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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七人获“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
□记者 付永奇

本报讯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近日，共青团
河南省委联合省农业农村厅印发 《关于发布第二届
“河南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的通知》，我市 7 名在农
业农村战线表现突出的青年才俊荣获第二届“河南省
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

今年 7 月，团省委、省农业农村厅启动第二届“河
南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寻访活动，选树一批优秀乡
村青年典型，集中展示我省乡村振兴青春风采。 活动
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团组织、农业农村部门深入挖掘

本地符合条件的乡村振兴青年典型。 经初步筛选、专
家评审和公示，我市刘记森、谷穗、房名扬、谭振伟、张
耀、陈鹏、李若愚 7 名青年获此殊荣，其中涉农创业领
域 4 人、乡村治理领域 1 人、科技兴农领域 1 人、农村
社会实践领域 1 人。

近年来，我市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创新农业
领域人才培育、引进、使用体制机制，积极打造各类人
才下乡返乡载体，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
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延揽乡村振兴、农业发展所需
人才、团队，激励各类青年人才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
践中各展所长、大显身手，以人才振兴推动全面振兴。

2016 年以来，全市各地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 2.6 万人，
大批青年人才通过培育脱颖而出，成为现代农业发展
的强大生力军， 为率先建成农业强市赋予了新动能、
注入了新动力。

据了解， 此次获得殊荣的刘记森为商水县天华种
植专业合作社技术员，谷穗为淮阳区金穗子芦苇工艺
有限公司艺术总监，房名扬为周口市李寨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经理，谭振伟为河南兴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耀为商水县邓城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陈鹏
为周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李若愚为沈丘县
人民医院团支部书记。 ②18

□记者 卢好亮 马治卫

本报讯 “点赞！ 咱‘黄寨大嫂’受到农业农村部表
彰了！ ”11 月 8 日， 商水县黄寨镇居民巴云华逢人就
夸。日前，农业农村部推介 49 个第四批全国“文明乡风
建设”典型案例，商水县黄寨镇“‘黄寨大嫂’千人胡同
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经验做法成功入选，成为
河南省唯一入选的乡镇级案例。

“党委政府‘铃声’一响，‘黄寨大嫂’立刻到场。 俺
当了‘黄寨大嫂’，别看就管条胡同，但生活丰富多彩，
又体现了个人价值。前不久，我还参加了镇里举办的电
商培训班，学会了视频拍摄、剪辑，这几天我正直播带
货帮群众卖本地土特产‘黄寨蜜薯’，昨天一天就卖了
4000 多斤……”讲起当“黄寨大嫂”的感受，巴云华喜
上眉梢。

在黄寨镇，像巴云华这样的“黄寨大嫂”共有 1107
名。她们从厨房“小灶台”走上乡村振兴“大舞台”，既积
极参与文明村镇创建、 矛盾纠纷调解、 环境整治、“三
零”创建等工作，又帮群众发家致富，成了党委政府的
好帮手、群众的贴心人。

近些年来，农村男性大多外出打工，妇女在乡村振
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充分发挥留守妇女的作用，
2021 年年初， 黄寨镇把 24 个行政村的 1107 条胡同设
置成“微网格”，按照群众口碑好、综合素质好以及有公
益心、有责任心、有事业心的“两好三有”标准，为每条
胡同选出一名“黄寨大嫂”担任胡同长，叫响“小小胡同

长、幸福我村庄”口号，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打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为引导“黄寨大嫂”在乡村振兴中当先锋，今年以
来，黄寨镇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打造万亩
蜜薯产业园，组织“黄寨大嫂”参加电商培训、直播带货
等。 9 月 6 日，该镇举办了“黄寨大嫂”采挖“黄寨蜜薯”
大赛，使“黄寨蜜薯”迅速蹿红，畅销全国，成为当地新
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 该镇群众生活环境变美了、 干群关系和谐
了、邻里相处融洽了，信访量、案发率大幅下降，电信诈
骗案发量与 2020 年相比下降 80%。 2021 年以来，该镇
先后荣获 “全国文明村镇” 提名村镇、“河南省健康乡
镇”等称号。

“‘黄寨大嫂’看似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这
些小事都连着民生，解决的都是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 ”说起“黄寨大嫂”，黄寨镇党委
书记郑春来难掩喜悦，“下一步，我们将以‘黄寨大嫂’
千人胡同长为抓手，切实把广大农村妇女动员起来，激
活‘微网格’，做好‘黄寨大嫂+’文章，让‘黄寨大嫂’在
乡村振兴中撑起一片艳阳天。 ”②18

“黄寨大嫂”：小小胡同长，幸福我村庄

让稀有剧种火起来
□吴继峰

据 《周口晚报》 报道， 11 月 4 日， 素有 “天
下第一团” 之称的太康道情剧团应邀来到清华大
学蒙民伟音乐厅， 为首都观众送去道情经典剧目
《王钝》。 在极大丰富的资讯里， 你很可能会忽视
这条新闻报道， 但是作为周口人， 笔者以为， 我
们应该对家乡这一稀有剧种在京城的展示给予更

多的关注和鼓励。
校园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

主阵地。 基层院团带着浓浓的乡音同校园文化互
补，让青年学生有了品味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传统
文化的机会。 而太康道情第三次走进清华大学，他
们通过展演、学习和交流，推动了太康道情的传播
和传承，也为太康道情剧团历练了优秀的中青年演
员，为太康道情戏的发展培养了“新生力量”。

戏曲的魅力需要在舞台上展示。戏曲院团尤其
是稀有剧种院团要想繁荣发展， 就必须在出人才、
出剧目、出效益的目标上多下功夫。 而唯有持之以
恒地实战，演员才能保持精湛的演技。 唯有不断地
推陈出新，才能老树开新花，以吸引年轻观众，长久
地保持戏曲艺术的生命力。 唯有坚持多演出，才能
培育市场、提高效益，实现待遇留人，为剧团发展储
备更多优秀人才。

在中国历史上，戏曲的高台教化功能一直是成
风化人的重要形式，传统的戏曲文化也一直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偏安一隅的稀有剧
种能够久传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传承需
要借助这种艺术通道， 人民群众需要这种艺术滋
养。 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为基层戏曲院团和稀有
剧种送来了不少“政策大礼包”，帮助稀有剧种院团
实现了困境突围。 未来，我们仍须进一步实现政策
发力和院团努力的互补， 真正让稀有剧种活起来、
火起来。 ②18

举举行行消消防防演演练练
增增强强安安全全意意识识

������11 月 9 日是全国消防日，为增强市民消防安全意识，市机关事务中心联合市消防
救援部门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开展了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市民应急处理能力。

记者 朱东一 摄

开展红色教育 践行初心使命

������为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增强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近日，周口文理职业学院组织
30 多名党员干部走进周口党建党史馆， 开展红色
教育实践活动。图为学院党员干部认真聆听讲解员
讲解。 记者 臧秋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