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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周口分行：关爱送到员工心坎上
□记者 王吉城 通讯员 李玉 祁鹏

工行有温暖，员工有归属。 关爱员
工特别是关爱女员工，近年来，工行周
口分行推出暖心举措，传递工行温度，
当好员工的“贴心人”“娘家人 ”，营造
出和谐幸福的家园。

“乒———乓 ，乒———乓……”工行
铁路支行乒乓室内， 几位员工正在切
磋技艺，大家玩得热火朝天，欢笑声不
断。 健身房内，跑步机、杠铃、哑铃一应
俱全。 为帮助女员工有尊严、体面地度
过孕育期，这里建有“女员工关爱室”，
为孕期、哺乳期的女性员工提供方便。
室内，沙发、冰箱、微波炉等日常生活
用品应有尽有，亲子、育儿相关刊物 ，
摆放整洁美观。

这温馨的场景是工行周口分行工

会关爱员工的一个缩影。
工行周口分行工会有关负责人

说：“目前，全行实现‘女员工关爱室’
全覆盖，为女员工提供学习、交流 、心
理减压场所。 这里是宣传维护女员工
权益的阵地， 也是缓解女员工特殊时
期生活烦恼、 解除后顾之忧的精神家
园。 工会还组织员工成立瑜伽协会、健
身协会、书画协会等，增强员工体质 ，
活跃业余文化生活。 ”

工行的关爱是多方面的。 每年“三
八”妇女节，工会通过发布慰问信等方
式向广大女员工致以节日慰问； 通过
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专题讲座、座谈交
流、读书征文、健身活动；积极开展金
融工会“三八大课堂”主题实践活动 ，

丰富女员工精神文化生活， 增强女员
工幸福感。

工行的关爱是女员工前进的动

力，激发了大家的责任心、使命感。 她
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工作态度， 助力
工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持续激发巾帼建功热情， 工会
开展巾帼文明示范岗、 巾帼岗位标兵
评选推荐工作， 通报表彰巾帼文明示
范岗；开展“旺季营销百名巾帼能手 ”
专项评选活动，女员工获得感、满足感
不断增强。

一系列帮扶活动如缕缕春风 ，传
递着工行大家庭的温暖。

“一直以来，工会坚持开展困难职
工生活帮扶、重大疾病员工帮扶、单亲
女工帮助等活动，健全救助工作体系。

在每次特困救助活动中， 给予女员工
帮助， 每年完善并及时更新女员工救
助帮扶档案。 ”工行周口分行工会有关
负责人说，每年的员工健康体检，增加
女员工妇科检查项目， 对查出问题的
女员工及时安排治疗， 并建立员工健
康档案。

员工工作餐吃得怎么样，一直是工
行周口分行领导的牵挂。 不久前，有关
领导再次来到员工餐厅，与就餐员工面
对面详细了解饭菜质量、 口感等情况，
将满满的关爱送到员工们心坎上。

在工行这个充满奋进力量的大

家庭 ，大家爱岗敬业 、以行为家 ，同
甘苦共进退 。 在前进的道路上 ，每
一位奋斗的工行人都会绽放精彩 、
都值得赞美和关爱 ！ ②25

记者与付喜梅边走边谈，顺着朗朗的
读书声，来到国学讲堂。

“东街行政村国学讲堂自去年 10 月
份开课以来，每天下午都会举办一场公益
国学讲堂，我们村及周边村的村民都会来
这里学习。 ”村民金思睿一边向记者介绍，
一边拿出手机记录下孩子们学习的瞬间，
上传到本村村级事务管理平台，脸上嘴角
上扬。

“公益国学讲堂内容丰富多彩，包括
国学知识讲解、书法课程等，国学讲堂的
开办， 不仅让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传
承，还在全村传播弘扬了正能量，增强了
村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村民刘广龙说，
通过在国学讲堂的学习，他的孩子字写得
越来越好了，也越来越爱学习了。

记者了解到， 除了开设国学讲堂，东

街村还以德孝文化为切入口，以党群服务
中心为阵地，重点将“红白事简办、尊老敬
老、求知重教”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促
使群众行为规范。 同时，村里倡树文明新
风，破除大操大办、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等
陋习，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

“俺村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14 条胡同进行命名，每条胡同评选出一名
胡同长，村里还购置竹篱笆和花草，对全
村 20 余亩空闲宅基地、荒地、废地进行绿
化美化，将其打造成民俗园、耕读教育园、
共享菜园和庭前小花园。 ”刘广明说，耕读
教育园及其墙上的二十四节气宣传版面，
让孩子们在认领菜地栽种果蔬过程中，体
会感恩和责任，培养孩子们懂农业爱农村
爱农民的情怀；共享菜园及其围墙上的二
十四孝宣传版面，既满足了村里老人对土

地的依恋，也让陪老人前来种菜的儿孙们
重温 “二十四孝 ”经典故事 ，进一步弘扬
“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道德风尚。

东街村“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
展模式，让村民走上了“致富路”；利用数
字技术为乡村管理“赋能”，开展国学讲堂
弘扬传统文化， 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能
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行走
在东街村，村里民俗园、耕读教育园、共享
菜园和庭前小花园秀美幽雅，村里老人谈
天说地、怡然自乐，这幸福图景离不开东
街村的村干部在振兴乡村文化方面所做

的努力，他们以民为本，坚持守正创新，通
过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 以文化发展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在描绘东街村乡村文化振兴画卷上挥墨

泼毫、奋勇前行。 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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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的项城市丁集镇东街村，葱郁的树木昂扬生长，碧绿芳草点缀房前屋后，一排排徽式建筑屋舍俨然，让人不禁感
叹：这个村子“颜值”真高。 漫步在村文化广场的石砖小路上，抬头可见简约大气的村党群服务中心，道路两旁的宣传栏里，张
贴着遏制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的宣传标语，广场内安置有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村日间照料中心门口，老人正在这里晒太
阳、聊家常，突然耳边传来阵阵读书声，经村民介绍才知晓，是村里的国学讲堂开始上课了，小小村子，还有国学讲堂？ 又不禁
让人感叹：“内涵”颇丰。 眼前生态和谐、景色宜人、乡风文明的美丽画卷如何勾勒而来？ 是年轻的力量、创新的思路，是致力发
展乡村文化，以文化发展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干事动力。

年轻干部“名堂”多
丁集镇东街村位于项城市南，悠悠谷

河水从这里蜿蜒而过，润养着这个总面积
1.3 平方公里，总人口 1050 人的小村子。

2021 年该村村 “两委 ”换届 ，46 岁的
刘俊华当选了村支部书记。 “当时村 ‘两
委’班子弱，村里民心散、经济差，作为村
支书，如何发挥‘领头雁’作用，组建一支
强有力的村‘两委’班子，为壮大村集体经

济、提高村民收入、发展乡村文化凝聚起
奋斗力量？ 成为我上任后思考的第一个问
题。 ”刘俊华告诉记者，经过镇党委的同
意，村里精挑细选了 5 名年富力强、精力
充沛、 思想活跃的同志充实到班子中来，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整个班子形成了团结
向上、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良好局面。

年轻的村“两委”班子深谙发展才是

硬道理，只有先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村
民收入，才能为发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的东街村提供力量。

他们通过走访调研，结合村实际情况，
于 2021年 9月，成立了项城市第一家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 合作社统一对土地进行经
营管理，确定了“保底收益+二次分红”利益
分配模式，实现村集体和群众“两收益”。

“指尖”小平台撬动乡村治理大变化
“我在外打工不在家， 父母打电话说

家里的灯不亮了，刘书记能否安排人去修
一下？ ”

“好的，现在去看一下怎么回事？ ”
“因灯线短路，已修复。 ”
“谢谢刘书记！ ”
这是在外务工的项城市丁集镇东街

村村民刘三民 5 月 8 日在本村村级事务
管理平台“村民说事”板块里发起的一段
对话。 从他反映问题到村党支部书记联系
村委会委员去检查、修理，再到问题解决，
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真正实现了“指
尖上的互动”。

“我们村的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从去
年 10 月份开始投入使用， 刚听说这个消
息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拿起手
机就能跟村‘两委’同志对话，能看到村里
每天发生的事情，家里老人、孩子有什么
需要帮助可直接向村干部反映。 ”刘三民
通过电话告诉记者，这让外出务工的他十
分安心。

“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包括‘村民说事’
‘党群服务日记’‘大事记’‘三务公开’等
板块， 在这里村民可以了解村里新鲜事、
接收村‘两委’信息、查看村干部工作进展
等等。 ”刘俊华解释说，无论村民在家还是

外地，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为村发展出
谋划策，他们的每一份贡献，都会被记录
在东街村的村管理平台上。

“我们努力推进积分制与村规民约
深度融合 ， 希望把孝老爱亲 、 移风易
俗 、志愿服务 、村庄环境整治等列入积
分清单 ，目前积分制还在商讨 、完善过
程中 。 ”村党支部委员付喜梅说 ，待积
分制规则确定了 ， 他们会在村级事务
管理平台公布 ， 希望通过积分制鼓励
村民参与到村庄治理当中 ， 实现乡村
治理与村级发展的互促共进 ， 激发乡
村振兴内生动力 。

奏响乡村文明“和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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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日间照料中
心包菜角庆端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