郭楼村的羊肚菌种植基地，合作
社负责人郭志生正在指导种植户深翻土地、抛撒石灰。

在虞城县，像这样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案
例有很多。

近年来，虞城县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优
势，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力量，持续推动项目、资金、
人才、技术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成为助力乡村振
兴的生动实践。

伤力草是商丘地区特有的药用植物。依托这一资
源禀赋，界沟镇在发展伤力草特色种植时，探索“合
作社+基地+农户”模式，辐射带动周边 1200余农户
发展中药材种植 3000余亩，产值 1800多万元。这其
中，界沟镇发挥基层统战联络优势，将专业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进行产业链接，形成了合作社、
农户、社会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走进界沟镇界沟村金叶社区小游园，冬日暖阳

下，村民在游玩、聊天，旁边新扩建的公共停车场上
车辆整齐有序。“进村道路拓宽了，不仅修了停车场，
还像城市一样有小公园。”村民们说到现在的村容村
貌，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界沟村的变化源于一场由新乡贤参加的村庄庭院
会。庭院会上，大家建言献策，关于清理臭水沟、修
建小游园等一系列“好点子”被采纳。

“乡贤赋能绘乡村美景。”界沟镇统战委员李媛
说，界沟镇在发展中探索出了一条新乡贤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的路径，效果不错，“目前，界沟镇有村级乡贤
会 25个，这些年通过乡贤化解的邻里矛盾纠纷 80余
件，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让市场了解乡村，让乡村特色产品走进市场，近
年来，虞城县还深入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
作，充分发挥网络、电商等从业人员优势，持续推进
电商与特色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在虞城县，“同心电
商”已成为统战工作品牌，一大批优秀电商人才成为
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农人”。

村社共建、乡贤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聚力等
齐头并进，虞城县统一战线工作在助力乡村振兴中描
绘出新的图景。

虞城县

“统战+”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讯（贾 震）为进一步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
统美德，12月 16日，虞城县巾帼志愿者走进该县城郊乡敬老院开
展慰问活动，把冬日里的温暖送到老人们的心坎上。

慰问活动当天，虞城县巾帼志愿者带着面包、牛奶、围脖等生
活用品来到敬老院慰问老人，为老人们剪指甲、叠被子等，了解他
们的生活状况和生活需求，并叮嘱老人们在严寒天气里一定要多穿
衣服、保重身体。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现场显得格外温
馨。

通过此次活动，虞城县巾帼志愿者们纷纷表示，将会持续加强
对老年人的关爱，让他们度过一个幸福、温馨的晚年生活。“这个
活动很有意义，可以带动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与这项活动，
让老人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虞城县巾帼志愿者田雅说。

“我们巾帼志愿者为老人带来一些日常用品，与老人们谈谈
心，说说话，老人们都很开心。今后，我们巾帼志愿者会经常过来
献爱心，为老人做点有意义的事。”虞城县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解凌
云说。

虞城县巾帼志愿者

寒冬送温暖 情暖老人心

本报讯（蒋华山）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
传统美德，助力“以孝治家大食堂”运营，12月10日，虞城县慈善
总会向“以孝治家大食堂”捐赠冰柜仪式在谷熟镇刘大庄村举行。

近年来，虞城县慈善总会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扶贫救困、减灾救
灾等工作中取得了明显成效，连年受到省慈善总会的表彰。

据了解，这次捐赠活动，县慈善总会向全县 25个乡（镇）的
“以孝治家大食堂”捐赠冰柜25台，价值3万多元。同时，民政部
门向“以孝治家大食堂”捐赠米面油等物资100余份。

“在今后的工作中，虞城县慈善总会将以实际行动支持‘以孝
治家大食堂’，共同为敬老孝老添柴加薪，努力实现老有所依、老
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老人们感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虞城县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虞城县慈善总会

公益捐赠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童明华）近年来，虞城县郑集
乡紧扣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坚持突出核心、
实践创新，不断增强统战工作动力，凝心聚力，有力地推动了统
战工作提质增效。

强化思想引领，凝聚内生动力。该乡党委研究制订了年度统
战工作计划，对重点工作实行项目化、清单化管理，抓好督促落
实。建立例会、学习培训制度，通过党委中心组集中座谈，定期
开展统战理论政策和业务知识学习，引导基层统战干部进一步掌
握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
能力。同时，成立统战工作领导小组，辖内 21个行政村也分别成
立统战工作协调小组，对村辖区精细化管理，夯实基层统战工作
基础。

突出共识凝聚，延伸工作触角。该乡建立统战数据库，通过
各村统战工作协调小组定期开展乡贤摸排、归侨侨眷摸排、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摸排、少数民族群众摸排等工作，充分摸清统战成
员底数，对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同时，积极做好统战宣传工作，
通过宣传栏、宣传手册、乡村大喇叭、座谈会等方式，不断强化
统战工作的重要作用，扩大统战工作的覆盖面，打造统战成员交
流平台，切实将统战服务做到身边。

坚持凝心聚力，助力乡村振兴。该乡成立郑集乡商会，吸纳
商会会员 30余人，通过商会大会、迎新春座谈会、微信群等方
式，广泛宣传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同时，邀请长期在
外的郑集乡创业有成人士回乡，近距离感受郑集乡乡村振兴成
果。围绕“携手奋进 砥砺前行”“畅叙乡情 共谋发展”两个主
题，为郑集乡建言献策，贡献自己的力量。

郑集乡

凝聚统战力量 促进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以孝善添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