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作家，《海外文摘》 杂志社
执行主编、《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
社执行主编蒋建伟

我市机关事业单位
工勤技能岗位考试顺利进行

������7 月 8 日， 我市 2023 年机关事
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考试在周口市

文星职业培训学校开考。
按照省人社厅统一安排， 我市

2023 年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
考试于 7月 8 日至 23 日的每个周末
进行，将有 4600余名工勤人员参加 61
个工种、二级（技师）至五级（初级工）
的考试。 一级（高级技师）的考试随后
将由省人社厅统一安排进行。

为保障考试的公平公正，职业道
德、职业能力和岗位技能三个科目均
采用人机对话的方式进行考试。 考生
在计算机上作答，计算机自动评分，现
场显示成绩。考生的试题随机排序，有
效避免考试过程中发生抄袭现象。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
保考试平稳有序进行，他们精心组织、
周密安排，召开专题考前会，就考试组
织、突发事件处理、人员分工和职责要
求、考风考纪等事项进行安排部署。严
格人员选派，挑选政治素质高、责任心
强、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考务人员，考
前组织集中培训，确保考务人员掌握
考务流程。严肃考风考纪。考场安装视
频监控和手机信号屏蔽仪，严肃查处

替考等舞弊行为。 邀请市纪委监委驻
市人社局纪检监察组全程参与监督

指导，确保考试公平、公正。 提升服务
水平。在考点设置服务岗，为考生提供
政策宣讲、路线指引等服务。在考点设
置医疗服务点， 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
件，能够快速有效应对，切实保障考生
和考务人员的身体健康。

按照省人社厅文件规定，确定合
格人员的原则是以省辖市为单位，对
各科考核成绩均达到单科最低分数

线的同市、同工种、同等级参考人员，
由计算机系统根据考核合格率，并按
照考核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

定合格人员。 全省整体考试结束 30
个工作日，考生可登录河南省技能人
才评价工作网或河南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岗位人员网络培训平台

查询自己的考核结果。 ③11
（吴久彬 马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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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云直播 解答零距离������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 。 今天
直播的内容是 2023 年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 社保转移和线上操作流程。”
近日， 扶沟县人社局企业养老保险
中心围绕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开展线

上直播， 直播间气氛热烈 ， 问答不
断。 该局相关负责人化身业务主播，
为群众讲解灵活就业人员的范围 、
参保险种及相关规定、 参保缴费标
准、 线上操作流程等问题。

扶沟县人社局紧紧围绕时下广

大群众最关注的热点问题精心撰写

直播文案， 挑选生动案例 ， 跳出繁

琐复杂的政策条文， 坚持 “小切口”
导入， 由浅入深普及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政策， 分类明晰申请条件及材
料， 精准讲解每个操作步骤 ， 为群
众送上满满的参保 “干货”。

该局相关人员表示 ， 他们紧紧
围绕全年工作目标任务， 创新工作
方法， 依托线上直播平台 ， 全面推
进全市基本医保参保扩面和社保政

策宣讲等工作。

为积极推动全市基本医保参保

扩面工作和社保政策落实， 2023 年
6 月， 扶沟县人社局企业养老保险中
心依托扶沟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

理局直播平台， 开设社保专场 ， 创
新宣传形式， 传播社保政策 ， 线上
为群众解答问题。

在直播现场 ， 主持人和讲解员
通过弹幕互动 、 问答交流的形式 ，
将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好

处和相关政策重点进行解析 。 针对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社保转移等高
频问答事项， 讲解员用准确 、 通俗
易懂的语言让群众了解相关政策和

办理流程。 在 1 个小时的直播活动
中， 讲解员解答群众各类问题 20 余
个 ， 受众 1734 人 ， 全场点赞数 1.9
万次， 取得了明显的宣传成效。

下一步 ， 扶沟县人社局企业养
老保险中心会持续做好线上直播工

作， 优化直播内容， 及时收集群众
各类需求， 最大程度方便群众 ， 提
高办事效率。 ③11 （郝俊鹏 马月红）

强化宗旨意识 优化人社服务
������7 月 11 日，市人社局召开全市人
社系统“大学习、大排查、大警示、大
整顿、大提升”教育活动部署会议。 会
议旨在督促全市人社系统党员干部

职工强化宗旨意识， 提高工作标准、
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打造一支 “讲
政治、强服务、树正气、创一流、铸铁
军”的人社干部队伍。 市人社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宗喜出席会议。

会上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 、副局
长李红冠宣读了《周口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关于在全市人社系统开

展“大学习、大排查、大警示、大整顿、

大提升”教育活动的通知》，明确了此
次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 工作目标、
重点任务等，要求全市人社系统党员
干部职工强化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
导、营造浓厚氛围。

会上，李宗喜对全市人社系统开
展此次教育活动提出三点意见 。 其
一，要统一思想认识。 开展此次教育
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的需要， 是保护干部、
维护基金安全的需要，是建设一支政
治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能力过
硬的人社干部队伍的需要 ， 是建设

“五型” 模范机关， 提升人社服务能
力、服务水平的需要。 其二，要突出活
动重点。 开展此次教育活动，要突出
维护基金安全、 改进个人思想作风、
聚焦短板弱项、着力问题整改 、强化
长效长治这五个重点。 其三，要真查
实改、务求实效。 个人要反躬自省，查
找问题，列出清单，单位、科室要细查
工作漏洞，建立工作台账，要深查流
程是否科学、制度是否缺失、岗位设
置是否环环相扣，要坚持“当下改”与
“长久治”相结合。

李宗喜强调，各县（市、区）人社局

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切实推
进人社系统“大学习、大排查、大警示、
大整顿、大提升”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真正让“人人受教育、人人受警示、人
人做剖析、人人得提高”，建设“五型”
模范机关。真正让惠民政策更有温度、
援企纾困更有力度、 民生就业答卷更
有厚度， 真正实现以干事创业能力大
提升助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市纪委监委
驻市人社局纪检监察组、各县(市、区)
人社局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 ③11

（李蕾 马月红）

一个小镇 八名作家！！
——— “颍河镇”淮阳新站籍作家回乡侧记安亚斌

著名作家看周口

�������我是从周口走出的作家，
是周口的文化沃土哺育了我。

书香， 能温暖一座城市， 提
升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文学
之乡” 落地周口， 是非常有意义
的一件大事、 喜事。 周口文学文
脉一直很昌盛， 文学事业一直蓬
勃发展。 身在外地， 我为家乡感

到骄傲、 自豪。
近年来， 周口一批年轻作

家在名家、 老作家的带领下成
绩突飞猛进， 这种示范引领作
用在周口文学创作当中得以印
证。

周口的发展日新月异， 特别
是看到周口港， 我感到很震撼。
作为中原地区通江达海的航运
码头， 周口更多物产能够通过
这里走向世界各地， 使周口获
得更大发展。

三川交汇凸显周口航运优
势， 文学积淀造就周口淳朴民
风。

“文学之乡” 让周口作家有
了更多责任感使命感。 我们通
过文学之笔反映周口的历史、
记下周口的故事。 周口的故事，
也会通过美丽的沙颍河， 走向
全国， 走出国门。 希望更多周
口作家能够被全国人民所熟知，
希望周口这片土地上能够孕育
出更多诗人、 作家。 ②18

（记者 王吉城 整理）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周口。 周
口文化底蕴深厚， 是中华文化重
要发祥地。 最能打动我的是周口
作家群， 在全国影响很大， 不管
在外地的还是在本地的， 他们成
绩斐然、 成果丰硕。

在周口这片土地上， 有着厚
重的文学沃土、 优秀的作家队
伍、 完善的基础文化设施。 “文

学之乡” 落地周口值得庆贺。 要
以此为契机， 让更多文学惠民工
程尽快落地， 让老百姓真正感觉
到文学就在他们身边， 感受到浓
厚的文学气息。

当地政府支持文学创作， 当
地有一支本土创作队伍， 又能产
生一批优秀文学作品， 全民阅读
活动搞得风生水起， 群众文明程
度极大提高， 这一切都会为地方
经济发展赋能、 助力。

周口成功创建“文学之乡”，
应赋予它更多责任， 为全国文学
事业作出应有的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全国文学工作整体提升， 实
现文学高质量发展， 无愧于“文
学之乡” 称号。

“文学之乡” 本身是一个亮丽
的名片。 “文学之乡” 带给一个
地方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个地方整
体文明素质的提高， 这也是我希
望看到的。 ②18

（记者 王吉城 整理）

蒋建伟

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安亚斌

“文学之乡”助力周口
整体文明素质提高

周口作家应有
更多责任感使命感

本栏图片由梁照曾拍摄

������“周口作家看淮阳 ，淮阳作家看
新站！ ”

著名作家孙方友、墨白兄弟笔下
的“颍河镇”，以其内容丰厚、故事跌
宕起伏、人物众多、性格多样而令人
神往。 “颍河镇”的原型就是生养他们
的故乡———紧靠颍河的文学重镇：淮
阳新站。

在全国不少县市区连一个中国

作协会员都没有的现实情境中，淮阳
新站，一个小镇就产生了 8 名中国作
协会员。 这种现象，在全国，绝无仅
有！

7 月 12 日上午， 回周参加中国
“文学之乡” 采风的域内外淮阳新站
籍作家一行数人，回到阔别数十年的
故乡，寻找青少年时代的记忆，重温
文学之梦，感慨天翻地覆，不仅热泪
依依，而且心热语哽！

现在的新站镇第二中心小学，是
曾经大名鼎鼎的新站高中，马泰泉兴
致勃勃：“学校曾是山陕会馆，依次改
造成学校。 我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教 3
年，教初中二年、高中一年，后参军入
伍。 当时（孙）方友经常找我，谈文学，
谈人生，喝酒小酌，喝的就是新站镇
生产的‘沙河’白干酒！ 酒是用红薯干
酿的。 好喝！ 这期间，一本《聊斋志
异》，你看了我看，切磋交流，方友的
新笔记体小说《陈州笔记》与《小镇人
物》，700多篇，写了从清末、民国至新
中国的一个世纪的历史，塑造了 1000
多个文学人物，这些人物个个活灵活
现， 都取材于淮阳与新站的市井人
生， 是颍河岸边新站历史的活样本。
我认为，方友的文学成就超过了蒲松
龄的《聊斋志异》，方友的新笔记小说
创作应该说从那时就开始了萌芽！ 方
友后来到公社文化站工作，演过豫剧
《红灯记》里的鸠山，跟侯宝林说过相
声，下颍河捞过砂礓，拉板车搞运输，
吃过大苦，才有写尽我们民族灵魂的
7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在我心中，孙
方友是一座中国当代文学越不过的

大山。 他的作品在那儿摆着，历史将
更加证明其独特价值。 ”

（马泰泉：笔名元流，回族，1956
年生，新站镇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任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创作室主
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著有长篇
报告文学《国防部长浮沉记》《拥抱与
决裂》《铁打的营盘》《天行健》《棠棣
之殇》《中国大地震》及长篇小说《龛
镇弟兄》等十余部，中短篇作品百余
篇，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作协骏马奖、全国图书奖、人民
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奖
项。 ）

随行的中国作协会员、新站籍著
名历史小说作家李乃庆插话 ： “我
1973 年到新站高中读书， 其间到漯
河、临颍拉石头，一千多斤的车子，不
知道累；参加当时重大的水利设施项
目———淮新干渠（将颍河水北调引水
灌溉）修建工程，干得热火朝天! 生活
的积累，加上文学的氛围、方友老师
的引导， 让我最终也走上了文学之
路。 ”

新站镇党委 、镇政府大院 ，墨白
一行刚进入大门就迫不及待停下来。
1949 年以前这里是地主雷九少家的
大院，院内均是清朝、民国时期留下
的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了
公社大院， 也是墨白 《梦游症患者》

《同胞》《风车》等小说的故事发生地。
当年李鑫将军曾经在这里当过 5 年
通讯员，巡视每一个角落，没有找到
当时的一间房子。 李鑫将军感慨万
千：“我 14 岁就在公社当通讯员 ，我
从新站镇当兵， 参加对越自卫反击
战，出生入死，后弃武从文，一晃半生
过去了。 没有新站，没有故乡，就没有
我的现在。 ”

（李鑫：1960 年生， 淮阳新站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任中国报纸副
刊研究会副会长、《解放军报》 副总
编，少将军衔。 1984 年在老山前线猫
耳洞中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品有长
篇小说《浮沉》《地雷》， 中短篇小说
《绿蛇》《前哨排》《沉默的人》，散文集
《苦难之花》以及报告文学《思念你的
何止是那亲爹亲娘》等。 曾获中国人
民解放军文艺奖、 中国新闻奖一等
奖、中国副刊优秀作品金奖等。 ）

中国作协会员、周口市文联副主
席、市作协主席柳岸：“没有孙方友老
师的指导， 就没有我今天的文学成
就。 我后来在新站镇政府工作多年，
从驻村干部、 片长到镇党委副书记，
新站是我文学的开始，也是我文学创
作厚实的地基。 我的不少作品就取材
于新站这片沃土！ ”

1980 年，墨白在淮师读书时学习
绘画，受大哥孙方友影响走上了文学
创作道路。 师范毕业后分配到新站镇
中心小学， 在这所只有 10 个班级的
小学里任教 11 年。 “那个时候我就住
在学校后面的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办

公室里， 冬天窗子钉一块塑料布保
暖，夏天窗子上钉一块沙布防蚊。 最
渴望的是假期，可以有整块时间读书
写作。 ”墨白在小学任教时就开始在
国内著名的《收获》《钟山》《花城》《人
民文学》发表文学作品，这在国内也
很少见。

（墨白： 本名孙郁，1956 年生，淮
阳新站人，孙方友胞弟，先锋小说家、
剧作家， 曾任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有短篇小
说《失踪》《灰色时光》等 100 多篇；中
篇小说《黑房间》《告密者》 等 40 余
部；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欲望》等
6部；随笔《〈洛丽塔〉的灵与肉》，访谈
录《有一个叫颍河镇的地方》等 70 余
篇。 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国文
字。 曾获第 25 届电视剧“飞天奖”优
秀中篇奖、第 25 届电视剧“飞天奖”
优秀编剧奖。 ）

大家又一起来到新站码头———
当年的渡口，并乘船到南岸———此地

属商水黄寨镇小集，眺望百里长堤风
景如画！ 堤南 100 米外，就是周项公
路。 当年，从新站到周家口，必走此
路。

“新站当时号称小武汉 , 水运发
达，货物直达南京、上海。 当时，新站
镇是繁华的货物集散地， 煤建公司、
盐库、木材公司等的百货，通过镇上
的搬运工会， 经颍河航运向各处转
运。 新站东西 4 个码头，户户有船，村
村使船拉纤，镇上饭店林立，银行、邮
局、影院、酒厂、酱菜厂一应俱全，可
谓三步一厦、五步一阁，下雨不淋头，
百业兴旺，热闹异常，其繁荣场景出
人望外。 如果评选沙颍河临河名镇，
新站镇定居其一。 ”

大家七嘴八舌，充满感情。
“俺家与孙方友、 墨白老师是邻

居，隔墙可以望到他的家。 我的小学
也是在墨白老师任课的小学度过的。
新站深厚的生活历史底蕴，以及崇文
尚文浓郁的风气， 自小影响着我，也
催促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市作协秘
书长、我市新生代青年作家、中国作
协会员红鸟深有感慨！

孙青瑜，孙方友之女 ，文学评论
家，中国作协会员。 此次回乡因故缺
席。 一家出三位中国作协会员，实乃
文坛佳话。

中午已过。 颍河晓畔风景区，沙
颍河生态经济带重要节点。 兴游而归
的新站游子们，在新站镇党政办公室
热烈讨论。

大家不约而同提出：把新站镇打
造成“文学小镇”，把新站镇作家、淮
阳籍作家甚或淮河流域作家作品纳

入其中，为千年新站驿站建成不灭的
文学文化灯塔，指引照亮新站“文学
小镇”的未来，并为颍河生态经济带
注入深沉持久的永续动力，让周口中
国“文学之乡”的金字招牌更加丰盈
闪亮。

颍水日夜东南流！
———繁华落尽， 历史终将证明：

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

结果，都要归结为文化的传承、提升、
指引！ 而文学，是纪录文化形成文明
的重要母体！ ①6

记者 刘彦章/文 刘俊涛 /图

李鑫（左）、红鸟（中）与文学爱好者亲切交谈

在曾经就读的中学，墨白（中）向同行的朋友讲述学校的历史

采风团一行在沙颍河岸边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