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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沿沙颍河堤走进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田庄行政村牛口自然村，眼前顿时为之一
亮：村庄对岸是周口中心港，河面壮阔，塔吊林
立，周口昂扬出海的气势在这里尽展无遗。 堤
顶公路，绿树经冬不凋，河滩里种植的油菜花
已泛出嫩苗；村里一片改建热潮，村舍皆是青
砖砌沿，白墙灰底，屋顶再覆以飞檐翘角，一个
古色古香的村庄正在快速生成。

而在一年前，牛口村民们还在抱怨“路难行、
村难进”，村庄太过偏僻不为人知，沙颍河生态
经济带建设启动， 正在为它， 还有示范区沿线
8.1公里的数个村庄，带来难以想象的变化。

沙颍河流经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17.5 公里，
以武盛大道为界，路西为文昌办事处段，路东
为许湾办事处段。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2020
年，中心城区水系治理启动后，文昌段沙颍河
岸率先惠及，一年多前即已景观错落、繁花似
锦，市民纷往，周末节假日，更是游人如织。

一桥飞架南北， 桥东堤岸彼时却很沉寂，
它拥有 8.1 公里的绝美河景， 却失之疏于打
理，河滩地里，农户各自营收，植作芜乱；河堤
狭窄，坑多路颠，难见行人；堤里房舍散落，立
面、形制不一，颇显粗放。

沙颍河生态经济建设启动，春风终过武盛
大道东。去年下半年以来，示范区按照市委、市
政府要求，对照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任务清
单，沿河依托地情，高标准完成照明工程、码头
和环境治理、公共设施、美丽乡村建设和河滩
作物种植等 5 项任务，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
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以绿色发展助推乡村振
兴，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不断
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优化生态治理。示范区先后投入 510 余万
元对河堤进行加固的同时，对堤顶路两侧路肩
各加宽了 1.5 米， 并投资 640 余万元对其中的
8.1 公里路面进行了硬化， 使得在提升防洪抗
险能力的同时， 更加方便了群众游玩出行；投
入 210 余万元种植了白蜡和桂花两种树木近
5000 棵，流转滩地种植向日葵 800 亩，今年夏
秋时节，此段向日葵花海火出圈，引来不少游
客驻足花田拍照打卡。

完善基础配套。投资 120 万元安装的照明
路灯 410 盏。 以牛口村为突破点，打造美丽乡
村，示范区在这个被沙颍河、新运河围绕的村
庄，投资 270 万元建设驿站 1 处，设置有公共
卫生间、便民超市、道德书屋、台球室、乒乓球

室、棋牌室、茶室等，在驿站南侧配套建设停车
场、体育广场，预计今年 12 月底可投入使用。
东侧的农家乐饭店正在建设，预计春节前可开
门迎客。 同时对宋双阁闸外观进行了美化修
复，让牛口的形象标志更加光彩夺目。

强化精细管理。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强势开展清河行动，对乱占乱建、乱
围乱堵、乱采乱挖、乱倒乱排、乱捕乱捞等现象
进行清理，拆除上楼、崔庄等行洪区内违章建
筑 5 处。 聘请物业公司固定人员对河堤、河道
进行保洁和日常的养护管理。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成功建设，不仅收获
了一路风景， 更让沿线村民获得更多幸福感，
示范区未来将向精细化狠下功夫，以更加扎实
的工作，来为这段大美河景赋能。 示范区主要
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加大沙颍河生
态经济带的投入和建设打造力度， 高标准谋
划、高起点布局，以沿岸步道和绿带为“串”，以
块状绿地为“珠”，计划在河堤沿线 320 余亩的
堤坡种植花卉，再打造 1 座节点驿站，配套建
设 1 座公厕，进一步营造水清、河畅、岸绿、景
美的高颜值沙颍河生态带，为市民增加新的休
闲空间。

待到明年春风吹，武盛大道东，必将花如
海、景如画！

三河夹一村 牛口成“网红”

许湾境内沙颍河沿线有 6 个行政村。其中
田庄行政村的牛口村是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

设的重点村，也是骑行者网红打卡地。
11 月 22 日，正是非常有“诗意”的小雪节

气。 当日下午，记者一行在许湾办事处主任聂
永刚、武装部长常磊以及办事处工作人员带领
下来到牛口，一睹网红村芳容。

牛口村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南临沙
颍河道上的周口中心港，西有新运河，东有老
运河。 在新运河和沙颍河交汇处，工人们正紧
张地为“沙颍河牛口驿站”装修。 驿站翘角飞
檐，白墙青瓦，极具江南风情。新运河闸南面的
沙颍河河面上，薄雾升腾，颇似一幅水墨画。

村内房屋清一色白墙青瓦，一条条新建水
泥路平坦整洁，亚克力板型的宣传图案随处可
见，大气简约，更关键的是经久耐用，不会经风
历雨就褪色。示范区对于沙颍河景观带的细节
打造，处处入心。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景象，将在

这里成为现实。田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牛守冬
说，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就是路和房。有了
堤顶路，经常有骑车爱好者沿河堤骑行路过这
里。牛口驿站建好后，大家可以来此歇歇脚，欣
赏沙颍河风景。附近筹建中的牛口饭店不久也
将开门迎客。

据介绍，近年来，田庄行政村以沙颍河生
态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坚持党建引领，以农村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为抓手 ，在 “净起来 ”上发
力，在“美起来”上做文章，多措并举，激发乡村
振兴新活力；对道路两侧堆放杂物、私搭乱建
进行清理，并将村内闲置空地利用起来，见缝
插绿，在各家门前设置篱笆小花园，使村子面
貌焕然一新。干净的村庄、漂亮的房屋、整洁的
小院，全村一派清新美丽的景象。

记者一行沿着整洁的堤顶路一路向东。许
湾办事处主任聂永刚指着远处的河坡说：“目
前，通过整合河滩上土地资源，沿沙颍河河滩
流转了 1200 亩地，春种油菜花，夏种油葵，打
造花海景观。 作物收割后，按照盈利情况在平
台公司、合作社、村集体和农户之间进行分红。
这样，既美化了沿河景观，又为沿岸村集体经
济注入活力。 ”

目前，许湾办事处成立了平台公司，按照
办事处党委、平台公司、项目资本、农户的运营
形式，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具体就是在平台公
司指导和支持下，办事处层面成立一个农村合
作总社，各行政村成立分社，结合乡村振兴，重
点打造沙颍河生态经济带。

越来越靓丽的牛口村越来越有吸引力。今
年 30 多岁的村干部牛云鹤以前是一位海员，
跑遍世界五洲四洋。 如今，他愿意舍弃年薪五
六十万元的收入，回来建设自己的家园。 他激
动地说：“近年来，感觉家乡的变化太快了。 河
堤上的路修好了，人们的精气神提高了。 跑遍
天下，感觉还是家乡最温暖。 ”

当记者一行来到村民田珍珍家中时 ，只
见院中整洁有序， 屋内装修精致。 她高兴地
说：“五六年前，我嫁到牛口村时，村容村貌处
处斑驳。现在，村子面貌焕然一新，走到哪里都
心旷神怡。 ”说到这里，田珍珍用双手比划了一
个“心”的造型，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周口临港经济建设、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
设，使牛口村变化明显。春赏油菜花，夏赏油葵
花，一年四季皆有景，来往堤顶路骑行的人络
绎不绝。 因水而兴的牛口村，必将成为沙颍河
生态经济带沿岸的一颗璀璨明珠。

牛老板的生意经

11 月 22 日下午 ，天气阴冷 ，风吹过新运
河闸，这段明艳的河堤难得人迹稀少。 牛口村
头，一座三层的楼房已经封顶 ，房主牛秀丽 、
温付良夫妻二人与工人们一起干活，和沙子、
水泥，争取在春节前，把村里唯一的饭店建成
投用。 说起开店经历，心直口快的牛秀丽来了
兴致：

“今年夏天， 我发现沙颍河堤上游客越来
越多，有骑行的，有钓鱼的。 好多游客说，这儿
风景好，可惜留不住人，中午连个吃饭的地儿
都没有。牛口村以前地偏，路也难走，开饭店会
饿掉牙。可是现在不同了，堤顶公路修得多好，
到市区、到淮阳都方便，天天游客不断，或许真
能开个饭店。 ”

“我跟爱人商量，他以前在西北做厨师，干
了 20 多年，也想回家发展，我们便咬咬牙，今
年 7 月份，在新运河闸对面，也就是现在的市
民驿站开了个饭店。 ”

“第一次当老板， 没有经验，400 平方米的
店面，装修加上物品采购，几乎把家底花光。幸
运的是，9 月份饭店开业后，生意还不错，平均
每天营业额达到 5000 多元， 周末更是一桌难
求。 ”

“饭店刚开张两三个月，村里通知，我们的
店被征用了，要建市民驿站，方便市民来这里
游玩、购物。 我们很是不舍，但也要服从大局，
政府也给了补贴，就搬了出去。 好在村里有块
宅基地，正在村头，位置不差，我们还要重操旧
业，把饭店干下去，一定会很有前途。 ”

“根据前几个月的客流量， 我们认为饭店
要建得大点，接待能力强些，于是就盖了三层、
500 多平方米。 自己的房子当然更上心，我们
天天泡在工地上，脏活累活一样干，不仅仅是
为了省钱，也为了饭店功能布局更合理。 我们
不敢跟城里的大饭店比，但最少要保证环境卫
生、敞亮。 ”

“饭店主打乡野家常菜， 老鸡大鹅都是村
里收的，时令蔬菜都是自家地里种的，饭店用
工大约 20 人，也以本村为主。乡亲们对我的饭
店帮助很大， 我们两口也想为村里多做点事，
让大家跟着饭店挣点钱。 ”

采访结束，牛老板向我们发出邀请：“新店
今年春节前能投入使用，到时候，你们一定要
来捧场。 ”

张埠口：集体经济火起来

当记者一行来到许湾张埠口行政村时，村
党支部书记张站国愉快地接受了采访。

以前的张埠口村是典型的贫困村。村里的
街道是大坑连小坑，每逢阴天下雨，坑坑洼洼
的土路就成了“小河”。 9 年前，在外做生意的
张站国开车回村时，由于道路泥泞，他开的越
野车被迫在村前“抛锚”。 从那时起，他决心回
到家乡发展，彻底改变村容村貌。

要想富，先修路。 几年前，在张站国协调
下，区交通局和区扶贫部门先后帮助修好了村
内大部分道路，他又自掏腰包 70 多万元，将村
内道路全部修好，后来还装上了路灯，让村里
亮起来。

昔日的贫困村如今已蝶变为美丽乡村。不
久前，村里集体经济参股建设的豫湘园酒店开
业，为村里提供不少就业岗位，更方便周边群
众举行各式宴席。村里建设的逢十赶会大集也
吸引远近的商户过来经营，村里超市、饭店、理
发店样样齐全，城里有的这里应有尽有。

村里大街小巷道路平坦，路面整洁，两处
村民文化广场配备有健身器材、篮球架等基础
设施。 和其他村庄一样，村民建筑结构白墙青
瓦，典雅美观，整洁漂亮。

村党支部书记张站国自豪地说：“以前，村
里年轻人娶个媳妇都困难，一听说是张埠口的
直摇头。现在，路好了，灯亮了，人富了，村里小
伙子找对象再也不会受村里环境差的影响

了。 ”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使张埠口村焕发

勃勃生机和活力。 村里不仅大力发展集体经
济，还引进服装厂吸纳村里劳动力务工。

趁着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的东风， 张埠
口村有更大目标。 张站国说：“村里有几十亩闲
置的废坑塘， 我们计划在坑塘四周修好道路和
停车位，在这里搞个垂钓中心，附近建设一些娱
乐项目，吸引市民节假日到这里休闲娱乐……”

今年以来，许湾办事处紧紧围绕全市打造
沙颍河 4A 景区创建目标， 积极动员境内沙颍
河沿线 6 个行政村广大干群，以沙颍河生态经
济带建设为契机，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民宿、古
街建设，扩宽百姓幸福大道，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

乡村振兴的征程上，这里的人们正阔步前
行。 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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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新就业形态 保障劳动者权益
������近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我
市出台一系列措施，扎实开展维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专项

行动，取得了积极工作成效。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

按照中央、 省有关政策和工作部署，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订出台了新就
业形态劳动权益保护工作实施方案，
人社、发改、交通、医保、法院、工会等
部门建立健全协同工作机制，开展新
就业形态劳动用工情况专题调研，通

过书面调查、网络问卷、实地走访、电
话采访等形式，一方面了解用工单位
招工、用工情况，另一方面了解灵活
就业劳动者及平台就业劳动者劳动

报酬、休息休假、劳动保护、社会保障
等方面的情况和需求， 全面深入掌握
本地灵活就业及新就业形态用工情况。

我市强化正向宣传，通过官网、
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刊发政策解读、
政策问答、经办业务流程等信息，增
强企业合规用工意识。 通过开展助

企营商活动， 加强劳动关系协调员
队伍建设，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用工，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加强做好新业
态和灵活就业劳动用工监管。 市人
社局于 2022 年 3 月至 10 月， 在全
市组织开展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专项行动， 结合开展
劳动用工年审、 清理整顿人力资源
市场、劳动保障诚信等级评定、和谐
劳动关系评选表彰等活动， 引导监
督新业态用工主体规范用工行为，

维护好劳动者工资、合同、休假、劳
动保护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依法处置新就业形态劳动纠

纷。 进一步畅通新业态劳动者维权
渠道， 市人社局加大劳动保障执法
监察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力

度，通过约谈、警示、立案查处、调解
仲裁等方式， 严肃查处违反劳动保
障法律法规的行为，严厉打击侵害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切实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②26 （马月红王延昭）

多措并举夯实“三支一扶”人才队伍
������为进一步做好“三支一扶”人员管
理和培训工作，西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积极落实“三支一扶”相关政策，
围绕“三支一扶”人员在工作适应性、就
业稳定性、岗位成长性、薪酬满意度等
方面开展工作，着力构建“下得去、留得
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

“三支一扶”计划是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举措， 也是促进高校毕业生成长成
才的重要渠道。 截至目前，该局“三支一
扶”高校毕业生在岗人数 95人。

该局成立“三支一扶”协调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统筹“三支一扶”人员动态管理
和岗位落实等日常工作。 领导小组结合
“三支一扶” 人员意愿和居住地工作、生
活、交通等因素，进行合理岗位分配，做到
专业岗位对接。加强对“三支一扶”人员的
关怀，营造良好的成长成才氛围。 通过座
谈、汇报、走访慰问等形式，及时了解“三
支一扶” 人员工作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
为他们排疑解惑。 调查中，“三支一扶”人
员普遍反映已逐步进入工作角色，服务期
内在岗状况稳定。

按照河南省“三支一扶”相关文件要

求，该局积极落实各项保障政策，对“三支
一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妥当支配。 服务
期内为“三支一扶”人员按规定发放工作
生活补贴和一次性安家费补贴，建立工作
生活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完善的保障
政策，解决了“三支一扶”人员的生活问
题，让他们更安心地扎根基层，维护了就
业稳定性。不断完善岗位匹配和传帮带培
养制度，广泛开展岗前、在岗、离岗培训。
对表现突出的优秀人员进行表彰，做到政
治上着重培养、工作中大胆使用，让他们
在基层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调查显示，“三支一扶”人员普遍认
为， 两年服务期对他们今后的发展至关
重要，提高了业务水平，练就了过硬的工
作作风， 锻炼了分析处理问题及应对复
杂局面的能力，对考公、考编、考研等都
有很大帮助。 ②26 （马月红 徐方霞）

同心抗疫解民忧 助农纾困暖民心
������为缓解疫情防控期间部分农
户蔬菜产运销对接不畅问题，及时
协调帮助菜农纾难解困，切实做到
把《商水县关于做好蔬菜促销工作
的通知》落到细处、落到实处，12 月
1 日， 商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党员干部职工购买萝卜、白菜共

计 5000 余公斤，帮助农户解决蔬菜
滞销的难题。

商水县人社 局 相 关 人 员 介

绍 ，受疫情防控影响 ，商水县多地
出现蔬菜滞销情况 ， 看到群众的
蔬菜无法销售 ， 他们主动联系商
水县魏集镇汪屯村蔬菜种植大户

姜参军 ， 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
同时 ， 迅速打响 “帮销大战 ”，主
动联络该村党支部书记 ， 帮助农
户打开蔬菜销路 ， 解决他们的后
顾之忧 。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一
颗颗蔬菜， 凝聚的是农户的辛劳和

汗水，寄托的是农户全家的希望，传
递的是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社会
温情。

开展本次助农活动，商水县人社
局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帮助农户解
决蔬菜滞销难题，为决战决胜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②26 （马月红 齐自锋）

策划 顾玉杰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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