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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拥军门店”精彩亮相水韵章华双拥示范街
本报讯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高玉贵 王艳彬） 连日来，随着“拥军
门店” 在商水县水韵章华双拥示范街
陆续揭牌， 涵盖餐饮、 百货等业态的
“拥军门店”精彩亮相，成为当地一道
亮丽风景线，现役军人、退役军人等优
抚对象均可凭优待证在“拥军门店”享
受打折消费优惠和优先优质服务。

为深入开展双拥创建工作， 不断
深化军民融合发展， 创新双拥工作方
式方法，扩大双拥工作社会影响，提高
双拥工作社会关注度、参与度，做实拥
军优属新举措， 商水县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商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河南水韵章华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成功打造水韵章华双拥示范街。
记者在该街区看到，大型双拥宣

传标识牌立于显著位置，各式各样的
双拥元素巧妙地融入街道中，成为各

种公共设施上亮眼的点缀。 街道旁的
宣传栏、墙面上展示着商水县立功受
奖军人的英雄事迹，街道绿化带中增
添了双拥漫画、图文标牌等，让人感
受到浓厚的双拥氛围。 水韵章华双拥
示范街突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理念，
在设计内容上，紧扣军民融合、双拥
共建、国防教育的主题，在设计风格
和色调上，突出美感和设计感，注重
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让居民在休闲游
玩的同时，增强爱国拥军意识。

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商水
县广泛发起拥军倡议，积极动员沿街
商户参与双拥工作，对自愿参与的商
户，与其签订拥军协议书，授予“拥军
示范店”牌匾。

“水韵章华双拥示范街目前有 30
家商户按照‘自愿参与、量力而行、尽
力而为’的原则，为现役军人、退役军

人等优抚对象推出各种优惠活动，并
在店铺醒目位置悬挂双拥服务公示

牌， 让军人感受到受人尊崇的幸福
感。 ”商水县水韵章华双拥示范街街
长奈清顺表示。

“拥军门店”的挂牌，在商水社会
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商户顾武涛说：
“这块‘拥军门店’牌匾，对我们来说
是一份厚重的荣耀，也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我们一定会拿出最优惠的条
件、最真诚的服务，回馈现役军人、退
役军人， 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的敬
意。 ”商户郭梦强说：“加入‘拥军门
店’行列，我们感到非常光荣。 在今后
的工作中， 我们不仅要宣传军旅文
化， 还要关爱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
他们来店消费，结账时只要出示相关
证件，就可享受八折优惠。 ”退役军人
邓铭辉说：“走进‘拥军门店’，让我收

获到了满满的自豪感、荣誉感、尊崇
感。 ”

商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王

显峰表示，下一步，商水县会进一步
丰富双拥创建的形式和内容，将双拥
示范街、“拥军门店”向乡镇和社区拓
展，动员更多企业、个体工商户投身
到拥军事业中， 为广大现役军人、退
役军人等优抚对象做好事、 办实事，
让“看得见的尊崇、摸得着的荣光”遍
布商水大地、遍布各行各业，真正让
双拥示范街、“拥军门店”成为商水县
双拥工作的亮丽名片。

据悉，“水韵章华” 是按 4A 级景
区标准打造的一个文商旅项目，该项
目以地域文化、商贾文化、士族文化、
名人文化为灵魂， 集文化、 旅游、娱
乐、休闲、商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是
商水县全力打造的城市新名片。 ②12

商水：“美丽生态”绽放出“美丽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刘昂）8 月 15 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祁永亮带领调

研组， 到沈丘县就农村集体资金、资
产和资源管理进行专题立法调研。调
研组来到沈丘县卞路口乡政府、卞路
口乡肖门行政村进行实地察看，了解
农村集体“三资”的基本底数与管理
现状，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沈丘县人
大常委会、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
相关工作汇报，就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的问题和难点、解决处理的方法措
施等展开讨论，并提出针对性意见和
建议。

调研组指出，农村集体“三资”涉
及农民根本利益， 是人民群众关注的
热点问题，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是落实中央部署、满足群众期盼、促进
发展需要的必然要求。 有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学
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薄弱环节，深入调查研究，不断完
善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体系
建设，合理盘活各类集体资源，增加村
集体收入，为强村富民、乡村振兴提供
强有力保障， 努力实现集体资产保值
增值、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②18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立法调研

������商水县邓城镇坐落于沙颍河畔，
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小

镇。 这里不仅有独特的豫商文化，还
拥有叶氏庄园等历史遗迹。 近年来，
商水县邓城镇借助文旅融合的发展

模式，成功打造了一个集文化传承与
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景点。

随着我市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

设的日渐成熟，商水县的清代叶氏庄
园、东汉刘秀饮马台遗址、汉代白果
树、马门古渡、葫芦岛船闸等名胜古
迹，以及邓城猪蹄、油条、杠子馍等地
方名吃，也在这条景色美、产业好、带
动效应强的“绿色飘带”上熠熠生辉。

传承豫商精神 弘扬家乡民风

沙颍河是周口的母亲河，她哺育
着勤劳质朴的周口人，在沙颍河旁长
大的周口商人，生来就带着自强不息
的精神和诚信守信的价值观念。

商水县邓城镇的叶氏家族，从清

代发家， 延续 200 多年长盛不衰，其
诚信固本、乐善好施的高尚品格被传
颂至今。

相传 ， 叶家祖上自山西迁居周
口，最初并不富裕，由于其拾金不昧，
感动了一名山西商人。 在随后的日子
里， 这名商人主动与叶家人合作经
商，开启了叶家的致富之路。 而且在
经商中，叶家人始终秉持“诚实守信”
的行为准则，生意越做越大，富甲一
方。 发达之后的叶家，一方面大兴土
木，历时百余年建造了有“民间小故
宫”之称的叶氏庄园，另一方面历代
家主无不急公好义，襄助邻里。 现居
邓城镇的叶家后人叶斌在接受采访

时就曾经说：“叶家祖上有家训：做事
凭良心 ，富了不欺 ，穷了不赖 ，挣好
钱，名誉值千金。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
一方文化。 叶氏一族亦儒亦农亦商，
靠的是耕读传家， 体现的是诚信固
本、欲取先予的豫商精神，彰显的是

乐善好施、重情重义的淳朴民风。 叶
氏庄园虽然没有官宦宅邸的豪华气

派，却也处处透出敦厚坚实、质朴严
整的气息，像极了周口人朴实、温良
的秉性，也展示了周口人代代相传的
崇德向善、自强不息的血脉和风尚。

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文旅融合发展中，叶氏庄园焕发出
新的生机和光彩，更多的观光客也会
因此感悟到周口人勤劳智慧、诚实守
信的品质，“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的
城市定位将进一步彰显。

优化文旅环境 促进持续发展

一条沙颍河，贯通周口史。 明清
时沿河发展起来的漕运，如今沙颍河
复航，又将周口带到了“临港新城、开
放前沿” 的新高位，2021 年周口提出
高标准规划设计沙颍河生态经济带。

商水县地处中原腹地， 沙河、汾
河、清水河三川并流。 “盈盈秋水绕高
城，缓棹中流浪不惊。 添得游人无限
趣，澄波倒映晚霞明。 ”这首动人的诗
篇源自清朝乾隆十二年的 《商水县
志》，印刻着古人对家乡美景的赞颂。
近年来，商水县委、县政府按照市委、
市政府打造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部

署要求，闻令而动、率先出击，通过景
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传统文化设
施恢复、经营业态导入等方式，一业
一品， 大力整合沙颍河沿线文旅资
源。

乘着打造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

春风，商水县的“颜值”也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 沿沙河南岸，放眼望去，树叶
或苍翠或金黄或火红， 色彩斑斓；清
澈的河流，缓缓流淌，不时有货船驶
来，水鸟舞翩跹，一幅水清岸绿的生
态文明美丽画卷， 正在眼前徐徐展
开。

在邓城镇许村 ， 新建的银杏广
场、浮雕广场上，村民踏着音乐的节
拍翩翩起舞 ，昔日 “臭水沟 ”变成了
“清水河”， 一间间危旧房被拆除，闲
置房被改造成“村史馆”“农家乐”，修
通了村庄道路，建成了文化广场……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汉代白果树在这
里一站千年，虽历经沧桑风雨，仍然
枝繁叶茂， 见证着村庄的繁荣和发
展。

在邓城镇，还有更多村子依托特

色资源， 因地制宜发展起乡村旅游，
周边游、 采摘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邓城镇镇长代艳辉介绍，邓城镇依托
“全国特色小镇 ”“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河南省历史文化名镇”等文化名
片，利用文化搭台，先后举行商水县
民俗文化艺术节、“游古镇、 看叶宅、
赏古树”采风创作和炸油条大赛等活
动，实现乡村经济和文化旅游“双效
共赢”， 正逐步打造成为商水县民俗
文化旅游品牌项目。

“绿色”生态带 “金色”增长点

“美丽生态”绽放出“美丽经济”，
汉代白果树、刘秀饮马台、商水港等
旅游景点成为网红打卡地，直接带动
邓城猪蹄、杠子馍、麻花等土特产销
量倍增。

“邓城猪蹄卖到一斤 30 元，供不
应求。 ”邓城镇猪蹄协会会长叶振华
介绍，他们还研制出邓城牛肉、多味
豆干、豆瓣酱等十余种具有地方特色
的土产品，采取真空包装销往全国各
地。 前几年举办的油菜花节和葵花
节，曾让邓城镇许村一炮走红，成为
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许多村
民依靠卖小吃、土特产，在家门口挣
到了钱。

乡村要振兴 ， 文旅融合是 “引
擎”。 邓城镇党委书记陈书超表示，邓
城镇将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

展，通过“地方政策支持+龙头企业带
动+群众共同参与”的形式，打造丰富
多样的农旅融合田园观光综合体，助
力乡村振兴。 2022 年，邓城镇许村党
支部“牵手”河南活步文化旅游公司，
采用“公司+村集体+农户”的模式，由
旅游公司出资 1200 万元， 对村庄内
的基础设施、 文旅资源进行升级改
造；许村则通过整治坑塘、空宅基地、
闲置用地 140 余亩，为农文旅开发提
供场地，这真是“单麻不成线，双丝搓
成绳。 ”

在外做餐饮生意的许小航看到

村子变得越来越美 ，2022 年返回老
家 ，办起了农家乐 。 “你看 ，那条沟
渠改造得多漂亮 ， 清清的渠水 ，淌
来了金 ，淌来了银 ，淌来了咱农民
的好日子 。 ”正在银杏林边晨练的
许小航舒展着身姿 ，眼神里充满了
希望 。 ①6

商商水水县县邓邓城城镇镇叶叶氏氏庄庄园园

������本报讯 2023 年 7 月份，“学习强
国 ” 周口学习平台单月上线稿件
1179 篇， 单月上稿量继续稳居全省
第二位。 其中，52 篇稿件被“学习强
国”全国学习平台选用转载，总平台
选稿量位居全省第三位，再创历史新
高，稿件综合浏览量超 1000 万人次，
“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生动实践和
“道德名城、魅力周口”的全新成果在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上生动立体呈
现，持续出圈走红。
据了解，自“学习强国”周口学习

平台上线以来， 始终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全面搭建了“市级学习平
台+市属媒体强国号+县级融媒号”
联动发声、同频共振的“学习强国”宣
传矩阵，聚焦临港经济、道德名城建
设、 社会民生改善等改革发展成果，
主动分析和把握融媒体语境下平台

内容传播规律，全面加强专题策划和
内容建设，充分运用图文、短视频、图
集等融媒体报道手段，先后制作上线
37 个系列专题，推发各类稿件 1.6 万

余篇。 截至 7 月底，共有 346 篇稿件
被“学习强国”全国学习平台选用转
载，平台供稿量、发稿量位居全省第
二位，全国学习平台选稿量稳居全省
第一方阵， 连续两年被表彰为全省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推广运用工作
先进单位。 “学习强国”项城融媒号、
淮阳融媒号稿件阅读量进入全国县

级融媒号前 100 名，平台的传播力持
续显现、影响力不断加强。
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学习强国”周口学习平台将继
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跟市委决
策部署和中心工作， 在提升策划能
力、强化内容建设、注重宣传推广上
下功夫，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深
层次宣传周口、展示周口、推介周口，
努力把“学习强国”周口学习平台打
造成精品内容聚集地、理论学习主阵
地、对外宣传新高地，为现代化周口
建设凝心聚力汇智、 营造更好氛围、
提供坚强保障。 ②18（肖文亚）

单月浏览量超千万 总台采用量创新高

精彩周口故事叫响“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在周口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飞入”寻
常百姓家，各种“黑飞”“盲飞”“乱
飞”事件时有发生，有的违规飞临
人员密集区威胁地面人车安全等。
日前，我市警方开展无人机管控培
训演练， 目的是从实战需要出发，
提高警方安全保障能力，确保社会
治安平安有序。 记者 沈湛 摄

我市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本报讯（记者 李艳华）日前，周口
市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
以“办事通、政策通、诉求通、金融通、
招商通、任务通、考核通、企业服务之
家、企业热力图”7 通 1 家 1 图，创新
为企业服务模式，搭建政企线上沟通
交流渠道，让政策找企业更准、企业
找政策更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政策汇聚，一键直达。平台“政策
通”板块汇聚当前热门政策及政策专
题，通过“政策计算器”精准匹配惠企
政策，实现对企精准服务，帮助企业
及时了解最新政策信息，把握政策导
向， 极大便利惠企政策奖补资金获
取。 目前， 我市初步归集惠企政策
180 条，可供企业登录查询 ，按照周
口市第一批“免申即享”惠企政策清
单，颗粒化梳理惠企政策 35 条，录入
70 余万家企业相关信息数据， 为满
足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打下基

础。
企业诉求，一站通办。 “诉求通”

板块作为拟定的营商环境线上投诉

总渠道 ，实现诉求 “一键 ”直达 、“一
站”解决。 企业通过“企业诉求服务”
模块进行诉求登记、在线查询办理进
度、评价诉求处理结果。 市营商环境
投诉中心管理员可对问题处理和评

价情况进行审核，并进行综合分析及
公示。

监督考核，一屏统揽。 平台完善
对“万人助万企”活动各项工作完成
情况及助企服务人员考核，根据“万
人助万企” 活动四类不同考核对象
以及对应的考核办法， 制定不同考
核内容，进行考核任务推送。 根据考
核规则， 系统可以对考核对象分别
进行考核评分，计算总体得分，并作
出客观性评价， 有效支撑营商环境
优化。 ①6

������本报讯 （记者 沈铎） 8 月 16 日
上午九时，来自我市的豫新海集 217
船、 漕运集 6666 船满载 126 标箱货
物顺利通过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东淝

河船闸，驶往芜湖港，由此标志着引
江济淮工程航道江淮沟通段（江淮运
河）通航。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西北的东淝

河船闸，位于引江济淮工程江淮沟通
段末端，距离入淮口 2.5 公里 ，距离
周口中心港 280 公里，是江淮运河航
道的入淮门户。

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公司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次通航的江
淮沟通段全长 167 公里 ，为新建Ⅱ
级航道 ，淮河侧为上游 ，巢湖侧为
下游 。 该航段试运行前期为 2023

年 8 月 16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
船舶可在每日 7：00 至 18:00 通航 。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为试运行后期 ， 船舶可 24 小时
通航。

引江济淮工程发挥航运功能

后 ，江淮沟通段 （江淮运河 ）将与沙
颍河、合裕线、芜申运河等共同构筑
了一条纵贯皖豫两省的水运主通

道， 形成与京杭运河平行的第二条
南北水运大动脉， 区域水运结构和
运输格局全面优化， 结束了淮河中
游与长江中下游水运不畅的历史 。
今后， 来往船只可通过该航道驶往
淮河、 长江， 不必再绕道京杭大运
河，将缩短航运里程 300 公里以上，
可节省大量运费。 ②2

引江济淮江淮沟通段（江淮运河）通航
我市货船驶往长江可缩短航运里程 300公里以上

□记者 王晨 马治卫 文/图

（上接第一版）我们要主动作为，积极
对接，增强抢抓机遇的行动自觉，谋实
抢抓政策机遇的载体抓手， 保障政策
措施落地见效， 努力把一项项政策措
施落实到具体项目、转化成发展机遇。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 工作不抓重
点关键，不分轻重缓急，就很容易左支
右绌、顾此失彼。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
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精神和市委五届
四次全会的工作安排上来， 加快实施
“十大战略”三年行动计划，突出重点，

抓住关键， 奋力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
见到新成效。 要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
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
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推动经济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按照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的新要求
做好下半年工作，在高质量跨越发展的
新征程中再立新功，奋力开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周口实践新局面。 ②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