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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华锦院子业主：

您所购买的华锦院子商品房已经竣工验收

合格，具备交付使用条件。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兹定于 2021年 12月 10日至 2021

年12月15日（9:00-17:00）集中办理交房手续，请

您携带好《交付通知书》及附件资料。

特此公告。

商丘市海通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日

交房公告

11 月 29 日，夏邑县骆
集乡党委书记刘杰在给全乡
党员干部上党课时，讲述了
一段抗战时期，地下情报交
通员陈登云被捕后，坚贞不
屈，宁死不说党的秘密，惨
遭敌人枪杀的感人故事。

1887年，陈登云出生在
夏邑县骆集乡陈营村，自幼

遭受战乱、灾害、饥饿之苦，受尽地主恶霸的压迫和敲
榨，全家仅靠他为地主打长工和一点土地糊口。后来，由
于生活极端困难，全家被逼搬迁到条件稍好的北镇乡。

1939年，新四军四师来到豫皖苏革命根据地以后，陈
登云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和新四军才是真正为人民群
众求解放的队伍。当年已经 52岁的陈登云，积极拥护新四
军，主动追求革命的真理。他对全村的贫苦农民说：“这
军，那军，都不如新四军；这党，那党，都不如共产党。
国民党打骂农民，剥削农民，而共产党事事为农民着想，
让农民有饭吃。”

1944年8月，新四军四师挥师路西后，陈登云决心参加
共产党，协助新四军四师做些事情。为此，他被任命为中
共永城县委地下情报交通员，主要负责县委和太丘区委的
联系。此后，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摸清夏邑东部的班口
集、太平集、胡桥集等一带的敌人动向，及时向区委和县
委汇报，提供许多重要情报和地下联络人员信息，千方百
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为革命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47年5月，太丘区根据县委指示，正在孙杨集村发动
群众，开展“一手拿枪，一手分田”运动。突然，夏邑保
安团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一部，气势汹汹，向孙杨集村扑
来，妄图实行阶级报复。

为摸清敌人动向，县委和区委派陈登云前往胡桥集一
带侦察敌情。途中，遭到叛徒出卖，陈登云刚到胡桥，就
被敌人逮捕。“顽县长”李大炮对陈登云进行审讯，陈登云
装聋作哑，守口如瓶。敌人恼羞成怒，就把他吊在一棵大
树上，进行严刑烤打。虽被打得伤痕累累，浑身是血，但
陈登云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也不说出一句话。足足拷打了3
个小时，陈登云坚贞不屈，敌人就把他拉到胡桥集北门外
枪杀了，时年60岁。

陈登云同志用行动实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人们永远铭记他。

地下情报交通员陈登云

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郭 欢

每天清晨，夏邑县郭店镇韩柯针庙村的田地里就会
响起广场舞乐曲，随后数千只蛋鸭跳起了舞。“为了给
鸭子养成习惯，每天早上6点30分，我就会给它们播放
舞曲，它们一听到舞曲，就会‘起床’，开始一天的生
产。”11月29日，村党支部书记韩祥玉幽默地说。

走进淑楠养殖合作社养殖基地，一排排自动化养鸭
机械像无人纺纱车间，齐刷刷、亮堂堂。在养鸭车间的
智能操控室，看不到鸭子。“这叫养鸭不见鸭，今年才
上的新设备，上饲料、测温度、拾鸭蛋、清理粪便等全
部实现自动化。”说到产品销售和效益，韩祥玉介绍
说，一只鸭子一年下的蛋，一般行情能挣 40块钱左右，
遇到好的行情能卖到 60块钱。全村蛋鸭养殖已突破 15
万只，总收入 600余万元。现在鸭蛋大都销到武汉、杭
州等大城市。下一步我们打算自己加工咸鸭蛋、松花
蛋，再上一个冷库、一个烤箱车间，形成自己的产业
链，让全村人人有活干、家家有收入，走向共同富裕。

在骆天庙村柠檬树装饰画厂，正在加工无框画的村
民郭丹告诉记者，这里实行的是计件工资，一天能挣 100
多块钱。在家门口上班，家庭工作两不误。该厂负责人
何国庆说：“我们的产品种类非常多，有无框画、有框画、
水晶画等。返乡创业时，我得到乡党委、镇政府的大力
支持。厂里用工量高时得30余人，大都是脱贫户。”

在杨吕庙村服装加工车间，正忙着加工出口羽绒服
的村民祝静说：“离家很近，上班方便，也能顾家，月
工资 5000元左右，比在沿海企业打工强。”该车间负责
人程艳介绍说，他们的订单很多，一年四季都挺忙，现
已安排了50多人就业。实施“网上+店铺”销售，电商
外销占比 80%。围绕季节走，夏有短袖、冬有羽绒服，
还有套装。

在骆天庙村英峰养殖场，记者看到59岁的脱贫户谢
建亭正在喂牛。“在这里月工资 2700元，都是些轻来轻
去的活。”谢建亭满足地说。该养殖场负责人周才虎介

绍，自己原来在南京搞土石方工程，返乡创业，在镇政
府支持下建起了养牛场。现在养殖规模是五六百头，一
年一头牛能赚三四千块钱。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
镇长杨晓辉鼓励他扩大规模，争取到“十四五”末，养
殖规模扩大到1.5万头以上。

在郭店镇，记者还走访了多家板山羊养殖场、家庭
农场、蔬果种植基地、工艺品加工厂、手抓饼加工厂、
麻糖加工厂、电商产业典型户，这些都是郭店镇实现乡
村振兴的底气。

郭店镇在市第六次党代会闭幕后，迅速召开一系列
会议，锚定“两个确保”、紧扣十项主要任务，全力推
进乡村振兴。

谈到郭店镇今后五年的发展规划，镇长杨晓辉信心
满满地说，郭店镇将围绕“一条主线”，以打造全省乡
村振兴示范镇为主线，狠抓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五大振兴；突出“两大主业”，依托全国农业产业
强镇和中国蛋鸭之乡核心养殖区，养殖种鸭 150万羽，
实现年产值15亿元。打响“夏邑智造”品牌，支持和服
务恒天永安集团、桂柳集团，把他们培育成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打造“三大基地”。以王刘庄、代集等村为中
心，建成梨、桃等生态特色种植示范基地；以圪针庙、
杨吕庙等村为中心，建成桂柳鸭生态特色养殖示范基
地；以陈马沟、张草庙、代营等村为中心，推进国储林
和陈马沟绿道建设，建成绿色康养基地。建成“四大园
区”。建成8424西瓜、梨、桃等优质农产品交易产业园，建
成总投资 5000万元的三农服务中心产业园，建成总销售
收入 10亿元的 5G智慧产业园，以夏业路为轴线建成农
村创业就业产业园。通过五年努力，全镇形成营商环境
一流、创新活力迸发、产业结构优化、生态环境美好、
社会文明和谐、人民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共同富裕看郭店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贾静波

11月 29日晚 6点，时令虽然已是初冬，但夏
邑县会亭镇中心广场、花园广场等地的夜市小吃
集群，生意却依然火爆，天气的寒冷丝毫影响不
了食客们消费的热情。“我的摊位现在每晚能接待
消费者 100 多人，不仅本地人来这吃饭，永城、
亳州等地的客人也来。现在的生意比其他季节肯
定差些，但也不错。”该镇中心广场苏家烧烤摊点
的老板说。

据会亭镇宣传统战委员郭爱侠介绍，会亭镇
镇区东起会亭博物馆，西至淮海文化广场，北到
政府路北段，南到三合街，约3.6平方公里的区域
内，有饭店 83家，小吃、夜市摊点 280多家，带
动就业 1800多人，成为乡村振兴一大主导产业。
今年前10个月，虽部分时段受疫情影响，但营业
额仍有2.5亿多元。

会亭镇的夜市摊点为什么这么火？
“会亭镇的夜市摊点火，就是因为好吃的多

呗。”正在一家涮锅摊点和朋友聚餐的张迎春说。
张迎春在会亭镇经营一家打印社，是土生土长的
会亭人。据她介绍，会亭镇出名的小吃有糟鱼、
牛肉盒、馓子、糖糕、豆粥、枣糕、油茶、水煎
包、鸡蛋壮馍等。这些经营者，多是回民兄弟。

据传说，清末永城裴桥回民苏天福聚捻起
义，永城回族群众响应者众多。后捻军失败，满
清政府对回民进行了残酷的清算，于是有了“永
不留回”（永城不留回民）的说法，大量回族群众
出逃至位于永城市与夏邑县交界的会亭镇谋生。
因为会亭镇在明代就曾设有驿站，同时有隋唐运
河的水运之便，历来就是周边的物资集散地，繁
华昌盛，物阜民丰，群众思想比较开明、包容性
强，回族群众逃难至此，很快就融入了当地人的
生活。他们发挥经商的特长，每到逢集逢会日就
在街头以摆摊经营小吃为生。经过上百年的传
承、积淀，这里就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吃“集
群”。新时代新气象，近年来，这些小吃花样翻
新，价格亲民接地气，吸引了本镇及周边县、
市、乡镇的食客前来品尝。

“会亭镇的夜市摊点火，深层次的原因是人气
旺。”会亭镇人大主席团主席王秀超说。据介绍，该
镇境内企业众多，河南省淮海精诚工业科技有限公
司就有员工1600多人，员工超过400人的打火机生
产企业有 10多家，全镇企业吸纳了 2.2万人就业，
工资水平也不比外地低。下了班，三五朋友到地摊
撸撸串，喝点小酒，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今年以来，我镇投资2.8亿元的众兴科技有限公司
和一批打火机项目、家纺项目建成投产，新增就业
岗位1500多人；投资3亿元的打火机产业园开工建
设，这个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就业 2000人，到那时，
会亭镇的人气将更加旺盛。”王秀超说。

“会亭镇的夜市摊点火，还和会亭镇完善的基
础设施有关。”会亭镇分管城镇建设工作的党委副
书记丁辰说。该镇交通便利，镇区内政府路、永
昌东路、永昌西路、景阳路、三合街、创业路、
兴业路、商业街等街道实现了高标准绿化、美
化、亮化，并配套建设了淮海文化广场、永昌文
化广场、中心广场、东花园广场等多处文化广
场，淮海文化广场等地每天晚上聚集了上千人开
展广场舞等文化活动。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会
亭镇发展地摊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采访结束，一个设施完善、产业发达、人多
市旺的“全国重点镇”形象跃然而出，新时代成
为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小镇夜市为啥这么火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周明欣

本报讯 （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孟祥杰） 11 月 25 日晚上，天色渐
晚，而夜幕下的夏邑县韩道口镇各
村村委会却异常热闹。各村包村干
部、村“两委”干部、党员和村民
代表共聚一堂，讨论得热火朝天，
他们集思广益，共商乡村振兴发展
大计。这是韩道口镇各村正在开展
的乡村振兴“干群夜话”活动。

韩道口镇各村在“干群夜话”
活动中，采取多种形式广开言路。

干部示范引领带头“话”。各村
包村干部和村党支部书记率先引领
发言，坚持问题导向，解决老百姓

“急难愁盼”的问题。群众由以往的
“单向听”变为“双向说”，由“被

动知”变为“主动做”，大家畅所欲
言、各抒己见，为本村事业发展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丰富内容多样“话”。坚持目标
导向，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乡村振兴、土地流转、产业发
展、人居环境建设、村民自治等话
题进行座谈，现场听民情、解疑
惑、理思路、集智慧、谋发展，有
效解决“白天群众上班、走访难以
见面”的问题。

健全机制实效“话”。坚持结果
导向，建立干部“联系基层、融入
基层、服务基层”的长效机制；建
立“自上而下、以需定供”的菜单
式服务机制；建立问题定期“收

集、交办、督办、反馈”工作机
制，推动“干群夜话”深入有效开
展。对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能现场
解决的，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
的，限期解决；确保群众反映事项

“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韩道口镇把“干群夜话”这种

形式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有效途径。自“干群夜话”
活动开始以来，各村包村干部、党
员和群众代表共提出合理化建议 64
条，为群众办实事好事95起。“干群
夜话”活动极大地融洽了党群干群
关系，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振兴工作
的开展。

韩道口镇

“干群夜话”共谋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郭 欢）“多亏了镇纪委帮
忙修建了水泥路。”11月29日，夏邑县罗庄镇刘古同村村民
走在新通的水泥路上，交口称赞着该镇纪委。就在半月前，
这里的道路还是一片泥泞，难以通行。

11月9日，该镇纪委书记高乾坤在镇纪委办公室接待来
访村民，村民们反映刘胡同村内的道路低洼积水、泥泞难走
的问题，看政府能不能给村里修建一条水泥路。“我马上到
村里实地察看！”高乾坤一边劝说村民先回去，一边顺手拎
个笔记本，驱车赶到了刘胡同村。村民闻讯，一下子把他围
住，纷纷向他表达修路的迫切愿望。

“经过察看，道路确实该修，请大家耐心等几天，我会
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高乾坤向村民承诺。据了解，这
条道路的修建项目，上级已经批复，前期因为疫情原因，施
工时间向后推迟了，村民们不了解内情。“请大家放心，乡
纪委将对项目施工全程监督，确保质量和工期。”刘古同村
党支部书记蔡永玉一直将这段道路挂在心上，他一边忙着脱
贫攻坚后评估工作，一边组织村民对路面进行清障。经过半
个多月的奋战，2000米的水泥道路顺利完工，村民们欢欣鼓
舞，拍手称赞。

据了解，自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开展以来，
罗庄镇纪委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通过摸实情、
访民情、列清单、搞约谈、建台账等方式，为民办实事好事
120余件。

“乡纪委始终履行监督职能，锚定群众关切的热点、难
点、痛点问题，严防承诺‘放空炮’，杜绝责任‘挂空档’，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以实际行动检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后评估工作成效。”高乾坤如是说。

罗庄镇纪委

为民解忧落实处 修路惠民暖人心

11月24日，郭店镇圪针庙村村民在村淑楠养殖专
业合作社操作自动化养鸭设备。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11 月 29 日，在夏邑县郭店镇骆天庙村电商车间，
村民在加工无框画。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11月29日，夏邑县北岭镇卢
集村村民在村农业高效园区大棚里
管理芹菜，为春节上市做准备。该
镇围绕夏芒路、北会路13公里的果
蔬生态走廊，实施“七大园区建设
工程”，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11 月 29 日，夏邑县太平镇
刘花园村村民在安装西瓜大棚，为
明年种植8424西瓜做准备。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