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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通讯员 王春
华 王亮） “欢迎直播间的宝宝们！ 下面
我们介绍莲花多用途面粉， 没有任何添
加剂，大家可以烙饼、做馒头、做包子等
等，非常好吃，欢迎下单……”2 月 5 日，
在项城市电商网红大厦的一个直播间

里，扶贫农产品正在火热销售。通过网红
介绍，许多顾客纷纷下单，短短一个小时
内，就有百余个单子成交。

项城是中原粮食核心主产区， 一些
特色农产品如白芝麻、 花生、 红薯及粉
条、 粉皮等农产品富有特色， 但囿于交
通、市场等因素，卖不出去，更卖不上好
价钱。 特别是一些贫困村，有资源、有产
品，却没有销路和名气。高寺镇袁楼村的
粉条、粉皮，一直是该村村民生产加工的
传统食品。 村民掌握着加工粉条的传统
技术，生产的粉条劲道爽滑、韧而不断、
口感很好，是纯绿色食品。该村村民年年
加工粉条、粉皮，由于仅仅局限于本地集
市销售，产品销路不畅，产业难以做大做
强。 三店镇陈张村种植的辣椒， 有小米
椒、朝天椒、三樱椒等品种，全部人工采
摘，自然晾干，保留自然的营养成分与辣
度。然而，产品销路一直是该村辣椒产业
发展壮大的瓶颈问题。

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开展以来， 项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充分发挥部门职能

优势，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的
同时，持续加大帮扶力度。 帮扶工作队在
帮扶袁楼和陈张村时，通过走访，详细了
解村里的特色农产品， 然后多方沟通协
调，多次为村里出主意、想办法、找销路。
该局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局党组集思广
益，党组班子带领帮扶工作队，以壮大村
集体经济产业、销售特色农产品、拉动产
业脱贫为突破口，与项城市扶贫办、市商
务局等部门和单位对接协调， 成立了专
门帮扶产业生产和销售的项城市电商扶

贫超市。
电商扶贫超市建成后， 通过线上线

下推广宣传，为农产品找销路。 同时，项
城市通过发展农产品特色品牌， 提升农
产品知名度，帮助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 极大促进了农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使村民种植的积极性提高了、奔小康
的劲头儿更足了。 除了村民种植和加工

生产的绿豆、面粉、玉米糁、红薯、大豆、
花生、 芝麻等农产品进入电商扶贫超市
外，一些村民自制的腌菜、杂粮及作坊加
工的芝麻酱等特色农产品也纷纷入驻电

商扶贫超市。电商扶贫超市通过淘宝、拼
多多等品牌电商平台的线上推广和宣

传，以扶贫特色农产品为突破口，通过定
点采购、平台推销、物流配送的方法，让
特色农产品搭上了电商的顺风车。

除了通过线上进行宣传销售外，在
线下，电商扶贫超市也有实体体验店，通
过线下实体店同城配送等方式， 大力推
广和宣传特色农产品。 宽敞明亮的门店
里， 货架上陈列着一排排各式各样的本
地优质农产品，既有农家特色柴鸡蛋、土
鸭蛋等肉禽蛋产品，也有干豆角、紫菜、
木耳之类的有机干菜；既有时令果蔬、大
豆、面、油等传统农产品，也有调味品、焦
馍、麻花、芝麻酱、辣椒酱等特色食品，并
且产品还在不断更新中。 线下实体店除
了为帮扶村和贫困户的农产品提供宣

传、包装、销售等服务外，还按照“一村一
品”“一村一特色”的思路，深挖贫困村农
特产品和农业特色资源， 培育和扶持农
产品特色品牌。此外，电商扶贫超市还积
极向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国家扶贫政策

宣传、技术培训指导等，实现电商扶贫政
策一站式解决、落地。

电商扶贫超市创新开展扶贫产品进

酒店、进商超、进企业、进社区等一系列活
动，多渠道、多方式推进消费扶贫专项行
动。 例如，举办“豫见家乡味”项城市消费
扶贫展销会，以农产品为基础，通过联系
贫困户和帮扶企业， 对接扶贫单位和市
场，通过“消费扶贫”方式，激发群众自主
脱贫的动力，增加贫困户的实际收入。 同
时，项城市还在电商扶贫超市的基础上打
造了电商网红大厦，招募直播网红，免费
培训，免费上岗，每天开直播进行推广，进
一步促进农产品销售。

目前， 电商扶贫超市日均发货量可
达到 100 多单， 月平均销售额达到数万
元，一些大豆、玉米、绿豆等杂粮产品和
芝麻油、农家土鸡蛋等，成为电商扶贫超
市的热销商品，在提高农户生产积极性、
增强贫困户脱贫致富信心的同时， 也实
实在在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①6

项 城 市 ： 电 商 扶 贫 风 生 水 起

本报讯 （记者 韩志刚） 1 月 29日，
省委平安河南建设暨全面依法治省

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川汇区作为全
省唯一的县（市、区）代表，在大会上作
交流发言 ， 向全省推介平安建设的
“川汇经验”。

近年来，川汇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全力抓好省委、市委关于平安建设
的各项工作部署，全力以赴“保安全护
稳定、抓基层强基础、解民忧办实事”，
平安川汇建设扎实推进。 2019年，全区
公众安全感指数在全省排名第 34 位，
较上年提升 75 个位次，创历史新高。川
汇区被评为 2019 年度全省平安建设
“优秀县区”。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川汇
区着力做好三方面工作， 筑牢稳定基
石，夯实基层基础，让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更有保障。

夯实五级责任， 筑牢稳定压舱石。
该区细化网格管理，将全区划分为 9 大
片区、88 个责任块、836 个责任点，明确
“区、办事处、社区、片区、小区”五级联
动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做到“网中有格、
按格定岗、人在格中、事在网中”。 强化
统筹联动，按照市委“一会四联”工作机
制，区主要领导每周主持召开一次区信
访联席会议，通过“党委统筹联动、层层
研判联商、多策并举联处、整合力量联
督”， 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
点问题。 2020 年，全区信访总量同比下
降 42.1%。 深化风险管控，积极响应市
委、市政府“大干快上三五载，请君再看
周口城”的号召，在中心城区棚户区改
造、“两违”治理、老旧小区改造、重点项
目推进过程中，严格执行重大决策风险
评估制度，细化具体指标，落实实施步
骤，确保每项决策都科学民主。目前，该
区 49 个村和社区、 近 2 万户 8 万人、
1300 万平方米的棚改征迁任务基本完
成， 没有引发大的矛盾纠纷和群体性
事件。

实施 “四五 ”工程 ，织密治安防护
网。 该区聚焦“五亮”工程，实施“明亮”
和“雪亮”工程，投入 5000 多万元在城
乡安装路灯、高清摄像头，投入 300 万

元，为辖区 11 万户群众购买社会治安
民生保险，已赔付群众损失 217 万元。
推行“响亮”和“闪亮”工程，组建了 216
人组成的专职巡逻队和 136 支 3600 人
的义务巡逻队，153 名干警辅警下沉村
和社区， 做到喇叭响起来、 巡逻动起
来 、警灯亮起来 。 实施心理 “敞亮 ”工
程， 每个社区配备 3 至 5 人的社会心
理服务团队， 及时做好重点特殊人群
的心理疏导工作。 打造“五员”队伍，建
立 156 个调解组织，培养 624 名专兼职
矛盾调解员 、1129 名便民服务员 、976
名全科网格员 、583 名法制宣传员 、86
名稳定守门员 ，做到 “小事不出村居 、
大事不出办事处”。 实现“五零”目标，
实施零刑事案件 、零事故 、零非访 、零
黑恶势力、零黄赌毒村居创建活动，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打击电信诈骗、治安
乱点整治等专项行动，布下天罗地网，
打掉犯罪团伙 37 个 ， 冻结网络赌资
1.2 亿元，全区新发命案全破，“两抢一
盗”案件立案率下降 18.2%。 构建 “五
治”格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 ，逐步构建 “政治引领 、法
治保障 、德治教化 、自治强基 、智治支
撑”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努力拓展平安
惠民新渠道。

依托党群议事会， 画好共治同心
圆。 该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
验”，聚焦社区自治组织短板，加强社区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推进社区
共治，辖区 766 个小区全部成立了由党
员和群众代表组成的党群议事会，开门
接访，入户走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
管”。 牵手结对共建 ，58 个区直单位 、
2920 名机关党员牵手小区，结对共建，
“八小时以外” 参与小区治理和党群议
事会，共建组织，共融工作 ，带动 1760
名基层“五老”人员、志愿者广泛参与平
安创建。 实现服务共享，党群议事会通
过民主协商方式，推行“社区+物业”工
作机制， 引进专业化物业服务企业，共
同开展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同时引入家
政服务，完善小区养老、托幼、医疗等服
务设施，让居民生活得更便捷、更舒心，
让平安周口更响亮。 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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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金月全） “老师您还会来吗？ 我们
可喜欢上您的课了！ ”“无论到哪个教学点走教，都可
以用‘前呼后拥’来形容我们受欢迎的程度，走教生活
带给我的是满满的收获和幸福感。 ”2 月初，记者在扶
沟县韭园、 白潭等乡镇的部分学校采访时， 看到、听
到、感受到最多的是“一体化”办学给农村偏远学校带
来的生机和活力。

其实，义务教育阶段乡镇（街道）中心小学与小规
模学校（教学点）“一体化”办学，是扶沟县教体局采取
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让偏远乡镇的小规模学校（教学点）学生笑起
来、唱起来、画起来、跳起来，自 2019年 9月起，扶沟县
以白潭、曹里两个乡镇为试点，率先开展乡镇内部“一
体化”办学，以镇（街道）中心小学为依托，向四周农村
小规模学校（教学点）辐射，构建“统一管理 、资源共
享”运行模式，通过管理重构、资源重组、体音美教师
走教，带动薄弱小规模学校持续发展，全面提升办学
水平，推动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去年 9 月，扶沟县教体局在白潭镇、曹里乡试点
的基础上，由点及面在韭园镇、固城乡、练寺镇继续推
行镇（街道）中心小学与小规模学校（教学点）实现线
上、线下“一体化”办学工作。

按照“一师任多校、专职走教”的形式，由乡镇中
心小学每学期抽出专职体音美教师各一名，对小规模
学校（教学点）进行走教，保证各成员学校开全体音美
课程， 弥补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学科性短缺的问
题。 “每名走教教师承担 10 所左右农村小规模学校走
教任务，每天早上 7 点多出发，走村串巷进行走教，下
午 6 点左右回到中心小学住处。 中心小学为走教老师
配备了电动车和护膝、手套、军大衣等物品。 遇上恶劣
天气，各成员学校还会安排车辆接送，保证成员学校
体音美课程正常进行。 ”白潭镇中心小学的王延辉说，
走教老师一律享受乡镇最高标准生活补贴。

去年疫情期间，韭园镇中心小学开通线上“一体
化”教学，通过钉钉直播，开展线上升国旗仪式 8 次、
网课 12482 节课，做到了“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

“以前没有专业体音美教师，这些课程都是‘放羊’式进行。 ”说起“一体化”
办学，白潭镇吴岗小学校长王彦春说，“现在好了，我们小规模学校孩子享受到
了专业的体音美课程，也给我们学校注入了新的师资力量。 ”

“今天，你要送我早一点，有美术课，我们要迎接美术老师。 ”家住韭园镇后
杨村的留守学生小张告诉爷爷，她很喜欢走教的美术老师，每次上美术课班里
的同学都很开心。 小张的爷爷说：“孩子原来喊几遍，早上都叫不起来，现在睡觉
前就安排我早点喊她，特别喜欢去上学。 ”

走教老师李春青说， 她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2019 年到白潭镇中心小学任
教，“现在，我的男朋友也被我说服，从郑州来白潭镇中心小学工作，加入了走教
老师的行列”。

“体音美走教的开展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保证小规模学校（教学点）开齐
课程，老百姓对教育的满意度越来越高了！ ”扶沟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葛伟
说，县教体局“一体化”办学的实施推动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让农村孩子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一体化’办学的目的是缔结乡域教育‘命运共同体’，办好每一所学校。 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一体化’办学模式，扩大‘一体化’办学范围，加快推进全
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更多的学生受益、更多的老百姓得实惠。 ”扶沟县
副县长史凯歌说。 ②3

强工业擎起周口跨越发展 “大梁 ”
记者 张艳丽

寒冬时节，走进我市工业经济发展
的“战场”，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项目建
设现场， 运作井然有序的现代化生产
线，无人化 、智能化 、高效化的生产车
间，开足马力生产的企业，处处彰显着
周口这片热土的发展活力和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 2000 年撤
地设市以来，周口大力实施“工业兴市”
战略，不断做大做强工业，坚持各方力
量向工业聚集， 各种要素向工业聚集，
各项服务向工业聚集，集中力量招大客
商、建大园区、兴大产业、育大企业，推
动工业总量不断扩张， 结构不断优化，
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

如今， 筋骨渐壮的工业为周口市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全市工业
总量在全省排名由“十一五”末的第十三
位，攀升到现在的第五位。 2019年，我市
第二产业增加值 1406.01亿元，相比 2000
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106.1亿元，增长了 13
倍多；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 1300多
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千亿元。

这一串亮丽的数字，充分展示了这
些年来周口工业经济发展取得的辉煌

成就，更折射了周口工业兴市、工业强
市的蹄疾步稳。

正是由于工业，这一拉动周口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引擎不断蓄力，“十三五”
时期，成为周口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
时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

定性成就，实现了“两个翻番”，即地区
生产总值比 2010 年翻了一番， 连续跨
过了 2000 亿元、3000 亿元两个大台阶，
连续 8 年稳居全省第五位； 再一个就
是，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0 年翻
了一番。

工业规模不断扩大

1 月下旬，记者在位于商水县的河
南阿尔本制衣有限公司车间内看到 ，
裁、剪、车、缝、熨……工人们正在有条
不紊地赶制夏装。 这些轻薄软弹的衬
衫、长裙将被打包装箱，经海关查验后

出口到东盟地区的多个国家。
2011 年入驻商水的阿尔本， 现有

时装制造流水线 82 条 、 员工近 4000
人，2020 年服装出口额超过 2 亿元，已
连续 3 年蝉联周口市出口第一名。

（下转第三版）

西华：华泰路贾鲁河大桥建成通车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张志新

文/图） 河畅桥雄，水清岸绿。 2 月 5
日上午，在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奋战，
令西华县百万人民翘首以盼的华泰

路贾鲁河大桥正式通车（如图）。 这
一工程是该县“两院两桥二十路、三
场五中心三十小区、 五河五湖五园
五十校、十城十馆百游园”系列基础
设施和民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志着该县“四区”统筹发展的“任
督二脉”全面打通，彻底解决了两岸
群众行路难、过河难的问题，更是一
座广大群众期盼已久的 “民心桥”
“生金桥”。

据悉， 华泰路贾鲁河大桥及附

属道路工程是西华县的重要民生工

程，全长 1695.5 米，总投资 38312.41
万元， 由中国通号交通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负责施工建设。 在项目推进
过程中， 西华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
视，特别是在大桥建设的关键时刻，
县委书记林鸿嘉、 县长田庆杰多次
召开现场会， 协调解决大桥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为确保项
目顺利完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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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实施存款保险制度
充分保障存款人利益

������加快建设中的安钢产能置换项目，填补了
周口没有大型重工业的空白。 图为正在建设中
的安钢产能置换项目。 记者 王映 摄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空军航空兵某师

新华社贵阳 2 月 6 日电 （记者 李
宣良）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 4 日视察空军航空兵某
师，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
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

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立春时节，贵州大地山青水碧。上午

10 时 30 分许， 习近平来到空军航空兵
某师， 首先到场站医院了解部队疫情防
控和支援地方防疫情况。习近平指出，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军听党指挥、闻
令而动， 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当前，国外疫情
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疫情防控工作依然
繁重， 特别是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和聚集
增多，疫情传播风险增加。要毫不放松抓
好部队常态化疫情防控， 做好支援地方
抗击疫情准备， 巩固和发展我国疫情防
控良好态势。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