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水新闻组版编辑：郭怡晨 电话：6189501２０19年 9月 2日 Ｅ-ｍａｉｌ押zkrbmx@126.com 3
田林调研城区教育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县城几所中
学的扩建、改造工程进展如何，还有什么
困难？ 带着这些问题，8月 25日下午，县
长田林在副县长单正义，教育、重点项目
办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的陪同下， 对城
区教育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阳城学校占地 188 亩， 投资 3 亿多
元， 是商水教育史上建设标准最高的一
所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 学校设计小学
54 个教学班、初中 48 个教学班，总招生
规模 5000 人。 目前，学校校舍已基本建

成，具备招生基本条件。田林走进校园查
看教室、宿舍、餐厅和校内环境，详细了
解教师配备、学校管理等具体情况。田林
指出，阳城学校建成投入使用，对于完善
城区教育布局、 缓解中小学大班额压力
有着重要作用。 教育部门要在做好教师
配备工作的同时， 加快校区配套工程施
工进度，高标准进行绿化美化，配置好教
育教学设备，努力为师生创造环境优美、
生活舒适、氛围浓厚的教育教学空间。

为解决城区个别优质学校规模小、

班额大的问题，县委、县政府克服重重困
难， 在县一高校园北侧为其新增校园用
地 60多亩，为县一中在其东侧新增土地
10 多亩，为县希望中学新征土地 12 亩。
目前，这些项目已开始建设。田林一行还
到县一中、县一高、县希望中学等学校的
改扩建工程现场， 与工程负责人一起看
设计、谈进展，并现场研究解决影响施工
的具体问题。 他要求相关部门充分考虑
周边环境，合理做好规划设计，避免重复
建设，确保通过改造、扩建，使学校基础

设施得到完善。
田林在调研中强调， 教育事业是重

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相关部门要结
合城区建设总体规划，优先土地供应，优
化资源配置，提高教育公共服务水平。要
抓紧抓实教育项目建设，突出工作重点，
梳理工作难点，细化工作标准，全力推进
项目实施。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
优化教育教学环境，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努力培养更多综合素质过硬的人才，助
推商水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②7

朱峰为留守儿童捐款 3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8 月 25
日晚，“品胜阳城府·关爱留守儿童爱
心捐赠仪式”暨“星耀阳城·一见钟秦
群星演唱会”在商水县体育场举行，返
乡创业青年朱峰向全县留守儿童捐款

30 万元。 县政协主席孙培忠，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李本磊，县政协副主席刘
万华、彭发光等出席捐赠仪式。

朱峰是商水县平店乡大朱庄行政

村人。 1990年云南财经大学毕业后下
海经商；2009 年成立北京珠峰建业工
程有限公司， 担任总经理；2011 年至
2014 年在南开大学学习，获得工商学
硕士学位； 现任北京珠峰建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中建一局东北
区域副总。 去年，他返乡创业，与两位
合伙人一起投资 5亿多元创办商水县
品胜置业有限公司 ， 开发建设占地
100多亩的品胜阳城府项目。

朱峰热心家乡公益慈善事业，曾
出资数十万元为本村修水泥路、 安装
路灯，为本村贫困户买米、面、油，资助

商水县 6 名贫困生。 2016 年，他为周
口慈善马拉松捐款 10 万元 ；2018 年
他为平店乡爱心超市捐款 2万元。

李本磊指出，商水县品胜置业作
为一家有爱心的企业，一直热衷于慈
善事业， 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
此次商水县品胜置业为留守儿童捐

款 30 万元， 让他们体会到了来自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体现了爱心企业的
社会责任感。 李本磊希望更多的爱心
团体和爱心人士加入到关爱留守儿

童的队伍中来 ， 不断提高他们的教
育 、生活水平 ，为社会和谐发展作出
贡献。

朱峰告诉记者，这几年每次回老
家 ， 他都切切实实感受到家乡的变
化 ，河水清了 ，道路宽了 ，路灯亮了 ，
乡亲们的腰包鼓了。 “我为家乡的变
化而高兴， 这次返乡创业就是为了帮
助家乡发展经济， 带动乡亲们早日致
富奔小康， 我还会参加更多的公益慈
善活动。 ” ②7

商水县 161名准大学生受资助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陈东
辉） 8月 27 日下午，第十二届“牧原聚爱
助学计划”（商水牧原站） 奖学金发放仪
式在商水县举行。副县长单正义，县工商
联主席彭发光，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

郑春来， 受资助准大学生、 家长代表等
200余人参加仪式。

活动现场， 全县 161 名贫困准大学
生共收到奖学金 52.4 万元。 牧原公司代
表、融资部经理夏阳阳介绍了“牧原聚爱

助学计划”的基本情况。牧原公司作为全
国知名的现代化农牧企业， 多年来一直
致力于资助贫困大学生， 受到社会各界
的一致好评。 夏阳阳希望受资助的学生
能够圆满完成学业，用行动回报社会，去

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让国家、社会
变得更美好。

单正义对牧原公司关怀学子、 回馈
社会的善举给予高度评价， 希望受资助
准大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②7

商水交警为中小学生上交通安全第一课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安
俊超） 为做好新学期校园及周边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8 月 27 日， 商水交警
走进校园为中小学生上开学季交

通安全第一课， 增强广大学生的交通
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确保学生上下学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当日上午， 县交警大队深入化河
乡谢楼小学， 将自制的有关中小学生

安全出行的宣传册发放给孩子们。 针
对学生出行的特点， 交警以通俗易懂
的讲授方式， 从交通基础知识开始讲
起，紧紧围绕日常交通安全常识，结合
个别学生的不文明交通行为及一些典

型事故案例， 讲述了牢固树立安全意
识和遵守交通规章制度的重要性，并
就如何安全骑车、安全乘车、安全走路
等进行了细致讲解。 ②7

巴村镇扎实推进“六村共建”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今年以
来，巴村镇以建设美丽乡村为主题，围
绕“七个下功夫”， 扎实推进“六村共
建”工作，全镇呈现出村美、户富、人和
的新风貌。

在宣传引导上下功夫。该镇 28个
村每村制作 6块大型宣传喷绘， 共制
作 200余块铁制宣传牌，大力宣传“六
村共建”的目的、意义。 该镇还积极开
展“文明户”“清洁卫生户”“最美庭院”
“好媳妇”“好婆婆”评比活动，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实行动态管理，让群众自
觉提高文明素质，营造崇德向善、见贤
思齐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上下功

夫。该镇推行党员积分管理制度，发挥
党员在“六村共建”工作中的先锋模范
作用， 党员通过参加劳动得到一定的
积分，用积分到“先锋驿站”兑换物品，
增强党员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在坑塘改造上下功夫。 该镇各村
开展坑塘整治时，为坑塘打上“二坡”，
不仅便于日后维修， 还能防止有人跌
入坑塘。 在坑塘堤岸栽植各类绿化林
木时， 突出花果与花香， 最终达到岸
绿、水净的效果。

在村庄绿化美化提升上下功夫。
该镇以董村、安庄两个村为试点，以点
带面， 全力推进村庄美化绿化提升工

作。每个村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打造一
个街心小公园，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提
升村庄整体形象。

在打造美丽庭院上下功夫。 该镇
动员广大妇女积极打扫自家院内卫

生，并通过“比一比、晒一晒”活动，评
出“最美庭院”“文明家庭”等。目前，该
镇已评选出 “最美庭院”90 户 、“清洁
卫生户”120户、“文明家庭”200余户。

在厕所改造上下功夫。 该镇按照
统一规格、统一样式、统一施工、统一
质量标准的要求，规范建设下水道、化
粪池、出水管等改厕配套设施，保障改
厕质量。

在产业富民上下功夫。 该镇在富
民产业布局上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形
成“粮食产业主导、若干特色并进、‘巧
媳妇’工程跟进”的产业发展思路。 全
镇种植蔬菜、 药材等特色经济作物超
过 1 万亩，有“巧媳妇”工程示范点 32
家、从业人员 1.2 万余人，实现年人均
纯收入 8000多元。

“我们将坚持创新 、协调 、绿色 、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把 ‘六村共
建 ’这项民心工程做实做好 ，为全镇
人民创造一个健康文明、 环境优美、
生态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建设幸
福商水作出贡献！ ”该镇党委书记王
显峰表示。 ②7

姚集镇切实做好人大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在 8 月
30 日召开的全市人大代表工作暨“一
站一台”建设深化提升座谈会和全市
预算联网监督中心建设推进现场会

上，商水县姚集镇人大工作受到表彰，
该镇段堤村人大代表联络点建设工作

受到市、县人大代表的一致好评。
姚集镇有 38 个行政村、104 个自

然村、8万余人，现有各级人大代表 81
名。今年以来，按照县人大工作安排部
署，姚集镇高度重视人大代表联络站和
联络点建设工作，在县人大的指导支持
下，建成镇级联络站 1个，进站人大代
表 16 人；建成村级联络点 10 个，每个
联络点涵盖 3到 4个行政村，进点人大

代表主要以镇级人大代表为主，实现辖
区内人大代表活动平台建设全覆盖。

人大代表联络站点的建设， 使全
镇各级人大代表开展履职活动有了温

馨的家园， 实现了人大代表与选民的
零距离互动， 为人大代表听取选民意
见、帮助选民解决诉求搭建了连心桥。
由于村级联络点进点人大代表都是周

边村民， 对联络点涵盖内的农户基本
情况掌握比较全面， 对身边群众关心
的大事小事比较清楚， 在为群众解决
诉求时事半功倍， 特别是在调解宅基
地纠纷、 婆媳矛盾等问题时， 作用明
显， 真正打通了人大代表服务选民的
“最后一公里”。 ②7

������8 月 31 日，商水县平店乡雒庄
村种植大户李新红等人查看速生

观光楸树生长情况 。 每亩地投资
3000 元至 5000 元，楸树苗能种植 3
万棵，一年能收入 3 万元；成树能种
植 1200 棵至 1300 棵， 一年能收入
2.5 万元至 2.8 万元。 近年来，该县
各级党委和政府大力发展绿色生

态 、高产高效特色种植业 ，有效促
进了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 、农村稳
定。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赵永昌 摄

做新时代的点灯人
———记周口市最美教师闫亚伟

记者 付永奇

������闫亚伟， 河南省第一批名班主任工
作室主持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
南省优秀班主任、周口市优秀教师。 9月
1 日下午，利用周末时间，记者在商水二
高采访了刚刚获得 2019 年周口市最美
教师荣誉称号的闫亚伟。

作为河南省第一批名班主任工作

室主持人 ，闫亚伟一直很忙 ，除了正常
教学活动外，还要组织开展商水县中小
学班主任论坛、参与评选全县最美班主
任、外出讲学等。 就在采访当日上午，他
还应邀为西华县即将上岗的特岗教师

进行培训 。 由于闫亚伟讲课内容接地
气、实用性强，邀请他讲课的县 （市 ）教
育部门和学校很多，仅西华县他今年已
经讲了 13 场。 由于暑期连续到各地讲
课，他的嗓子有点儿沙哑 ，感冒四五天
了还没痊愈。

“要想身体好，班主任干到老！”这是
闫亚伟的座右铭。 从事教育工作 15 年，
他一直担任班主任。高中班主任，每天早
晨 5 时 30 分进班， 晚上 10 时 30 分离
校，比学生来得早、走得晚，天天陪伴着
学生， 把全部的心血都用在学生身上。
2017 年，闫亚伟所教班级有 51 人，考入
“985”院校 43 人 ，其中清华 、北大各 1
人，考入“211”院校 7 人，考入军校 1 人，

重点大学升学率达百分之百。当年，他因
工作成绩显著被评为河南省优秀班主

任。
“看似是我成就了学生，其实是学生

成就了我。 ”闫亚伟这样认为。 商水二高
留守孩子多，为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他把班内每个学生的生日贴在黑板的右

侧。 学生过生日时，他买个花环、准备些
水果，大家一起唱祝福歌，仅仅利用放学
前 5分钟的时间， 过生日的学生已激动
得热泪盈眶。 2017 年某天晚上，他去查
寝，305女生寝室便池堵塞。 他先用马桶
栓吸， 又找来铁丝捅， 看到便池仍然不
通， 有点着急的他挽起袖子徒手掏了起
来。 有同事拍下这一幕， 发到微信朋友
圈，引来《周口日报》、搜狐新闻等多家媒
体采访报道。

“对待优等生要积极引导，为其锦上
添花；对待学困生要喜欢偏爱，为其雪中
送炭，通向大学的路上，全班学生一个都
不能少……”闫亚伟在培训会上经常传
授这样的经验。 2009 年，闫亚伟发现学
生王明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王明跟着
奶奶生活，有破罐子破摔的思想。闫亚伟
就找王明学习上的闪光点表扬他， 并悄
悄给他衣物和生活费。慢慢地，王明活泼
了、自信了，后来考上了大学。 王明曾在
电话中说：“闫老师， 是您的激励让我考
上了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没有您就没
有我的今天。 ”2013 年， 闫亚伟教复习
班，学生刘一的语文基础薄弱，第一次月
考只考了 88分。 闫亚伟就找他长谈，一
起制订学习计划，每周为其补课两次。期
末考试时， 刘一的语文破天荒地考到了

3 位数。
全国著名教育家王崧舟说：“教育当

以慈悲为怀， 以慈悲为怀当是教育者的
一种宗教情怀。 ”15年来，闫亚伟对此反
复思考，提出“开学三问”以指导自己的
言行：“孩子回家以后是否跟父母分享班
级发生的事；学生毕业多年之后，是否会
想起我这个班主任；在自己的追悼会上，
是否会有几个学生来送最后一程。”正是
这“开学三问”，使闫亚伟从一名普通教
师蝶变为河南省第一批名班主任工作室

主持人、周口市最美教师。
谈到梦想， 闫亚伟告诉记者：“教育

是一个漫长陪伴和等待的过程， 我喜欢
教育， 想教一辈子语文、 当一辈子班主
任、做新时代的点灯人，点亮自己，照亮
别人，光明世界。 ”②7

杨秀丽返乡创业勇当“蘑菇王”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乔
连军） “我们合作社有技术， 不愁菌
种、不愁销售，所以我想扩大生产，帮
助更多群众发展蘑菇生产 ， 一起致
富。”说起美好心愿，被群众誉为“蘑菇
王”的商水县黄寨镇杨营村荣达菌业
农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杨秀丽说。

今年 42 岁的杨秀丽初中毕业后
到深圳打工，由于没有技术，辛辛苦苦
打一年工也挣不了多少钱。 头脑灵活
的她经人介绍到省农科院食用菌部

培训学习后，赴广州市花都镇做了 10
年的食用菌技术员。 2013 年，杨秀丽
和丈夫李金明一起返乡创业。

种蘑菇必须有好菌种。 杨秀丽花
20 万元购买制菌设备，制出菌种供应
村民。由于部分村民没钱买菌种，杨秀
丽就赊给村民， 等他们卖了蘑菇有钱
后再还菌种钱。 在杨秀丽的动员和帮
助下，村里有 20多户村民种蘑菇。

种蘑菇技术要求高，温度、湿度、

杀菌等如有一项管理不好就会导致蘑

菇死亡。为让种植户学习技术，杨秀丽
经常举办蘑菇生产培训班， 讲解蘑菇
种植技术， 还经常带种植户到自己的
制菌厂、蘑菇大棚现场学习，一次不行
就两次，直到学会为止。随着蘑菇种植
户增多，储藏、保鲜、销售成为一大难
题。 杨秀丽为此成立了荣达菌业农民
种植合作社， 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
下，投资 127 万元建立了冷库、制菌厂
和 9个蘑菇大棚。 4 年多来，加入荣达
菌业农民种植合作社的 10 多户蘑菇
种植大户和 50 户家庭种植户的蘑菇
从来不愁销售，他们当天采摘，当天由
合作社统一销售。

目前， 杨秀丽已发展蘑菇大棚 14
个，年纯收入 60 多万元，成为当地有
名的“蘑菇王”，不仅实现了返乡创业
的梦想， 还带动当地村民和贫困户发
展食用菌产业致富，先后获得“返乡创
业标兵”“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②7

������近日， 商水县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精心谋划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 截至 8
月 31 日， 全县助学贷款合同签订
1.65 万余份， 贷款金额突破 1.2 亿
元，连续 5年居全省第一位。

记者 付永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