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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 12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 49.44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 9月 28日
上午，国庆节前夕，项城市与全省同步
举行第六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
集中签约、开工、投产一批重大项目，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当日上午 9时，项城市在市委二楼
会议室组织收听收看全省第六期“三个
一批”项目建设活动电视电话会议。 会
议结束后，该市举行“开工一批”活动，项
城市委书记赵丹下达项目集中开工令。

据了解，项城市此次集中开工“三
个一批” 重大项目共 12 个， 总投资

49.44 亿元，其中，工业项目 7 个、研发
平台项目 1 个、循环经济项目 1 个、社
会民生项目 1 个、现代农业项目 1 个、
基础设施项目 1 个。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考
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项城市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周口市关于“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部署
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谋划
为先，落地为大”理念，用好项目周例
会、双月点评、季度观摩，实行“一个项
目、一个处级领导、一个专班、一抓到

底”全程代理服务机制，项目从洽谈到
签约、落地、运行全程跟踪服务，推动一
批重大项目相继签约落地、 开工建设、
投产达效，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主动担
当作为，一如既往为项目建设、企业发
展提供务实高效服务。 各项目业主和
建设单位要抢抓施工有利时机， 紧盯
时间节点，强化效率意识，科学组织施
工，加强质量监管，力争项目早投产、
早达效。 全市上下要以此次集中开工

为契机，进一步树牢‘项目为王、谋划
为先、招商为要、落地为大’理念，加强
项目谋划储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奋
勇争先，实干出彩，扎实推动‘三个一
批’提质增效，全面加快现代化中等城
市、新兴临港城市建设，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项城市市长
李飞在开工仪式上说。

开工仪式结束后， 与会人员实地
观摩了河南豪派服饰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套医护服项目、红旗生物科技、
乐普大健康产业园项目。

整顿“软弱涣散” 实现“强筋壮骨”
本报讯（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王建

华） 近日，项城市召开软弱涣散村整顿
工作推进会。会议对软弱涣散村整顿工
作开展以来的整体情况作了阶段性总

结，对照台账逐村查找存在症结，并根
据前期督导发现问题逐项压实各项整

顿工作措施和整改任务时限。
会议指出，软弱涣散村整顿工作，

是扛稳政治责任的行动自觉， 是全面
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 是维护农

村和谐稳定的政治保障， 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增强使命
感、紧迫感和责任感，拿出足够精力，
采取过硬举措，攻坚克难，真正把软弱
涣散村整顿工作牢牢抓在手上， 推动
问题尽快有效解决。

会议强调，务必提高政治站位。软
弱涣散村整顿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

任务，由省委统一部署，最后由省委组
织部进行验收，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背水一战，
加压奋进，高标准扎实开展整顿工作，
确保工作成效经得起时间检验。

强力推进问题整改。 软弱涣散村
要在 11 月底之前完成问题整改，对提
前全部完成者进行表扬。 所有村都要
全面开展党员积分管理、“一编三定”
和党员联户工作，并及早完成。要综合
运用租赁、 入股分红等方式挖掘现有
资源，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加大土地对

集体经济收入的支撑力度。
严格落实各项责任。 村党支部书

记是直接责任人， 确保验收不出任何
问题。 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一定要落
实到位，要严格落实“五天四夜”工作
制度，针对问题必须有措施有办法。各
级责任人都要深入下去、扑下身子、了
解原因、解决问题、协同配合、整体推
进， 确保如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软弱
涣散村整顿工作任务。

做细做实节前教育 敲响廉洁过节警钟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邵佩佩 ） “要把纠治节日 ‘四风 ’问
题作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

实际行动 ，提高政治站位 ，大力倡导
清正廉洁 、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等良
好风气……”为坚守节点 ，贯通联动
纠 “四风 ”树新风 ，进一步营造风清
气正的节日氛围，9 月 26 日 ，项城市

委宣传部组织召开节前廉洁警示教

育大会 ，突出教育在前 、提醒在前 ，
向广大党员干部敲响廉洁过节警

钟。
会上传达了《中共周口市纪委关于

三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通报》等文件精神，对防止“节日腐败”
问题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要求，并对典

型案例中反映的问题进行释法说理，予
以警示， 要求全体干部要引以为戒、引
以为鉴，坚守“底线”、不碰“红线”、不踩
“高压线”，时刻绷紧纪律之弦。

针对如何强化节前警示教育，会
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案件教训，以“身
边事 ”警示 “身边人 ”，增强廉洁自律
意识 ，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 、绷紧纪

律之弦。 要强化廉洁意识，时刻保持
清醒头脑，自觉抵制过节期间各种不
良风气，以廉为荣，以法为尺，把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时刻放在心坎上、落到
行动上。 要严守工作纪律，值班领导
和干部要严格按照值班要求，按时到
岗 ，坚守岗位 ；要毫不松懈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

项城市秣陵镇 260余户村民笑开颜
涨了地价分了红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 “今年的
收成不错， 咱们村每亩地的流转费从
800元直接涨到 1000元，此外每亩地还
可以给大家伙再分红 50元， 一会儿就
等着数钱吧！ ”9月 17日上午，项城市秣
陵镇前老家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刘建新

将 150多万元的百元大钞往村室会议
桌上一堆，然后乐呵呵地对前来领取土
地收益的村民代表说。

2018 年，项城市秣陵镇前老家行
政村自成立广发种植专业合作社以

来，先后流转土地 1030 亩，入社村民
260余户。 合作社通过规模化种植，实
现土地资源由“分”到“统”高效利用，
入社村民除了享受土地流转收入、务
工收入、土地政策性补贴外，还可以享
受到额外分红。

“我家共有 8.5 亩地，全部流转给

了合作社。今天除了领到 8500元的土
地流转费，还额外得到 425 元的分红，
心里满意得很！”今年 80多岁的老陈，
年纪大了，种不动地了，自从将土地流
转后，收入一点没少。

前来参加活动的秣陵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张宁飞说，土地流转不仅解决
了农村耕种效益低、劳动力流失、“无人
耕地”的问题，还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经

营，增加了村集体收入，真是一举多得
的好事。

据介绍 ，下一步 ，秣陵镇将继续
加大土地流转力度， 坚持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土
地流转机制，通过土地流转盘活土地
资源，做好土地文章，实现农业增效、
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 ，进一步壮大村
集体经济，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红马甲”贴心服务 确保秋收“用电无忧”
本报讯 （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袁

海清） “大叔，您在收割前一定先看看
地里有没有供电线路， 一定要注意让
机器避开供电线， 避免发生意外。 ”9
月 20 日，国网项城市供电公司焦裕禄
共产党员服务队一名队员在李寨镇大

王庄行政村的玉米地里向收割机手宣

传秋收注意事项。
为确保辖区广大农民朋友在秋收

时节安全、可靠用电，该公司共产党员
服务队队员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
对农村供电设备进行专项检修， 坚决
取缔私拉乱接的用电行为， 及时纠正
客户的不安全用电行为，发放《安全用

电宣传手册》， 提醒他们注意电力设
备，避免碰撞电杆等设备，叮嘱他们在
农忙季节不忘用电安全。

该公司在秋收保电工作中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各镇 （街道 ）供
电所的党员突击队结合秋季安全大

检查活动 ，对辖区高 、低压线路和电

力设备进行全面巡视检查 ， 对秋收
线路和用电设施进行重点检查和维

护 ， 全面细致地梳理和排查辖区低
压线路 ，发现问题及时消缺 ，对辖区
农村秋收用电进行全方位把控 ，以
可靠的电力和优质的服务助力农民

秋收 。

近日，项城市国防教育协会组织人员走进水寨街道潘营社区，为群众
讲解国防教育知识，组织青少年进行障碍训练、模拟射击、战场救护等军
事技能训练，以此增强群众的爱国主义意识和国防观念。图为教官正在向
青少年展示如何叠出“豆腐块”被子。 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段向阳 摄

石海霞：24年如一日 做了一件事
记者 张志新

“姐弟只有这一世，没有第二世。我
会守着他到老， 这比什么都重要……”
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行政村油坊庄自

然村 47岁的石海霞只要提起 24年如
一日悉心照顾智障弟弟石海光的事，
就会用这句话来表达心中的姐弟情。

出生于 1978 年的石海光原本是
个健康的孩子， 令人没想到的是，不
幸降临到他的身上。

石海光几个月大的时候，从婴儿
车上重重摔下， 造成一级智力残疾，
从此成为父母和姐姐心中永远抹不

去的伤痛。
时光如梭，石海霞到了该成家的

年纪，父亲和她商量，让她在同村找
个婆家，以后能更好地照顾弟弟。

石海霞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父

亲。1998 年，石海霞与同村的崔建厂
结婚。婚前，石海霞就与未婚夫崔建
厂约定， 结婚后一起照顾生活无法
自理的弟弟。 崔建厂被石海霞的姐
弟情深所感动， 同意婚后与她一起
照顾弟弟。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婚后，崔建

厂和石海霞一起照顾弟弟、 赡养老
人、抚养孩子，从无怨言。

后来， 石海霞的父母先后去世。
为了更好地照顾弟弟，石海霞索性搬
回娘家同弟弟一起生活。

就这样， 石海霞每天早上 5点多
起床做家务，晚上照顾弟弟到深夜。做
饭、喂水、清理大小便、按摩翻身……
石海霞像母亲一样悉心照顾弟弟。

石海霞这一坚持就是 24 年。
24 年来， 石海霞几乎没有给自

己买过一件新衣服，也很少为家人添
置东西。石海霞身上穿的衣服大多是
亲戚朋友给的旧衣服。

“现在我有爱人的理解和支持，有
两个上大学的孩子，还有一个弟弟陪在
身边，这些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
尽管生活很难，但石海霞很知足。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石海霞对
弟弟的真情付出，为子女和身边人树
立了榜样。 每当村民们谈起此事，无
不竖起大拇指对她啧啧称赞：“海霞
真是好样的，她身上所具备的精神品
质，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

92岁老兵讲述烽火记忆
记者 张志新 文/图

“嗒嗒，嗒嗒，嗒嗒……敌人用机
枪不停地扫射，封锁了我们前进的道
路， 看着前面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后
面没有一个人退却。 最后，等我们一
个连撤下来的时候，120 多名战士仅
剩下 40 多人……” 淮海战役大塘沟
战斗是田志宣最难忘的一次战斗，每
每有人问起他的从军生涯，他都会忍
痛将这段历史讲给对方。

出生于 1930 年的田志宣， 是项
城市丁集镇龙王庙行政村小田营村

人，今年已经 92 岁高龄，是一名参加
过解放战争的老兵。

9 月 23 日，一个秋日午后，记者
来到小田营村，见到了这位年近百岁
的老人。 尽管时光催人老，但他依然
精神抖擞，记忆也十分清晰。

田志宣告诉记者 ， 很小的时
候 ，他父亲就去世了 ，一个哥哥也
远走他方 ， 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以
讨饭为生。

1947 年，年仅 17 岁的田志宣为
了有口饭吃， 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部
队，从此开启了转战大江南北解放全
中国的壮丽革命生涯。

田志宣回忆，出发前，母亲拉着
他的手哭着说：“儿啊，你走了，我可
咋办呢？ 谁来养活我啊！ ”

“我到部队发了军饷，就给娘寄
过来。 ”田志宣不忍心丢下老娘一个
人，就这样安慰。

田志宣清晰地记着 ，1947 年农
历三月二十七，他正式成为豫皖苏军
区的一名战士，司令员为张国华。 田
志宣后来一直在 18军服役。从此，田
志宣跟着部队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湘南战役、成都战役、进军
西藏等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战役。

如今 ，在田志宣保存的十多枚
勋章中 ，其中一枚是渡江战役胜利
纪念章 (如图 )。田志宣说，淮海战役
结束后 ，他随部队一路南下 ，并在
安徽一个名叫杜海楼 （音 ）的地方
加入中国共产党 。 在 1949 年 4 月
的渡江战役中 ，他们一鼓作气打过
长江 ，追着败逃的国民党军队一直
到江西赣江。

提起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
成立的那天，田志宣高兴地说，他所
在的连部专门召开大会传达这个好

消息。 当指导员告诉大家，毛主席在
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
天成立了！ ”话音刚落，田志宣就和
战友们欢呼雀跃起来， 激动得热泪
盈眶。

1950 年， 田志宣跟着 18军去了
“天府之国”的川南，后来还参与了康
藏公路的修建。

后来， 田志宣放心不下家中老
娘，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并隐瞒自
己获得的功绩和荣誉，同乡亲们一样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默默地耕耘着
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临走时， 田志宣颤抖着双手，将
自己为解放新中国而获得的一枚枚

奖章放进小烟盒里，然后用一个破旧
的手绢包好，心中似乎有着说不尽的
故事。

秋日午后阳光洒落 ，田志宣家
院落里刚刚收获的玉米显得尤为

金黄……

视 角

国庆节前夕 ，
项城市莲溪中学依

托学校 “一廊二馆
四室 ” 党建教育阵
地， 引导青少年学
生系好 “人生第一
粒扣子 ”，培养有理
想 、 有担当 、 有知
识、 有道德的时代
新人。

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李高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