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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县城市管理局

“双引擎”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 邓丹华 王朝
朝 通讯员 贺之梦）连日来，汝南县
南余店乡结合 2022 年项目谋划实
施落实情况，采取“五步走”措施，积
极做好 2023 年~2025 年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申报入
库建设工作。

及时部署，做好业务培训。该
乡及时召开 2023 年~2025 年项目
库计划申报培训会，详细讲解项目
库建设的相关要求，强调入库项目
资料、报送程序、时间节点、公示公
告要求、项目库日常维护和管理等
方面内容。

聚焦精准，加强项目谋划。该
乡指导各村认真谋划乡村振兴项
目，紧紧围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产
业发展、乡村振兴、乡村建设、就业
创业等重点领域，重点提升产业发
展、乡村建设和就业创业等巩固脱
贫成效的项目纳入项目库，该乡共
谋划确定实施项目20个。

严格程序，确保项目质量。该

乡按照项目库建设“群众参与、村级
申报、乡级初审、县级审核”的程序
严格落实到位，主动与有关部门对
接，完善评议、审核、公示、报告、公
告等规定程序。

突出产业，壮大集体经济。该
乡各村在项目库谋划过程中，坚持
把产业发展放在项目库建设的突出
位置，提高产业发展项目比例，原出
列贫困村必须有产业发展项目，全
乡入库项目中产业发展类项目资金
占比不低于总资金规模的65%。

强化动态管理。该乡在申报项
目时，坚持做到项目库与年度计划
相匹配，项目有进有出、适时更新，
做到成熟一批、入库一批。优先谋
划群众认可度高、操作性强、致富效
果好、资金使用效益高、能够长期稳
定增收的产业扶贫项目，对于未实
施或者难以实施的项目及时进行剔
除，并落实好公示公告制度。

至目前，该乡已入库项目 5类，
入库资金596万元。③6

南余店乡

做好项目库建设 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王 淇）今年
以来，汝南县城市管理局紧密结合
县委、县政府关于营商环境工作要
求，将城管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和标准化执法充分融合，积极打造
具有鲜明特色的“信用城管”工作模
式。

强化执法为民服务理念。该局
坚持贯彻实施“721”工作法，变被动
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
头治理，彰显城市管理温度；积极推
行包容审慎监管，以标准化、规范化
执法为基础，积极打造诚信和执法
监管相融合的城管执法“双引擎”，
建立并严格执行企业违法失信行为
的双公示制度，推进企业信用分级
分类监管。

强化诚信主题宣传教育。该局
开展诚信宣传进广场、进企业、进工
地、进商铺活动，以案释法、以案释
信，重点宣传社会信用相关政策、行
政处罚信用修复及守信褒扬失信惩
戒等内容；重视社会诚信氛围营造，
充分依托宣传载体，发放宣传单，沿
街商铺电子屏播放诚信宣传标语，
利用汝南县数字化城管中心微信公
众号定期发布宣传内容，线上线下
齐发力，织牢织密诚信宣传网，不断
增强社会各界诚实守信意识，营造
重诚信、讲信用的浓厚社会氛围及
良好的执法管理外部环境。

通过“信用＋执法监管”“双引
擎”，汝南县城市管理局为营商环境
优化再提升添新助力。③6

本报讯（记者 邓丹华 通讯员
李 帅 陈亚坤）全县所有“五星”“四
星”村（社区）以及软弱涣散村都有县
领导走访到位，所有的行政村（社区）
都有乡镇（街道）领导班子走访到位，
所有排查出的问题都有具体解决措施
和整改时间表……近日，汝南县深入
开展创建“五星”支部遍访走访活动，
真正通过遍访走访把情况摸准、把原
因弄清、把问题看透，推动“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坚持以上率下、压实工作责任。
全市创建“五星”支部观摩点评会召开
后，汝南县第一时间召开党建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专题学习创建“五星”支
部相关政策精神，对创建“五星”支部

遍访走访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建立
“县级领导带头访、乡级领导普遍访、
专班单位定点访”的三级走访制度，
明确工作责任，细化责任清单，上紧
责任链条。县委书记带头遍访走访
所有“五星”“四星”村（社区）和软弱
涣散村；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全员参
与，分工走访所联系乡镇（街道）所有
村（社区）；38 个专班成员单位、197
名乡镇（街道）班子成员主动参与，深
入 285个村（社区）党支部开展“五星”
支部创建遍访走访，逐村把脉问诊，
实现遍访走访全覆盖，推动创建任务
落实落地。

坚持靶向施策、持续精准发力。
为确保遍访走访把脉更准、药方更

灵、疗效更好，汝南县各级党员干部
下沉基层，通过“四不两直”的方式实
地查看、走访群众、座谈交流、查阅资
料，全面深入掌握基层“五星”支部创
建情况。在遍访走访过程中，围绕指
导推进、专班联动、任务落实、整软治
弱等方面，深入了解创建工作情况，
聚焦建强基层党组织、选准做强特色
产业、聚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

“三零”创建、强化为民服务等重点工
作，明确创建工作思路和计划，探讨
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结
合乡情、村情实际，面对面谈思路、手
把手教方法，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切
实解决基层党组织书记思路不广、办
法不多的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全面提升。
用接地气的“脚板”丈量短板、用钉钉
子的“叫板”补齐短板，这是汝南县开
展遍访走访的硬任务。此次遍访走访
重点从找问题、补短板、强弱项、增优
势 4个方面展开。为了让遍访走访工
作更有的放矢，该县分类制定了走访
情况表，建立清单台账，实行周调度、
月总结的工作机制，可随时掌握遍访
走访情况，全面了解创建工作情况。
同时，建立完善采集对比、分析研判、
会办协商、督办落实、结果反馈等问题
收集处置流程，找准难点瓶颈和制约
因素，制定有效措施，补齐短板弱项，
指导基层党支部举一反三、整改落实，
推动创建工作持续提升。③6

把脉问诊 精准提升

汝南县以遍访走访全覆盖
推动“五星”支部创建走深走实

雏禽“孵”出致富路
记者 邓丹华 通讯员 杨明华

“这批雏鸽出壳率不错，喂养 3个
月能有 3万元收入。”10月 25日，在汝
南县常兴镇李楼村雏禽孵化间，韩文
涛看着一个个肉嘟嘟的雏鸽，脸上露
出欣喜的笑容。

韩文涛今年 33 岁，自幼喜爱家
禽。5年前，他购买了6对元宝鸽喂养，
当年就发展到30多对。一只母鸽每月
可产 2枚蛋，鸽蛋孵化需 17~18天，成

品鸽在孵化期间一般不产蛋，发展缓
慢。2018年冬，韩文涛从网上发现，利
用设备代替鸽子孵化，能省下许多孵化
时间，一个月可产 8枚蛋，比自繁自育
产蛋量多出 3倍。于是，2019年春，韩
文涛购买了先进的雏禽孵化设备，并刻
苦学习孵化技术，当年就孵化雏鸽100
多对。但设备孵化的雏鸽喂养难度
大，韩文涛摸索出一套办法，“先用搅

拌机把鸽粮粉碎，再加水、奶粉、葡萄
糖、酵母片浸泡一个小时，搅拌成稀糊
状，温度保持在 20度，待雏鸽长到 20
天后就可以自己进食了。”韩文涛说。

雏鸽孵化是个细心活儿，设备内
孵化的种蛋要定时翻个、喷水，24小时
不能离人。靠着辛勤付出，今年夏天，
韩文涛的雏禽孵化间已成功孵化雏鸽
1500多对。

在韩文涛家，鸽舍里、院子里，成
群的元宝鸽咕咕叫，嬉戏追逐，好不热
闹。“元宝鸽抗病性强，性情温顺，飞不
高，放在院里就能养，成品鸽一年能长
到 0.9 公斤，肉质紧实，营养价值高。”
韩文涛说。

为了打开销路，韩文涛将鸽子拍成
视频，发到朋友圈和抖音，时间长了，关
注韩文涛鸽子的人越来越多。依靠销售
雏鸽，韩文涛每年有10万元收入。

掌握了先进孵化技术的韩文涛，
在产业发展上路子更宽了。今年，他
购买了 15只黑乌鸡和 100多只鹌鹑，
决心利用孵化设备把雏禽“孵”出更
宽的致富路，继而带动村民一起致
富。③6

邱长兴，男，汉族，1964年 4月出
生，汝南县老君庙镇老胡庄村医。从
医30多年来，坚持拖着残腿为乡亲们
送医送药，为全村 2700 多人建立健
康档案，入户宣传医学健康知识。主
动为困难群众减免医药费，累计减免
药费6万多元，为老年人免费义诊，以
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仁心。先后荣获

“驻马店市最美乡村医生”“驻马店市
文明市民标兵”“中国好人”“驻马店
市第四届道德模范”等称号。

病人的呼唤就是命令

或 许 因 为 是 一 名 残 疾 人 的 缘
故 ，邱 长 兴 特 别 能 理 解 病 人 的 痛
苦。他把病人当亲人，凭着良心行
医，不开大处方，病人随叫随到，从
不误时。

201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天空电
闪雷鸣、暴雨如注。“邱大夫快来呀，
俺爸的胸口疼得厉害，头上直冒冷
汗。”突然，邱长兴的手机响起，“好，
别着急，我马上到。”放下电话，他披
上雨衣，背起急救箱，就消失在漆黑
的夜幕中。由于天黑路滑，再加上心
中焦急和腿脚不便，在路上，邱长兴
摔倒数次，等赶到病人家里时已经成
了“落汤鸡”。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一
心想着救人。赶到病人家中，已经成

“落汤鸡”的邱长兴立即为病人听诊、
把脉、救治……很快控制了病情，解
除了病人的痛苦。

“我是一名医生，病人的呼唤就
是命令，争取时间就是争取生命，不
论多大困难，我就是爬也要爬到病人
面前。”邱长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无论风霜雨雪，不管白天黑
夜，只要有病人需要，他都第一时间
赶到病人面前。他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一名医生的高尚情操。

村民的健康时刻记在心上

近年来，随着医改的深入推进，
乡村医生的职责由单纯的看病，拓展
到承担全村村民的健康档案的建立
管理、妇幼保健、疾病预防等公共卫
生服务领域。

2011 年，为了给全村 2700 多人
建立健康档案，邱长兴一瘸一拐地到
每个村民家中边行医、边宣传建立健
康档案的好处和意义。“一走就是一
天，往往晚上才回来，腿脚都红肿
了。”说起给村民建立健康档案的事，
妻子的话语中充满了怜爱之情。

自行医以来，邱长兴不管自己多
么困难，都始终坚持着“三免四不收”
的原则。不仅如此，只要听说病人没
钱看病拿药，他不但不收费，还主动

掏钱帮助他们。
孤寡老人张天福偏瘫，不能行

走，邱长兴经常到他家看病、送药，从
未间断，他欠了邱长兴近 2000 元药
费。有一次，张天福拉着邱长兴的手
说：“长兴啊，真不好意思，我欠你几
千元药费啥时能还呀。”邱长兴安慰
他说：“你就放心治病吧，我就没打算
让你还。”老人听后，眼里噙着泪花激
动地说：“虽说我没儿子，可你比亲儿
子还亲。”

村里的困难户、五保户到诊所看
病，有钱没钱他都看，欠的药费累计
已超过6万元，有的甚至没有打欠条，
但他从不放在心上。

邱 长 兴 就 是 这 样 一 位 乡 村 医
生，30 多年来，他用残疾的身躯、医
者的仁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严格遵守医生的职业道德，用实
际行动诠释行医之道和人间大爱，
成了村民心目中不折不扣的“健康
守护神”。③6

邱长兴：用奉献诠释医者仁心
记者 邓丹华 通讯员 路 畅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邓丹华 通讯
员 刘威林）近日，随着汝南县东官
庄镇吴庄村最后一农户冬小麦顺利
播种，该镇7万多亩秋种正式结束。

据了解，该镇以党建引领为抓
手，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科学规划，
全力以赴抓紧抓好秋种工作，切实
为明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宣传，引导科学收贮。该
镇多次召开秋播秋种专题工作会，
科学谋划、统筹部署、压实责任。各
村充分利用广播、宣传车、微信群
等，督促指导农户根据天气情况合
理安排秋收秋种进度和科学收割，
村干部、党员群众积极组织农机开
展机械收获作业，加快收贮进度，做
到成熟及时抢收、及时晾干归仓，并
做好秸秆禁烧和秸秆还田工作。

落实责任，做好种管服务。机关
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积极宣传推
广优良品种、精量播种、配方施肥等
高效栽培技术；检查秋收机械和秋种

农机具设备安全；动员各村成立10~
20人的志愿者服务队，对困难家庭及
家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进行帮
扶抢收。同时，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
解工作，及时摸排、协调、化解秋收秋
种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确保秋收
秋种工作顺利进行。

党 建 引 领 ，助 力 农 户 秋 收 秋
种。该镇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突出党建引领作用，运
用“党建＋”思路模式，抓住秋种有
利时间，构建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
进的新机制，通过党支部带动、党员
参与、能人大户示范种植、技术人员
下田指导等形式，引导群众自发开
展秋田种植工作。

牢 守 底 线 ，确 保 秋 种 达 质 达
标。该镇实行工作任务责任清单模
式，摸清种植底数，建立种植台账，
持续量化目标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稳定粮食生产，进一步提高粮食产
能，确保粮食安全。③6

东官庄镇

党建引领 抓紧抓好秋种工作

索小妮，女，汉族，1955年 2月出
生，汝南县汝宁街道办事处西关村一
位普通居民。1971年在父母的安排
下，年仅16岁的她便挑起了赡养姑母
吴克相老人的重任。1982年结婚后
和丈夫一起赡养姑母，1997年丈夫病
逝后，她摆地摊、捡破烂，一个人撑起
一个家。47 年来，在她的精心照料
下，103 岁的姑母身体健康、思维清
晰。她用世间真情谱写了一曲动人
的爱老敬老之歌，用孝心感动了周边
居民，先后荣获“汝南县道德模范”

“驻马店市感动天中人物”“驻马店市
第四届道德模范”等称号。

“我会赡养您一辈子”

索小妮一边务工，一边照顾姑

母。每次务工回来，都会买姑母爱吃
的水果和零食，并抽时间陪姑母聊
天、外出，用孝心增强姑母生活下去
的信心。

岁月如梭。很快，索小妮到了谈
婚论嫁的年龄，吴克相老人既喜也
悲，喜的是侄女已长大，悲的是自己
又要成孤家寡人了。索小妮知道姑
母的心思后说：“我一定为您养老送
终。”索小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接受赡养姑母是索小妮谈恋爱
的首要条件，正因为这个承诺，也让
不少小伙子望而却步。

然而，苍天不负好心人。1982
年，上蔡县洙湖镇青年张国臣被索小
妮的孝心所感动，不顾反对，与索小
妮步入婚姻的殿堂，并一起担起了赡
养姑母的重任。

“宁愿不再婚，也不能丢下姑母”

天有不测风云，1997 年，丈夫张
国臣患尿毒症病逝，撇下了82岁的姑
母和12岁的女儿，一家人生活陷入困
境。为维持生活，不服输的索小妮白
天摆地摊，晚上到大街小巷捡破烂。
夏天，蚊虫把她的手、脸叮咬得红肿；
冬天，手脚冻得溃烂，但她从不叫苦
叫累。不少好心人劝她再婚，但她
说：“宁愿不再婚，也不能丢下姑母。”

“千方百计让老人高兴就行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2005 年，90
岁高龄的姑母突患脑梗死，住进了医
院，经过抢救，虽保住了性命，但常年

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从此，索
小妮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姑母身上，每
天为姑母喂饭喂药、擦屎端尿、翻身
按摩、洗脚搓背，一坚持就是几十年。

2012年，由于操劳过度，索小妮
先后两次患脑梗死住进医院，住院期
间时刻惦记姑母的身体，医生和同房
的病人无不为她的孝心所感动，好在
索小妮两次患病都没有留下后遗症，
还可以继续照顾姑母。

谈到索小妮的赡养之情，老人
泪流满面地说：“要不是小妮照顾
得好，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当有街
坊邻居询问赡养老人的秘诀时，索
小妮笑着说：“其实没啥，就是顺着
老人的意愿，千方百计让老人高兴
就行了。”这也是索小妮孝心的真
实写照。③6

索小妮：用孝心书写人间大爱
记者 邓丹华 通讯员 路 畅

和孝镇

以产业兴旺带动“五星”支部创建
本报讯 （记者 邓丹华 王朝

朝 通讯员 马鹏辉）自“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汝南县和孝镇
坚持以深入可持续创建为目标，坚
持发展村集体经济，依托优势资源，
积极构建“一村一品”，以产业兴旺
推动“五星”支部创建走深走实。

因地制宜，选准主导产业。该
镇小田庄村积极与汝南县南海种业
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引进高油酸花
生、高产稳产小麦等作物，签订良种
回购协议，组织农户积极参与精品
作物种植，推动主导产业生产、加
工、流通、销售等环节有机衔接，实
现链条化、一体化发展。

因势利导，构建“一村一品”。
推进“一村一品”必须充分结合当地
农业资源的独特优势，坚持重点突

出，差异化竞争，不可千篇一律，生
搬硬套。该镇郭庄村充分挖掘果树
种植历史优势，引进稀有红梨品种，
采取统一购种、统一种植、统一售卖
等形式，整合土地资源进行大面积
种植。

因情施策，盘活集体资产。面
对郭庄村群众大量外出务工、大面
积耕地流转不畅的问题，该镇主动
与外部对接，引进大型承包商进驻
郭庄村，当前已完成 800 多亩耕地
流转，另有意向农户100多户。

产 业 旺 不 旺 体 现 支 部 强 不
强。该镇大力扶持引导各村（社
区）整合自身资源，选准优势主导
产业，深入发展“一村一品”，壮大
村集体经济，实现“五星”支部深入
可持续创建。③6

驻马店市第四届道德模范——汝南县邱长兴、索小妮先进事迹

邱长兴在给村民看病。⑥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