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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康军
超）7 月 16 日， 商水县领导田林、 李德
来、胡国胜到邓城镇调研商水港和旅游
产业发展情况。

商水港是县交通局、 邓城镇招商引
资的港口建设项目， 由河南省颖水物流
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总投资 3亿元。项目
规划占地 300 亩，岸线总长 600 多米，设
计 500 至 2000 吨级泊位 12个， 同时配
套建设进港道路、 仓储、 堆场及附属设
施。 2014 年 5月，商水港开始建设，目前
完成投资 2.1亿元， 进港大道、2个泊位

已竣工， 一期 3台港口配套吊装设备已
完成安装，绿化、供水、供电、消防等设施
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自沙河断航以
来，到 2018 年 9 月 6 日，商水港迎来第
一支货运船队，正式通航运营。 今年，商
水县大量优质小麦已成功通过港口实现

外运，节省了运输成本。
田林一行听取了商水港总体规划、

码头建设、航道通航能力等基本情况介
绍，了解了货物吞吐量、水运成本，以及
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据介绍，商水
港正式运营后，能通过航道运输、货物

贸易、仓储收益等渠道提供就业岗位数
万个，以港口为支撑可带动旅游、加工、
农副产品、机械制造、餐饮、住宿等行业
的发展，有效推动港口周边区域的经济
发展，带动一方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田林要求，
建设商水港，发展临港经济，是带动区域
发展、优化产业布局的现实需要。商水港
要紧紧抓住省、市打通航运出海大通道、
建设淮河经济带的机遇，利用区位优势，
加快建设步伐，助力商水发展；要结合港

区整体情况和全县产业总体布局， 科学
规划，分步实施，打造好大宗商品交易和
中转的新平台。土地、交通等职能部门要
加强与商水港的沟通交流， 提前谋划临
港产业园区建设，利用港口优势，引进相
关产业； 要增强服务意识， 提高办事效
率，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努力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推动临港经济快速发展。

随后，田林、李德来、胡国胜还实地
调研了邓城镇旅游产业发展情况。

县国土、规划、水利、交通等部门负
责同志陪同调研。

商水县抓住机遇发展临港经济

������他 17 岁参军 ，18 岁参加抗美援
朝，在白鹤山战役中荣获二等功，现已
86 岁高龄，有 66 年的党龄；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跟党走，被群众称为
“老英模”“活雷锋”。 他就是商水县黄
寨镇杨营村荣获“二级英模”称号的复
员军人李叶民。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李叶民当过
战士、司机、班长，参加过无址战役、白
鹤山战役、 大寨山战役等 60 多场战
役。在白鹤山阻击战中，全连 134名志
愿军战士牺牲 104 名， 李叶民英勇杀
敌， 荣立二等功。 李叶民回忆白鹤山
战役时声音颤抖：“我们班的战士除了
班长 21岁，其他都不到 20 岁，他们大
都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也没想到自己
会活着。 ”此次战役后，李叶民在战场
上入了党，并表示将永跟党走。 60 多
年来，他一直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
誓言。

1957 年 4 月，当兵 8 年的李叶民
光荣复员回到杨营村，隐瞒了荣立战
功的事，先后担任生产队长、大队民兵
连长、 治安主任等职务。 由于工作负
责，不怕吃苦，没有私心，乐于助人，群
众威信高，他被选拔为机械厂副厂长。
在工厂的几年间，他跟工人一样，白天
工作一天， 夜间还义务巡逻。 每天上
班前，他都会将厂区的卫生打扫一遍。
工人们都说他当过兵打过仗， 跟其他
的领导就是不一样，能吃苦、讲奉献、
无私心、心系群众、没官架子。那时，厂
里发了工资、粮票，李叶民就用自己省
下来的工资、粮票救济困难户，帮助他
们渡过难关。 当时的村民李杨家里孩
子多、劳动力少，粮食不够吃，孩子吃
不饱饿得哭。 李叶民就把节省下来的
粮票给他， 让他换点粮食给孩子吃。
现在，李杨一家还时时提起李叶民的

恩情。
机械厂解散后， 李叶民又回到村

里担任生产队长。 别的生产队长一般
都是敲敲铃、喊喊人、安排安排活儿，
而李叶民却是带领村民一起赶牛耕

地，什么农活都干，脏活累活抢着干。
当给社员分东西时， 好的先分给其他
社员， 他总是要最后那份儿。 时间长
了，有的社员说不能总让队长吃亏，要
多给队长分点东西， 可李叶民坚决不
同意。 他说：“我是党员、是队长，就应
该这样做，不能多分队里一点东西。 ”

土地承包到户后，李叶民也从生产
队长变成了村民组长，但是他满脑子还
是村里的事儿，带领村民种烟叶、种西
瓜，推广麦瓜、麦烟套种，为村民寻找增
收致富的路子。 几十年来，李叶民坚持
夜晚为村民义务巡逻，还经常带头义务
修路补路。 近年来，不能干重活的李叶
民经常走进学校，对中小学生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向群众
宣讲国家政策， 调解村民矛盾纠纷，帮
助困难群众。

前几年，李叶民的大儿子、二儿媳
相继病逝，大儿媳改嫁，二儿子带着 3
个孩子生活，家里经济十分困难。有村
民劝李叶民带着奖章找政府要救济，
但他没有这样做。 李叶民说：“这些困
难与打仗时遇到的困难相比不算什

么。当年战场上我死都不怕，更不会怕
这点困难！”他省吃俭用，养鸡种菜，与
二儿子共同扛起家庭重担。 在得知他
家的实际困难后， 黄寨镇政府给他的
二儿子办了低保， 并经常看望慰问李
叶民。

李叶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他
常说：“没想到我能活这么大年纪，更没
想到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感谢党和国
家，感谢党的好政策。 ”

永跟党走

———记黄寨镇杨营村复员军人李叶民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乔连军

������本报讯（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吕耀
光）作为平原农区 ，如何让农业实现持
续增产增收 ？ 如何让农民获得更大收
益？ 商水县郝岗镇的答案是：立足特色
做文章，围绕市场调结构。 目前，该镇田
间呈现出了 “千亩烟叶香田间 ，万亩辣
椒红满天 ；高油花生白又胖 ，牡丹花开
新景观”的喜人局面。

订单烟叶让烟农踏上“黄金”大道。
“在镇党委、镇政府的帮扶下和市、县烟
草公司驻村工作队的指导下， 今年，我
流转 60 亩土地种植的烟叶长势良好 ，
预计每亩效益在 5000 元以上。 ”7 月 2
日，该镇东洄村种烟大户刘双翼高兴地
说。 多年来，郝岗镇一直把烟叶生产摆
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巩固周口烟叶种植
第一大镇地位，除在土地流转、资金、技
术、肥料等方面给予扶持外 ，还指导种
烟农户与卷烟部门签订产购合同，让烟
农吃上定心丸。 一系列惠农扶持政策加
上良好的经济效益，催生了一大批科技
种烟大户。 如今，这里的 1600 亩烟叶早
早被卷烟集团定购，生产出的浓香型烟
叶成为市场“宠儿”。

朝天辣椒让农民过上“红火”日子。
大路李村是郝岗镇朝天辣椒种植专业

村，种植规模在 6 亩以上的农户就有 20

多户，辣椒经纪人有 6 个。 每到秋季辣
椒丰收时节，大路李村便成了辣椒的王
国，鲜红透亮的辣椒摆在庭院内 、收购
场，一片红火。 辣椒经纪人则忙得不亦
乐乎，收购、炕椒、外运。 去年，东洄村党
员刘敬国种植灯笼椒 18 亩， 亩效益达
3000 多元。 “我们镇种植小尖椒 1 万亩
左右，品相鲜红透亮、味道香辣浓郁，附
近一些大超市和郑州、湖北等地客商争
相抢购 。 目前 ，全镇涌现出千刘 、大路
李、程庄、哲店、练庄 5 个小辣椒种植专
业村，我们努力把辣椒生产打造成脱贫
支柱产业。 ”郝岗镇镇长姚哲对辣椒生
产充满信心。

沙土花生让农民“种出”幸福生活。
郝岗镇背靠沙河，耕地以沙土为主，适宜
花生生长。近年来，该镇依托油料倍增计
划，每年免费向群众发放花生种，提供肥
料，开展花生高产技术培训，全镇花生种
植面积稳定在 1.1 万亩以上， 涌现出三
义村、吕场村、范庄村、西洄村等 8 个花
生种植专业村。 有的农民还办起加工作
坊，把花生加工成食用油，成为逢年过节
馈赠外地亲朋好友的特产。目前，该镇沙
土花生催生 8 个大型花生加工作坊、12
个花生采摘场， 花生秧成了牛羊的好饲
草，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

让群众腰包鼓起 让农村面貌变靓

郝岗镇特色农业“唱响”
乡 村 振 兴 “ 大 戏 ”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魏集镇以农村垃圾清运、污水治理和村容村
貌改善为主攻方向，加大对农村坑塘的治理力度，彻底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环境。 图为
7月 19日，该镇组织人员、机械清理河道垃圾。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苏建广 摄

������本报讯（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李汝
涛）7月 20 日上午， 商水县监察委员会
派出练集镇监察室挂牌成立。县纪委常
委李东、 执纪监督二室主任刘星炜，练
集镇镇长刘景明、镇纪委书记邵国闯为

该镇监察室挂牌。
据了解， 新成立的监察室与镇纪委

合署办公，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承
担纪检、监察两项职能，监督对象重点为
镇辖区范围内一般党员干部、 普通党员

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镇纪委根据
党章对纪委的定位， 履行纪检职能保持
不变。监察室根据派出机关授权，按照管
理权限，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仪式上，李东、刘星炜、刘景明、邵

国闯还为 23 个村级廉情监督员发放了
聘任证书。

该镇机关干部职工、各村党支部书
记、基层站所负责人、村级廉情监督员
等 150 余人出席挂牌仪式。

县监委派出练集镇监察室挂牌成立

������7 月 21 日，一名农业植保
人员在袁老乡马河村玉米田

里操作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
眼下正值秋田管理的关键时

期，商水县农业部门积极引导
农民科学管理秋作物，利用植
保无人机对秋作物进行喷药

作业， 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
而且提高了作业效率。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刘飞

摄

植 保 无 人 机
“接手”秋田管理

������7 月 18 日上午 ， 商水县
2019 年度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
放仪式举行。 县政府有关领导
和部门负责人及部分义务兵家

属参加了仪式。 今年，该县先后
出台拥军优属新政策， 多方筹
措资金， 为义务兵家庭喜奔致
富路保驾护航， 激励商水儿女
踊跃参军报国。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朱建

忠 摄

义务兵家属
喜领优待金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张

长河）去年以来，商水县化河乡全力推
进 “六村共建 ”工作 ，持续改善人文环
境、生态环境、政务环境、生活环境、社
会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该乡紧紧围绕公民道德建设目标，
大力开展精神文明系列创建活动。 各村
设置了传统文化墙、村史村情栏、乡贤
榜，留住乡愁记忆，传承乡村文明，汇聚
乡贤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加强文化阵
地建设，新建村级文化广场 22 个，组建
腰鼓、盘鼓、广场舞、唢呐等民间文化社
团 38个。 组织开展“好家风、好家训、好
家规”征集活动，引导农民传家训、立家
规、扬家风。 开展“选好人、学好人、做好

人”活动，让好家风、好典型支撑好社会
风气。 积极整治农村封建迷信等突出问
题，净化社会环境，引导广大农民爱党
爱国爱社会，凝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
能量。

该乡强力开展“利剑斩污”行动，投
入 80 多万元， 清理乱堆乱放的生活垃
圾，有效治理“脏乱差”问题。 加强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增设沉淀池，喷施化学
除臭药液，根除粪污下渗和臭气发散问
题。 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回头看”专
项行动，建立长效机制。 牢固树立禁烧
理念，严禁焚烧秸秆和各类垃圾。

为打造廉洁高效的村级党员干部

队伍，发挥典型引领作用，该乡建成了
何楼、三里长、高老等功能齐全的党群

活动中心 5 个，改造、新建村室 17 个 。
完善“四议两公开”“三会一课”等制度，
通过实地观摩、现场指导，促进基层党
组织规范化建设。 深入开展 “树魂、为
民、争先、晋级”创优活动，通过开展“党
员示范岗”“党员服务标兵” 评选活动，
增强农村党员的服务意识。 狠抓“一问
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和作风整顿，进一
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结合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该乡整
合到户增收项目资金 277 万元，与 6 家
企业合作， 带动 554 户贫困户年年增
收。 依托何楼源达网袋厂等 14个“巧媳
妇”工程产业扶贫基地，吸纳 800 多人
实现就业，为农户增收 150 多万元。 设
立敬老院护工、卫生保洁等岗位 140 多

个，每人每年增收 3000 至 9000 元。积极
开展免费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600
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该乡通过召开会议、 专家辅导、粉
刷墙体标语、 悬挂过街横幅等形式，多
渠道宣传造势，将平安意识根植于百姓
心中。 充分发挥技防作用，在辖区主要
出入口安装 138 个高清视频监控探头，
与“蓝天卫士”监控系统联网，实现全乡
电子监控无盲区。 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
解机制，各村成立以村组干部、乡贤为
成员的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做到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乡。 深入开展“保平安、
促和谐、铸幸福”“关爱生命、呵护平安”
等平安工程创建活动，筑牢平安建设防
线。

化河乡全力推进“六村共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