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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霞）4 月 8 日，
副市长秦胜军调研中心城区教育重

点项目建设工作。 市政协副主席宋
力、市政府秘书长王文峰参加活动。

秦胜军一行先后到周口二高新

校区、周口港区实验学校、桂园路小
学、桂园路中学二期项目现场，实地
察看学校项目建设情况， 分析建设
项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研究解决
方案， 落实工作责任， 明确完成时
限。

秦胜军要求，要以满足人民群众
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为出发点，优先实
施教育规划、 优先安排教育资金、优

先解决教育问题， 千方百计抓项目、
想方设法破难题，全力以赴加快项目
建设进程。 要科学合理倒排工期，在
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 科学组
织、压茬推进，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
用。 要持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全力打造安全舒适、干净美丽的校园
环境，让学生上学舒心、教师教学安
心。要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对增强城市
吸引力、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持续加
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力度，积极推进
集团化办学，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育队伍，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①7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本报讯（记者 黄佳） 4月 7日，副
市长刘颖赴西华县、 川汇区调研我市
文旅项目建设， 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
报后强调，要在通盘考虑、科学合理规
划的基础上，加快推动文旅项目建设，
努力推动我市文旅工作再上新台阶。

刘颖先后来到西华县女娲城、女
娲城遗址、 五七干校旧址博物馆、沙
颍半岛风景区和周口沙颍生态园，实
地察看文旅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了解
文旅项目运营情况，并针对文旅项目
建设存在的问题给出指导意见，提出
发展建议。

刘颖指出，要深入挖掘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化资源，在尊重历史的基础
上， 将历史和文化资源推陈出新，打

造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地。红色资源
凝结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要充分利用
好、保护好、宣传好红色文化资源，不
断增强红色旅游的生动性、吸引力和
感染力。

在沙颍半岛风景区、 周口沙颍
生态园， 刘颖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
流，听取项目规划、建设运营等情况
后强调， 要在加强生态保护前提下，
不断完善文旅项目配套，提升吃、住、
行、游、购、娱等游玩体验，关注科技
发展新趋势和消费新动向 ， 运用
VR、AI、裸眼 3D 等新技术 ，塑造文
旅产业新优势， 探索推出更多参与
性、沉浸式游玩项目，为广大游客带
来有特色、有品质的旅行体验。 ①7

科学合理规划 加快推动文旅
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刘华志） 为进一
步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近日，周口
职业技术学院与周口市妇联聚焦企

业用工和毕业生就业需求 ， 举行
2024 年 “春风得意 ，求职有位 ”春季
校园大型双选会。

“新入职企业员工每月的工资
是多少？ ”“请把简历直接投入我们
的信箱就可以了 。 ” “工作环境如
何？ ”双选会现场，求职学生人头攒
动，热情高涨，纷纷询问用人单位招
聘条件 、待遇 ，积极寻找意向岗位 。
招聘企业也开出优惠条件， 吸引求
职学生关注。

双选会上，学校领导深入了解企
业用人需求，寻求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机会。各二级学院（部）党总支书记

主动与企业进行对接，邀请企业为本
院（部）毕业生开展专题宣讲会，助力
毕业生顺利就业，并为开展“访企拓
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奠定基础。

活动当日，7000 余名学生现场
求职，150 家用人单位到校提供 8000
多个就业岗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
千人。双选会为毕业生和企业搭建了
一个良好的实习就业与人才招聘互

动平台，受到参会学生和企业的一致
好评。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学校抢
抓就业关键期，积极搭建多种就业平
台，全力促进毕业生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把就业教育和观念引导作为立德
树人的重要内容，引导毕业生树立正
确的成才观、职业观、就业观。 ②6

百企进校园精准促就业

乡村振兴路上“鸽”声嘹亮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谢辛凌

4月 7 日，记者走进沈丘县周营
镇马营行政村一处生态养鸽基地，
一排排钢构同款大棚排列整齐，棚
内鸽舍干净整洁， 一个个鸽笼整齐
排开，既有一个个“小套间”，也有宽
敞明亮的“大客厅”。 置放鸽舍通道
的自动上料机缓缓移动， 雪白的鸽
子正在啄食，不时发出“咕咕”的欢
叫声， 犹如演奏着一曲乡村振兴乐
章。

“今天出货主要是销往上海
的 ，这个品种叫双肌肉鸽 ，重量都
在一斤二两以上，现在价格我们批
发出去是 25 块钱一只 ， 有多少卖
多少，供不应求。 上海、江苏、浙江
那边喜食鸽肉的人比较多，市场容
量很大，发展有潜力。 ”基地负责人
李俊丽说。

李俊丽今年 47 岁，家住周营镇
郭寨村 ， 是当地出了名的 “巧媳
妇”。 2020 年，在外务工的李俊丽看
到家乡出台很多关于返乡创业的

优惠政策，这让很早就想回乡创业
的她兴奋不已。 于是，征得家人的

同意， 并在县有关部门的大力鼓励
支持下， 她带着打工挣得的 “第一
桶金”回到家乡，进行二次创业。 在
经多次市场考察后， 她决定养殖双
肌肉鸽。

记者现场看到 ，基地内自走
式上料机 、 电脑控温孵化设备 、
饲料仓库 、 饲料加工设备 、 消毒
设备等设施齐全 。 鸽子所在的

笼舍被分为好几层 ， 每个笼子里
基本上都是两只鸽子住在一起 ，
笼子里还有一个小窝 。 “有的窝
里是刚下的鸽蛋等待孵化 ， 有的
是通过孵化箱孵出来的小鸽子 ，
通过借 ‘鸽妈妈 ’ 抱养的方式养
殖 。 这些小鸽子能够独立生活后
就可以出窝了 。 ” 李俊丽快言快
语地说道 。

“这是我们的自动喂料机，不仅
节省了人工成本， 还有利于鸽子进
食。 ”此时，基地又过来几位参观的
群众，针对来人的提问，李俊丽现场
讲解说。

“为什么鸽子笼要分好几层，这
样通风好吗？ ”有人问道。

“鸽子也是以家庭为单位，遵循

的是‘一夫一妻制’，不分层放在一
个大鸽笼里， 彼此之间容易产生矛
盾。 ”

紧接着， 李俊丽道出了自己的
“养鸽经”：“鸽子的繁殖速度快，盈
利周期短，孵化出的小鸽子 30 天左
右就可出售，是个投资小、短平快的
致富好项目。 饲料主要以麦子 、玉
米 、豌豆 、高粱等为主 。 一般情况

下， 一对种鸽可饲养 5至 6年，每月
能产下 4 至 6 枚鸽蛋， 一年可产蛋
60 枚。 我们基地孵化繁育出的肉鸽
每年能卖出 6 万对左右， 经济效益
相当可观。 ”

“鸽子肉和鸽子蛋营养价值很
高，养殖肉鸽的前景相当不错。 为
了提高效益，我养殖的母鸽子一窝
都是带着三个小鸽仔，要是上规模
养殖 ，减去人工 、饲料等各方面的
成本，一对鸽子的效益能达到七八
十元。 ”李俊丽指着笼子里的鸽子
说，目前在她的养殖场内鸽子存栏
8000 余对 。 鸽子每天抛洒的鸽料
和粪便经过筛选和发酵后，可以循
环利用 ，既减轻污染 ，又增加了收
入。

一人富不是富 ，一起富才是
富 。 李俊丽富裕了 ， 她没有忘记
周围的群众 。 鸽场办起后 ， 她为
有养殖意愿的农户无偿提供种鸽

饲养管理技术 ， 以低于市场价提
供优质种鸽 ， 并统一回收 ， 带动
了当地农户靠养鸽 、 育鸽 、 卖鸽
实现致富 。

在此务工的留守妇女孔贺丽笑

容满面地说：“俺是这个养鸽场的老
工人了，我本身就喜欢养鸽子，在这
里工作，不但学到技术，而且每个月
能挣到 4000 多块钱 ， 不仅收入稳
定，还能照顾家庭，自己的生活过得
越来越好了。 ” 她一边查看乳鸽生
长情况， 一边把体格相近的鸽子放
到一个鸽窝里 ， 此过程称为 “调
崽”。

“下一步 ，我打算再扩大规模 ，
对鸽子进行深加工，通过互联网销
售到全国各地。 ”说起今后的养殖
规划 ，李俊丽信心满满地说 ，争取
在三至五年内，将养鸽场发展成为
当地最大的鸽子养殖基地和种鸽

基地，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助力乡村
振兴。 ②6

我市 3 家医疗卫生机构被认定
为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
���本报讯（ 记者 刘伟）为进一步加

强基层科普能力建设，充分发挥社会
科普教育资源作用，日前，省科协、省
文明办组织开展了河南省科普教育

基地 2024 年度申报认定及 2023 年
度考核工作。 经过申报推荐、专家评
审、公示等程序，决定认定开封市博
物馆等 101 个单位为河南省科普教
育基地（2024—2028年），我市 3 家医
疗卫生机构被认定为河南省科普教

育基地。
据了解， 我市被认定的 3 家河

南省科普教育基地分别为周口市

中医院 、周口市健康馆 （周口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 周口爱尔眼科

医院眼健康暨近视防控科普基地 ，
也是 2024 年新认定的河南省科普
教育基地 。 其中 ，周口市中医院属
于教育科研与重大工程类别 ，周口
市健康馆和周口爱尔眼科医院眼

健康暨近视防控科普基地属于科

技场馆类别。
周口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入选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的 3
家单位不断完善科普条件和功能，加
强科普资源开发开放，开展特色科普
活动，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科普
实效，为周口市民提供更多优质科普
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全社会
文明程度作出积极贡献。 ②6

������连日来， 周口中心城区被
五颜六色拥抱着， 处处是花的
海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花香，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沉浸在明媚
的春光里。 沈湛 摄

������本报讯（记者 孙靖 通讯员 刘超
印）“理论素养是年轻干部综合素质
的核心， 决定着其政治敏感的程度、
思维视野的广度、 思想境界的高度，
是干事创业和个人进步的源头活

水。 ”4月 7 日，周口市委党校学员管
理科科长刘明杰在 2024 年市委党校
春季主体班上对学员说。

2024 年市委党校春季主体班开
班以来，青年干部班聚焦提升理论素
养这个政治任务， 在做好个人自学、
老师辅导、实践教学的基础上，积极
开展集体研讨交流和主题分享等形

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大家围绕拟定主
题充分准备、认真思考、广泛讨论，把
所学所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塞罕坝的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不是向流星许愿得来的，更不
是资本砸钱得来的。 而是那些与无
边荒芜战斗的几代造林人拿命换来

的。 今天的塞罕坝已是第三代造林
人在守护、在奋斗，在为给子孙后代
留下绿水青山而燃烧自己。 ”红色故
事分享会上， 塞罕坝精神深深触动
着大家。

“‘半条被子 ’的党史故事可能

大家都听过， 今天我向大家分享我
的理解和感悟……” 来自市教体局
的学员张亮亮结合在教育系统多年

工作经历讲述了对这个红色故事的

理解， 让大家看到了一名平凡岗位
上的党员如何践行着初心使命。

“今天这个‘着力增强防风险 攻
难关 迎挑战 抗打压能力’ 主题选得
很好， 我在基层工作多年体会很深，
年轻干部一定多接几次‘烫手山芋’，
经风雨才能壮筋骨……”来自西华县
址坊镇的学员潘厚君结合自己多年

乡镇领导岗位经历谈了自己的认识，

引起大家强烈共鸣。
学员们一致认为 ，只有理论上

清醒， 政治上才能坚定 、 行动上才
会自觉， 理论学习不能局限于单向
“灌输”， 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转化和
“输出”， 通过撰写理论文章和调研
报告、 研讨交流、 相互点评等多种
方式， 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思考形成
广泛而深刻的关联 ， 达到学以致
用、 用以促学、 学用相长的良性循
环， 努力把看家本领学到手 ， 成为
政治上的 “明白人 ”，争做事业上的
“领头雁”。 ②6

把看家本领学到手 当好接续奋斗生力军

“志愿红”传递“心”温暖
������（上接第一版）

总有一种精神，穿越时空 ，烛照
前路；总有一种力量，生生不息，催人
奋进。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党员
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社区志愿者、大
学生志愿者、巾帼志愿者、红十字志
愿者……从“一抹红”到“满城红”，一
个个志愿者组织活跃在全市各处。全
市广大志愿者用行动践行，用初心担
责，进社区、入乡镇，足迹遍及街头巷
尾、角角落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在
参与中践行新风尚、 传播正能量，将
志愿服务开展到每家每户。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 近年来，我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契机，以持续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化、常态化为思路，广泛开展交通劝
导、扶贫济困、爱国卫生、乡风文明等
一系列倡导助人为乐社会风气、引领
崇德向善生活时尚的志愿服务活动。
组建了各具特色、覆盖广泛、经常活
动的志愿服务队伍，构筑起覆盖市直
部门、企业单位、街道社区和乡镇村
组的志愿服务组织网络，志愿精神薪
火相传、志愿服务遍地开花的浓厚氛
围已然形成。 截至目前，全市登记注

册志愿服务组织 4856 个， 实名认证
志愿者 84.9 万名； 全市选树命名出
市、县、乡、村四级“道德文明使者”个
人 1 万余名 、集体 400 多个 ，培育出
“三川护苗”“爱心粥屋”“黄寨大嫂”
等一批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涌现出
112 个省级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和 525
个市级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催生出孙
彩云、王勇、申文慧等一批叫响全国
的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广大志愿者和
志愿服务组织以实际行动书写着新

时代雷锋故事， 让爱与温暖加速循
环。

榜样引领志愿相随

助人者，人恒助之；善人者，人亦
善之。 周口，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

回望三川大地那些感人的瞬间，
盘点那些刻骨铭心的温暖，总会让人
热泪盈眶，心生敬仰。 周口是崇德向
善之城，每年每季度发布的“中国好
人榜”上，几乎都能看到周口人的身
影，李灵、李高峰、陈国厂、张鹏程、张
智博、王凯伟……他们都是响当当的

三川儿女， 可敬可佩的身边好人、平
凡英雄，是他们让“周口英模群体”现
象闻名全国。

榜样引领让志愿服务更具 “高
度”。 去年下半年，从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 “ 00 后 ”小伙刘陆杰 ，到凌晨
救助女童的郭庆顺、杨晓娟夫妇，再
到勇救落水女子的外卖小哥陈迎

博，“周口好人”接连“霸屏”，树立了
“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 良好对外形
象。于细微之处点亮道德之光，用凡
人善举托起文明高度。 在身边好人
的影响带动下， 我市广大志愿者用
爱心善举， 聚成了一个强大的能量
场， 汇成了一条无比灿烂的文明之
河， 带给大家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近年来， 为有效推进志愿服务
制度化 、常态化 、品牌化 ，我市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有效
整合基层党员干部、网格员、物业人
员、社区志愿者等，精心培育极具地
域特色或行业特色的志愿服务品

牌，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逐步形成了以文明创建为重点的公

益服务活动， 以便民利民为重点的

社区服务活动， 以帮困助弱为重点
的帮扶服务活动， 以服务固定对象
为重点的长效服务活动等志愿服务

活动项目体系， 推动全市各级各类
志愿服务精准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

快速提升。
在市区的各个交通路口，有志愿

者协助疏导交通， 向行动不便的行
人伸出援手；在敬老院，有志愿者上
门看望慰问，给老人带去温暖；在乡
镇社区，有志愿者扶弱帮困助残，让
困境之中的人们看到希望 ； 在各种
重大活动中，有志愿者微笑指引，提
供帮助， 让参加者对活动更加了然
……一次次贴心温暖的志愿服务 ，
一个个普通的周口百姓， 用勇毅和
担当铸就了 “道德名城 ”形象 ，提升
了周口的美誉度， 汇聚了全社会崇
德向善的正能量。 近年来，我市通过
全面开展优秀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评

选活动， 充分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 对优秀的志愿服务先进典
型进行展示宣传 ，用好用活 “好人 ”
资源、讲好“好人”故事，把榜样力量
转化为千万群众践行社会道德 、弘
扬文明风尚的生动实践。 ②6

������淮阳区柳湖街道李集村村民丁得富，凭着对致富的执着追求和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20年来不断探索、尝试，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致富门路———种植
葡萄。在他的精心呵护下，葡萄园中的葡萄长势喜人。图为丁得富妻子正在管
理葡萄。 记者 刘俊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