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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四人入选河南首批
“河南工人大思政课”名师库

11 月 3 日，在正阳县傅寨乡章寨村莲藕种植基地，村民蔡廷华正忙着采

收莲藕。蔡廷华说，他承包藕塘 15 亩，12 年来连年丰收，今年是长得最好的

一年，每斤 3元左右，收入可观。

本报记者 李玉荣 本报见习记者 余 川 摄影报道

汝南县营销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积极化解营销纠纷 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本报讯 （记者 席虎成 通讯员 李

继方）今年以来，汝南县营销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积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全力化解营销纠纷。

及早谋划，积极推动营销类矛盾
纠纷化解。汝南县营销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扎实开展基层矛盾纠纷大排查
大化解专项行动，结合县域实际，同部
署、同落实，按照排查到位、化解到位、
人民调解“后半篇文章”机制到位“三

到位”要求，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社
区）、大事不出乡镇（街道）、矛盾不上
交。

加强联动，积极完善消费者权益
保护机制。为提升化解消费矛盾纠纷
工作成效，汝南县营销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加强部门间协同联动，强化经
营者责任，推进社会共治，降低消费者
维权成本，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加强宣传，积极调解各类营销纠

纷。汝南县营销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借助“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开展宣传活动，通
过设立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宣
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经营者诚信经
营意识和消费者维权意识，提高了消
费者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能力，实现事后维权向事前防范转
变。

加强培训，提高业务水平。汝南

县营销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举办
业务培训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调
解技能，不断提高调解员的调解能力
和水平，优化业务流程，做到有诉求、
有证据、有过程、有结果、有档案，达到
责任明、双方服、效果佳的效果。

至目前，汝南县营销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已调解消费纠纷案件 16起，
有效防止了营销类纠纷争议激化升
级。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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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三园”筑巢引凤至 产业兴乡百姓富
本报记者 徐佳瑞 通讯员 刘先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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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确山县竹沟镇新美润种植专业合作社香菇分
拣车间，工人正在归类、修剪、装包。近年来，该合作社实行

“五统一”的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了食用菌种植户的后顾之
忧，带动周边 1200多户村民种植食用菌，促进了当地食用
菌产业的快速发展。⑥3

本报记者 张 建 摄

小
香
菇

大
产
业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平舆县的
就业景象却热火朝天。近日，清河街
道孟庄社区的李春丽像往常一样，送
孩子上学后便到家附近的河南艺博
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上班。她说，在家
门口工作月入四五千元，还能照顾家
庭。

车间内，缝纫机排列整齐，数十名
工人忙于裁剪、缝纫、品检和包装等工
序，各类背包、箱包等产品不断下线。
在平舆县，像李春丽这样选择在家门
口就业的群众已超 9万人，这种“家门
口的打工潮”正成为当地就业新趋势，
有效促进了当地群众增收与家庭和
谐。

“三园”同建 筑牢就业根基

近年来，平舆县创新提出县级主
导产业工业园、乡级乡村振兴产业园、
村级共同富裕加工园“三园”同构发展
模式，在县乡村形成稳固“家门口就业
圈”，成效斐然。

“我们根据县乡村不同的资源禀
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情况，明确
三级产业园区发展定位，统一规划、
试点先行、整体推进。”平舆县委副书
记、县长李磊介绍，通过县、乡、村三
级产业联动，系统布局织密扎牢就业
网。

县级主导产业工业园以县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为载体，聚焦皮革皮具
百亿级产业集群及建筑防水、户外休
闲用品等主导产业，并积极培育精密
制造、电子科技等新兴产业，规划建
设产业园区 12.21 平方公里，入驻企
业 228 家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143
家，现已成为中部最大的户外休闲用
品产业基地、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
地、中国皮革产业基地，常年带动 2
万多名群众就业。

乡级乡村振兴产业园为县级主
导产业配套，以政府投资建设、“政
府+企业”合作建设、企业自主建设
三种模式，在全县19个乡镇（街道）分
批建设 24个乡村振兴产业园，壮大乡
镇经济体。目前，郭楼街道龙湖农业、
清河街道箱包生产等 16 个产业园已
建成运营，另 8个产业园正在加快建
设，预计今年底建成。

村级共同富裕加工园则充分激发
农村内生动力，引导农村经纪人、致富
带头人、返乡创业者利用村内闲置厂
房、仓库、宅基地等，在人口集中区域
设立厂房式、居家式等形式车间，已建
成 937 个投产园区，形成富有活力的
农村经济带。

县乡村联动发展，跑出共富“加速
度”。今年 1~9月份，该县农村人均收
入增长 6.9%，居全市第一；拥有村集
体经济的村（社区）占比 100%，收入
20万元以上的达 75%，有效激发了乡

村振兴活力。

强力招商 舆商回归产业旺

平舆县深知良好机制体制对产业
发展的关键作用，以创新激活原动力。

“我在东莞从事箱包生产行业 20
多年，家乡优惠的招商政策和良好的
投资环境吸引我回乡投资。”河南艺博
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臧永福说。
据了解，该公司前期投资 2.6 亿元，打
造豫南最大箱包基地，全部投产后用
工可达 2000 人，年产值将突破 3 亿
元。

平舆县以招商引资赋能高质量发
展，依托自身特色优势，大力实施以全
员招商、全域招商、全年招商为内容的

“三全招商”和“舆商回归”活动，今年
累计外出招商890批次，签约项目164
个，总投资 191.54亿元；落地项目 139
个，总投资144.34亿元。

同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联
企助企良好机制。通过常态化政企沟
通机制，开展 25批次党政领导重点项
目现场办公，为项目提供全流程跟踪
服务，助力产业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让企业在平舆安心发展、共创繁荣。

人才加持 工业强县路子新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引领。

平舆县以“科创+产业”为导向，建立
“双创双补”机制，提升研发与成果转
化能力。在永强集团河南户外二期生
产车间，机器人焊接、智能切割等数字
化管理令人惊叹，其通过智能化改造
实现高效生产，年产 400 万套户外休
闲家居产品。

永强集团是平舆县科技创新发展
的一个缩影。该县通过畅通科技成果
转化渠道，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
已拥有 4家中原学者工作站，居全市
之首；2023年新认定 3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55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
库；坝道工程医院成为黄河实验室重
要支撑；首届平舆招才引智大会暨“产
科教融合”共享平台建设发展高端论
坛成功举办，吸引钱七虎、王复明等56
位国内外院士参与。

“三园”建设模式在平舆实施两年
间，展现出强大活力与潜力。在 2023
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中，平
舆县在全市独占鳌头，《“三园”建设助
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案例入选人
民日报“2023民生示范工程”。

“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与县域发展
的根基。‘三园’建设激活了平舆经济，富
裕了一方百姓，释放出县域经济的巨大
能量。下一步，我们将紧密结合本地实
践，围绕‘三园’建设深入实施‘产业富民，
工业强县’战略，走出平舆高质量发展的
新路子。”平舆县委书记刘飞说。②9

本报讯 （记者 李贺建）近日，
河南省总工会办公室传来喜讯，我
市有四名优秀代表成功入选河南省
首批“河南工人大思政课”名师库。

据悉，经过严格的推荐申报和
考察，河南省总工会从全省范围内
推选出了150名首批“河南工人大思
政”名师。我市李雪文、邹安民、孙
娟、郑奕入选这一名师库。

李雪文是河南鼎力杆塔股份有
限公司的焊接管理员，她以精湛的
技术和卓越的管理能力赢得了广
泛赞誉。邹安民是平舆县侨联副
主席，他长期致力侨务工作和工人
思想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孙娟

是正阳建工集团的工会主席，她积
极组织各种工人教育活动，为提升
工人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郑奕
则是黄淮学院医学院人文医学教
研室主任，她善于将医学人文与工
人思想教育相结合，深受工人喜
爱。

“此次入选名师库的几位代表，
将肩负起宣传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和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
要使命。”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工人思想教育工作，推动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
效。”②9

本报讯 （记者 许 静）近日，西平县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的总要求，把深入推进移风易俗专项行动与
实现乡村振兴有效结合，坚持“抓重点、攻难
点”，巧用“加减乘除”工作法，持续推进乡村
精神文明建设，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村民风貌
积极向上，一幅幅和美乡村画卷奏响振兴乐
章。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西平县
创新“宣传先行，引导在前”工作思路，坚持线
上线下同发力，提高广大群众对移风易俗的
知晓率、支持率。线上，通过“文明看西平”公
众号、西平文明网、融媒视频号等网络载体，
利用乡村工作群、村民议事群等不断推送移风
易俗宣传资料，通过图文漫画、文艺作品短视频
等直观生动、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提高群
众的吸引力。线下通过张贴标语、宣传条幅，开
展文明实践活动、文艺演出、走访入户等形式向
群众发放移风易俗宣传彩页、倡议书等，宣传宣
讲移风易俗的意义、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倡议
群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杜绝铺张浪费，树立
树立勤俭的思想观念。

减少大操大办，狠刹不良风气。西平县
为进一步激发群众移风易俗积极性，充分利
用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引导群众摒弃陈
规陋习，厉行勤俭节约，提倡新事新办，反对
大操大办。

树立身边典型，乘势推进工作。西平县
为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树立起榜样
的标杆，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切实提升移风易
俗工作的感召力。在不断倡导新风的同时，
注重评选出“好婆婆”“好媳妇”“身边好人”
等，打造好人主题公园、“好人一条街”，用身
边人、身边事教育带动更多的群众学习典型、
争做好人。

破除陈规陋习，立好村规民约。西平县为
强化村规民约的约束性、彰显实用性、突出实效
性，用村规民约规出“好风尚”，约出“好习惯”。
全县各乡镇立足于村情实际，在广泛征求群众
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充分融入倡
导移风易俗、抵制大操大办、反对铺张浪费等理
念，在村庄文化墙等显著位置进行展示，让群众
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教育。②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