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今年 5月份以来，睢阳区闫集镇
将“两城”联创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丰富“党建+创建”内
涵，形成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基层堡垒广泛动员、人民群众积
极参与的联动格局，构筑起阵地化、多样化和经常化的“党建
促创建”新阵地。

依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发动到位。抓好“两城”联创工
作，首先要抓党员干部这个“火车头”。闫集镇将创建和党日
活动及“三·五”基层工作日紧密结合，党日活动开展前把倾
听党员群众对创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必修课。同时，组建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号召党员干部在“两城”联创中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宣传并开展创建工作，营造镇区宜居环
境，培育群众文明新风。

扎密管理架构，工作责任夯实到位。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该镇积极细化23个村、4个社区责任网格，重点夯实北部城乡
接合部工作责任，各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任网格长，确保
镇域范围内宣传氛围营造到位、公共秩序规范到位、环境卫生
整治到位。同时，结合105国道、东西街街道商户数量，给每
名党员划分 5—8户责任商户，督导商户落实好“门前五包”，
有效杜绝店外经营、乱停乱放、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做到

“网上有格、格中有点、点上有人、人上有责”，最大限度激活
创建单元细胞。

增添宣传平台，创建氛围营造到位。按照“广泛发动、共
同参与”的宣传思路，在北部城乡接合部、主要道路与镇政府
所在地，制作路灯杆公益广告 150个、党建及创城宣传铁艺
300平方米，定期在人员密集场所向群众发放“两城”联创宣
传页共计 9000余份，有效扩大了创建工作的知晓率，使文明
理念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党员干部带头，环卫秩序整治到位。从环境综合整治与公
共秩序维护两项重点入手，开展“创建当先锋，党员在行动”
清洁行动，由党员干部带头对重点区域、河道、卫生死角进行
全面清扫，对违反文明公约、出店经营等现象及时劝导，大大
减少了重点区域及主要道路逢集路堵、卫生条件差等问题的发
生。同时，压实环卫工人责任，结合网格化管理模式，镇村党
员每日对环卫工人分包路段进行两次督查，确保生活、生产垃
圾日清日结，环境卫生整治到位。

睢阳区闫集镇

“党建+创建”
打造“两城”联创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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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睢县积极探
索贫困群众产业脱贫新途径，坚持把培
育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园、田园综
合体等特色农业作为产业脱贫的关键支
撑点；坚持把利益共享机制作为贫困户
增收脱贫的重要措施，扎实推进“特色
产业+公司+”脱贫模式，让贫困群众实
现稳定脱贫，快速增收。

在决战脱贫攻坚战中，睢县以“户
脱贫、村出列、县摘帽”的总体目标和

“六个精准”“八个一批”的要求，在全
县形成了“南笋北椒中果蔬” 的产业格
局，芦笋、辣椒种植成为该县脱贫产业
的新兴亮点。与此同时，该县以实施区
域大布局、主体大培育、技术大支撑、
利益大连接、产业大融合为抓手，稳步
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保障贫困群众
增产增收。

目前，睢县花生种植面积达 30 万
亩，蔬菜种植面积达 18万亩，芦笋种植

面积 1.5 万亩，辣椒 8 万亩，烟叶 5000
亩。其中 6500 户贫困户种植辣椒 10470
亩，投资 1100万元的河南骥遥农业优质
有机西红柿项目，带动贫困户 3027户受
益。建成各类养殖场206个，花花牛乳业
项目成功落地，蝉联“全国生猪调出大
县”称号。涵盖大棚建设、种植、养
殖、加工等 49个到户增收项目共涉及 18
个乡镇， 4 个类别，可带贫 7009 户、
20353人。

为加快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增收富
民，该县通过对符合标准的龙头企业、
农业园区、田园综合体、新产品研发和
科技人才等五类主体进行奖励，采用金
融、资金、项目、地补和以补代奖等五

种方式进行扶持，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以资
产收益、土地流转、劳务用工、股份分红、
订单收购等五种方式与贫困户建立利益
连接机制，从而形成具有睢县特色的“特
色产业+公司+”产业扶贫模式。

目前，该县已建成4个精品特色产业
带、14个特色产业示范点、30个绿色生
态农业基地。积极推进“订单农业”“创
汇农业”“无公害农业”，培育乡村旅游
亮点，打造一批“全链条、全循环、高
质量、高效益”的农业产业化集群和休
闲观光农业品牌。

针对产业扶贫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
问题，该县以“点题式”整改模式，强
化行业扶贫，推进产业融合大发展。

通过全力引导新型主体申请“三品
一标”的方式，睢县首张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颁发给了河南云腾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以“合作社+金融”的合作带贫
模式，成立专业带贫合作社202个，发放
扶贫小额贷款 11078户、31006万元，其
中通过企业带动贫困户 9369户，户贷户
用 1709 户；实施农村致富带头人工程，
共培育致富带头人1126人，创业成功318
人，带动 7160 户贫困户参与种植、养
殖、加工等特色产业增收；围绕主导产
业，打造集会展、批发、零售、商务办
公、物流集散于一体的电商物流体系，
全面提升睢县电商运营质量，建成苏沐
跨境电商园；重点培育“龙行里”牌供
港金薯、颐养密码酵醋等入选国家品牌
战略计划，新培育 5个农产品品牌商标；
突出服务功能提升、特色集群培育和精
品示范引领作用，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 20家，服务业增加值 20亿元以上，
安置从业人员1.2万人。

睢县：特色农业产业“蛋糕”越做越大

8月21日，虞城县
稍岗镇韦店集村村民在
扶贫车间作业。该村扶
贫车间运营以来，累计
吸收周边4个村贫困务
工人员120人次，带动
脱贫 37 户，让困难群
众在自家门口实现了就
业，实现了“一户就
业，全家脱贫”。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日前，以“开放
创新的亚洲，繁荣发
展的世界”为主题的
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
年 会 在 海 南 博 鳌 开
幕。商丘女孩刘平凭
借出色的综合表现，
经过层层选拔，从众
多 申 请 者 中 脱 颖 而
出，成为本次博鳌亚
洲论坛的高端翻译志
愿者。在会议召开期
间，负责奥地利和菲
律宾参会外宾的接待
翻译工作，并为奥地
利总统和夫人做随行
翻译。

会议期间，对刘
平最大的挑战不是为
奥地利总统做翻译，
而是为菲律宾外宾做
翻译。因为平时学英
语接触的都是标准的
美式英语或者英式英
语，菲律宾英语的发
音和英式发音、美式
发音差别很大，口音
很重，所以，理解相
对费力。为了尽快适
应 菲 律 宾 英 语 的 发
音，她利用空余时间
搜 集 菲 律 宾 英 语 音
频，反复练习听力，
总结发音规律，尽快
熟悉不同口音，顺利
完成了翻译工作。

刘平说能顺利完
成博鳌亚洲论坛的高
端 翻 译 志 愿 者 的 工
作 ， 取 得 今 天 的 成
就，与她坚持不懈、
不畏艰难的品质是分
不开的。现在的刘平
还是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一名研二
学生。她身上有着众
多 商 丘 人 的 性 格 特
点：勤勉、坚忍、上
进。本科时期，她读
的专业并非英语，而
是典型的工科——自
动化专业，但她却一
直喜欢英语。在大二
时，一个偶然的机会

接触到英语角，便产生了要学好英语的愿望。可
当她拿着爸妈给的几千块钱想去培训班报班时，
高昂的费用却让她望而却步。天生不服输的她
想：英语不就是一门语言嘛，听得多说得多自然
就会学好。于是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网
络、英语角、英语沙龙等发奋学习。当别人早上
还没起床的时候，她已经在学校的小花园背英
语；晚上大家都睡了，她在听网易公开课正入
迷。她的暑假基本在学校度过，偶尔外出做兼
职。那时候，宿舍只有她一人，有自由的学习空
间。只要一有时间就学英语，坐公交车、洗衣
服、睡觉前、跑步时，耳朵里都会塞着耳机听英
语。有时，她特别想和别人说英语，还经常做梦
和外国人聊天。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刘平再
次去了那家培训机构，应聘做了老师。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永远不要停下前进
的步伐。2014年参加中央电视台希望之星英语演讲
比赛，刘平获得郑州市第三名；2016年参加郑州轻
工业大学英语演讲比赛，获得全校第一名。作为郑
州轻工业大学的一名学子，刘平秉承“为之则易，
不为则难”的校训，不畏艰辛，奋勇拼搏，取得了
诸多傲人成绩。但她不止步于眼前，据了解，刘平
现在正在读研二，准备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

“特别感谢我的母校和一路上鼓励、帮助我的
人。我的老师、朋友以及英语角的小伙伴们，正是
他们给予了我指导，激励我前行。也特别感谢我的
家乡商丘，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
地，古往今来，人才辈出，他们是我学习的榜
样。”刘平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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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徐艺宁）8月22日，共青团睢
县县委“筑梦扶智”关爱困境儿童活动走进睢县西陵寺镇马河
村，看望那里的一对小姐弟，为他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在之前的走访中，共青团睢县县委了解到，这俩孩子只有
三四岁，跟着 73岁爷爷生活，孩子唯一的玩具是在垃圾堆里
捡到的一部旧手机，孩子没有吃过零食，衣服更是破破烂烂。

共青团睢县县委青年志愿者们此次前去为这个困难的家庭
捐助了 2200元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同时，为孩子们带来了
新的衣服，拿来了玩具，送去了零食，让孩子们也感受到同龄
人应该感受到的童年乐趣。

此次活动是共青团睢县县委“筑梦扶智”贫困青少年关爱
活动中的一部分，团县委也将走进更多的乡村，为更多的困境
儿童带去温暖和希望，同时也希望能够感染更多的人加入其
中，为帮助身边的贫困儿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共青团睢县县委

关爱困难小姐弟

面对不幸，她努力拼搏，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困
境中，她奋发图强，成了家里唯一的大学生。

她是自立的榜样、励志的楷模。她就是宁陵县张弓镇管
庄村 18岁姑娘李明倩。8月 21日上午，在一处极为简陋的
农家小院里，记者对她和她的家人进行了采访。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的农家，一纸大学录取通
知书送来的时候，无疑是喜从天降。

8月 1日，当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快递时，李明倩高兴得
要跳起来。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今年她以高考理
科565分的成绩被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录取。

这一喜讯，先是在家庭成员间传递，然后像插上翅膀飞
遍了村庄的角落。为了庆贺这件喜事，70岁的爷爷特意去
集镇上买了一只白条鸡，炖了一大锅。

“明倩是一家人的希望，更是一家人的未来。”扶贫驻村
第一书记姜国昌说，“她如今考上了大学，跳出了农家小
院，不但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还将阻断贫困在代际间
传递。”

明倩姐弟俩的经历是不幸的，母亲孔君英天生残疾，左
耳失聪，右眼失明；父亲李景明在 2004年溺水身亡，当年
小明倩才4岁，弟弟李帅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

本就一贫如洗的家庭，顶梁柱轰然倒塌，如同陷入了黑
暗的深渊。爷爷、奶奶身患慢性病，常年吃药，家里“就像
开药铺的”。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善良的孔君英擦干眼泪，艰难地
撑起了一个家。在这样的家庭里，明倩从小学习特别勤奋，
经常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农忙时节，她也像大人一样挖
花生、掰玉米，从不喊苦叫累。

“和同龄的孩子相比，俺孙女懂事早，平时虽不言不
语，却对老人十分体贴。”爷爷李占才评价她，“贫寒的家
境，促使她努力学习，积极向上。”

“人生能有几回搏”是李明倩的人生格言。明倩在宁陵
县高中就读的三年，是她最拼命的三年。

在生活上，全班最节俭的是她。一身朴素的衣服穿脏
了，晚上洗洗，白天又穿上了。女孩子都喜欢吃零食，而明
倩从来没有买过零食。

她的一日三餐只花6元钱，她喜欢买包子吃，因为这样
不用再买菜了。一盘炒菜要花去她一天的伙食费，所以有时
她就从家带瓶咸菜、豆酱，一样吃得津津有味。由于长期营
养不良，明倩身体有些瘦弱。

孔君英在一所学校餐厅打扫卫生，一个月只挣 1300元
钱，供给他们姐弟俩读书，一个读高三，一个读九年级，实
在有些捉襟见肘。

她从不和同学攀比，只比学习。“明倩每天坚持早晨第
一个进班，晚上最后一个离开班级，高考冲刺时，她晚上
12点前很少入睡，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一向领先。”班主任顾
伟说。

同桌说她身上好像一直上紧了发条，充满了动力。
血脉相连，姐弟俩感情特别深厚。高三时间紧张，李明

倩一个月只回家一趟，回家后总要和弟弟李帅“粘”在一
块，聊聊学校里的见闻，交流一下彼此的感受，更多的是鼓
励他脚踏实地，争取一步一个台阶。

“李帅也很聪明，有悟性，就是贪玩，不够勤奋。”知子
莫若母，母亲孔君英说，“明倩处处做弟弟的榜样，刻苦用
功，踏实肯干。她被河南大学录取，这无形中也大大鼓舞了
弟弟。”

李明倩梦想的大学是郑州大学，河南省唯一一所211工
程高校。但因 10多分之差，她与郑州大学擦肩而过，被河
南大学录取了。她开玩笑地对弟弟说：“李帅，这个艰巨的
任务交给你了，你将来一定得考上郑州大学，好弥补我的遗
憾。”

8月21日上午，李家简陋的农家小院迎来了一群陌生的
客人。他们不但送来了 5000元捐款，还带来了春天般的温
暖和关爱。

今年暑假，郑州市一家爱心企业发起了“奔跑的录取通知
书”捐助活动，捐赠对象是今年考上大学的贫困生，宁陵县有
22名贫困学子受惠，可享受每人5000元的爱心资助。李明倩
经推荐考察后名列其中。爱心捐赠活动负责人赵孝文被她的
自强精神所感动，亲切地和李明倩的一家人合影留念。

同路前来慰问的还有宁陵县学生资助中心主任王娟一
行。据她介绍，李明倩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能圆自己的大学
梦，也是受益于教育扶贫惠民政策带来的红利。“单单读高
三这一学年，明倩享受了免学费、住宿费 1360元，还免教
科书费 900元，享受到最高档助学金 2500元，领取 1000元
的生活补助。”王娟热情地说，“现在马上要去高校入学报
到，我们学生资助中心为她办理了 4800元的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还补助了500元的路费。”

李明倩：贫寒农家走出的大学生
文/图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

8月23日，民权县总工会举行“金秋助学”资金
发放仪式。当日，全县92名困难职工 （农民工） 的
子女得到救助金28.6万元，帮助他们共圆大学梦。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8月22日，夏邑县举办“金秋助学”捐赠仪式，各界人
士捐款32.78万元资助大学新生120多名。据了解，该活
动开展15年来，共筹集助学资金600余万元，先后资助
2400多名寒门学子圆了大学梦。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收到录取通知书，李明倩十分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