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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棚改安置房交付

郸城县第二届金秋房展家装节启动

本报讯（记者 徐松）近日，郸城
县在世纪广场举行第二届金秋房展

家装节启动暨第三批棚改安置房交

付仪式。 郸城县委书记李全林宣布
仪式启动。县长董鸿致辞。市住建局
副局长张凯和郸城县领导宋一兵、王
伟、全晓东、王彪、袁征等参加仪式。

董鸿指出，此次活动是郸城 33
家优秀房地产企业和家装企业展示

形象、增进交流的盛大集会。住有所
居、安居宜居，是千家万户的共同心
愿。 县委、 县政府始终厚植为民情
怀，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认真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各
项政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下
更大决心、 花更大气力解决住房领
域存在的各种问题， 进一步提振市
场信心、激发消费活力，房地产市场
稳中有升、持续向好。

董鸿介绍，今年以来，全县销售
商品房 3703套， 价值 25.4 亿元。 4
个保交楼项目 1347 套住房全部交
付，其中，459 套住房实现交房即交
证。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棚改工作作
为提升城市品质、 增进群众福祉的

重要抓手，引入中交、中铁等央企参
与棚改项目建设， 分三批交付棚改
安置房 4035 套，第四批棚改安置房
1714 套也即将交付，全力以赴把棚
改安置项目打造成安居工程、 放心
工程。

董鸿强调，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
一如既往抓好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个

基本民生工程，以“努力让人民群众
住上更好的房子”为目标，从好房子
到好小区、从好小区到好社区、从好
社区到好城区，全力把城市规划好、
建设好、管理好。希望房地产企业和
家装企业把握机遇、创新发展，以更
优质的产品、 更优质的服务为提高
全县父老乡亲生活品质作出积极贡

献。 真诚期盼全县父老乡亲积极参
与到城市建设中来，提出宝贵建议，
齐心协力建设宜居宜业、美丽郸城。

启动仪式上， 润城公司向县住
建局交付第三批 999 套建成房源。
到场领导向安置群众代表发放安置

房钥匙， 向购房群众代表交房、交
证。棚改征迁户代表、房产企业代表
先后发言。

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凝心聚力为民造福
郸城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主题教育第三次集体学习研讨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徐松）11 月 16 日
下午， 郸城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主
题教育第三次集体学习研讨会议召

开， 围绕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 践行为
民服务宗旨，凝心聚力为民造福，切
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县委书
记李全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县领导
董鸿、贾庆伟、王伟、常青、蒋磊、全
晓东、庞艳杰、韩卫东等参加会议。
省委第十六巡回督导组成员张新

生、李惠清，市委主题教育联络组成
员王帅到会指导。

李全林指出 ， 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新征
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

述，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
特点和规律，不断改进群众工作方
法 ，提高群众工作能力 ，努力创造
出无愧于党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
时代的新业绩。

李全林强调 ， 要站稳人民立
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
穿工作始终，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 ，坚守初心使命 ，永葆
家国情怀 ，用好手中权力 ，把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放在为群众
谋福祉上，围绕群众的所思所想所
盼，立足郸城实际，切实担当作为，

用实际行动回答好为了谁 、 依靠
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要切实
转变作风 ，坚持把学习推广 “四下
基层” 作为主题教育重要抓手，把
开展主题教育与回应群众关切有

机统一，切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
路线 。 县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
范 ，切实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聚焦
当前全县各项重点工作，多到困难
多 、群众意见集中 、工作打不开局
面的地方开展调研督导。 要抓住问
题关键 ，直击短板弱项 ，谋划破局
之策，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
“一类事”延伸，着力推动解决一批
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
心所向的问题，形成常态化长效化
工作机制，推动全县各项工作取得

新成效。 要办好惠民实事，把以人
民为中心视作工作的“方向标”，努
力将 “民生工程 ”打造成 “民心工
程”，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
老 、托幼 、住房 、社保等工作 ，多渠
道增加群众收入，加快补齐民生短
板 ，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 ，切实把
惠民生的事办实 、 暖民心的事办
细 、顺民意的事办好 ，让群众有更
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
全感。

会上， 蒋磊领学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

要论述。 袁征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王之栋、王岩、于健先后
作研讨发言。

为残疾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县残联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孙爱
霞）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郸城县残联坚
决扛起政治责任， 动员全体干部职工
和 523个村级残疾人专职委员入户调
查走访，全面掌握残疾人的所思所想、
所忧所盼，做到问题立行立改、服务永
不断线，为残疾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该县残联把主题教育与推动中心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坚持精研细读深
学、丰富载体促学、彰显特色导学，确
保学深学透， 做到融会贯通、 学以致

用。 把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作为调查研
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通过深入调研
摸清情况、厘清问题，积极提出应对措
施。 开展全县残疾人基本状况及需求
调查、残疾人就业状况调查工作，县、
乡、 村同频共振， 残联工作人员到乡
（镇）培训指导，523个村级残疾人专职
委员入户调查走访， 共调查走访残疾
人 28761人，排查出问题 62条，已整改
完毕。 今年 10月，下乡巡回办证两次，
为 20名肢体残疾人安装假肢、发放辅

助器具 67件。 针对残疾人就业状况调
研中发现的就业难的问题， 和培训学
校多次沟通， 寻求适合残疾人的培训
项目，由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扩展到盲
人按摩、玉雕、美容美发、芦苇画制作、
电商+创业等职业技能培训，确保残疾
人学到一门技能。 目前，在钱店镇、双
楼乡、汲冢镇、张完乡、秋渠乡开展残
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523人接受培
训，帮助 138名残疾人就业。 对全县精
神障碍患者进行全面排查，已将 18 名

符合条件的精神障碍患者托养至周口

精神康复医院，做到“托养一人、解放
一家、平安一片”。

“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强化
问题意识、担当意识、创新意识，在实
践中经受思想淬炼、精神洗礼，锤炼品
格强化忠诚，推动主题教育入脑入心、
走深走实 ， 全面增强残疾人的幸福
感。 ”郸城县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朱
子凤说。

聋儿语训中心：让“十聋九哑”在这儿成为历史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 叔 ……

叔……好……”11 月 15 日，在郸城县
残联聋儿语训中心， 一名 3 岁的先天
性耳聋女孩见到记者后开口说话。 据
悉， 该中心十年如一日用爱浇灌一朵
朵“残缺的花朵”，累计让 360 余名听
损孩子在这里学会了聆听和说话。

汲冢镇的小振（化名）出生后被筛
查出先天性耳聋。从此，小振的家人带
着小振四处求医。小振 1岁左右时，家
人给其装上耳蜗， 他开始对声音有反
应。 但是，家人不懂如何语训，小振 1
岁 6个月时还不会说话。

“多亏现在的政策好，可以让孩子
享受到免费专业的康复训练。 经过 1
年多的听力康复，俺孙儿会说话了，也
能和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了。 ”1 年

多来，小振的奶奶每天陪着孩子训练，
听到小振开口说话， 老太太甭提多高
兴了。

“每当听到孩子们叫我‘邵妈妈’，
我感觉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先天性聋
儿出生后就不会通过听觉来辨别声

音，6 岁之前是最佳语训期，如果错过
最佳语训期，声带僵硬甚至退化，最终
说不出话来。”郸城县残联聋儿语训中
心的负责人邵莉娜说，“十聋九哑”就
是这样形成的。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
邵莉娜摸索出克服 “十聋九哑” 的秘
诀，并应用于实践。

“从前，有一匹小马，它想过河……”
邵莉娜用丰富的面部表情和声学强

调引导着 ，小振一字一字地讲述 《小
马过河 》的故事 ，虽然个别字发音不

太准确，但是很流畅。 大家纷纷鼓掌，
表示鼓励。

记者看到 ，在集训室 ，语训老师
教学时总是坐在孩子们的正对面，让
孩子清楚地看到她的口型，一边引导
孩子看清她的动作，一边字正腔圆地
讲述过程，每说一句话都要让孩子们
跟学一遍。 在个训室，语训老师对孩
子进行一对一训练时，要求孩子的家
长坐在旁边陪学，并拿着语训本记录
老师的每一个康复技巧，以便回家后
仿照教学。 每做一个动作，语训老师
都要先把孩子的视线 “牵 ”到自己的
教具上，然后说“吃饭、喝茶……”老师
不厌其烦地教 ，孩子认真地学 ，家长
认真地记，气氛十分融洽。 在老师们
的长期耐心训练下，“十聋九哑”在这

儿成为历史。
功夫不负有心人 ， 聋儿也能添

光彩。 2023 年，邵莉娜把 6 名听障儿
童送到河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进行

免费训练 。 在今年的省十四届运动
会暨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上 ， 张梦
瑶 、陈硕涵 、丁顾飞 、梁博 4 名听障
儿童与郸城队的陈营亮 、王番予 、牛
诗语 、张波等并肩作战 ，在乒乓球比
赛中获 5 枚金牌 ， 在乒乓球和自行
车比赛中获 6 枚银牌 ， 在自行车比
赛中获铜牌 1 枚。

由于无私奉献、 热心助残成绩突
出，2016 年， 邵莉娜被国务院残工委
授予 “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2021 年、2022 年邵莉娜被评为“周
口市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

延伸特色产业链 激发富民新动能
汲水镇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杨卫
杰） 今年以来， 郸城县汲水镇利用资
源优势，通过强化组织引领、发展特色
产业、增添发展动能，不断做大做强辣
椒、黑皮冬瓜、温室蔬菜、金银花、瓜蒌
子等特色产业，逐步形成规模化、多元
化、立体化产业发展趋势。

做强做优传统产业。 该镇以调整
产业结构为抓手， 不断扩大传统经济
作物种植面积。 截至目前， 种植辣椒
2.4 万亩、 冬瓜 1.3 万亩、 花生 0.8 万
亩，传统经济作物布局得到优化，产业
集聚能力明显增强。

拓宽产业发展思路。 该镇组织党

支部书记、种植养殖大户外出学习金银
花、温室蔬菜、羊肚菌、水产养殖等种植
养殖技术，理清产业发展思路。 截至目
前，种植金银花 1000 余亩、羊肚菌 40
多亩，建成温室蔬菜大棚 98座，养殖蚂
蚱 60余亩，特色产业优势日益凸显。

延伸特色产业链。 该镇投资 150

万元新建瓜蒌子、金银花药材产业园，
积极促进鑫新养殖场转型升级。目前，
该养殖场年产 5000 万枚 “章太兵”牌
活珠子，远销广东、上海等地。 德诚家
居生产的“德诚”牌雨伞远销欧洲、东
南亚各国。小刘庄扶贫车间生产的“初
心”牌速冻食品在全国畅销。

11 月 15 日 ，
记者在郸城县汲

冢镇 5G 智慧辣椒
产业园看到，这里
的辣椒已进入采

摘期，园区工作人
员 正 在 采 摘 、分
拣、 搬运辣椒 ，一
派喜人的丰收景

象。 据了解 ，该镇
辣椒种植面积超

过 1 万亩 ，产量稳
定在 2500 吨以上，
各类辣椒产品产

值 1 亿元以上。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史斌 摄

11 月 17 日上午，“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艺作品展开展暨 2023 中
国（郑州）黄河文化月闭幕式在郑州美术馆新馆举行。 郸城县著名泥塑
艺术家张振福和女儿张玉萍共同创作的泥塑作品《童年记忆》入选“行
走河南·读懂中国”文艺作品展。 图为张振福向游客介绍作品。

记者 徐松 摄

今年以来，从中原文博会到周口名优产品展，从河南省庆祝丰收节
商丘主会场到周口市全民终身学习周活动现场，来自郸城县文坛的一枝
新秀———非遗女书频频精彩亮相，充分彰显了郸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图
为近日，郸城女书传承人闫路在周口市全民终身学习周活动现场教学生
写女书。 记者 徐松 摄

视 角

推动主题教育见行见效
城郊乡

本报讯（记者 徐松 通讯员 付雅
静）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郸城县城郊
乡深学细悟笃行，切实把主题教育成
果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六学联动”笃信笃行。 该乡建
立多学联动机制， 量身定制学习套
餐，让理论学习入心入脑。头雁示范
领学， 原原本本精学， 支部集中深
学，丰富形式送学，警示教育促学，
田间地头活学，以学促干，让党员干
部在发展中善为有为。

该乡答好“研”与“策”的“合并
题”。该乡以主题教育引领人居环境
整治 、防返贫监测等 ，答好 “学 ”与
“干”的“操作题”，发挥党员干部先
锋模范作用， 开展 “立足岗位作贡
献”等活动，发动村医为 60 岁以上
的老人进行健康体检， 带动 300 余
名干部群众参与黄土裸露专项整

治， 组织夜间巡逻 320 余次， 开展
“法治进乡村”普法宣传活动。 答好
“心”与“民”的“服务题”，优化产业
布局，打造千亩蔬菜大棚基地，促进

农民增收。 和谐推进 600 余亩棚户
区改造工作，增进民生福祉。全覆盖
宣传医保政策，全力实现应保尽保。
冬春救助困难群众 8376 人，切实把
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解难题促发展

的强大动力。
该乡坚持以学正风， 深检深省

久久为功。 该乡建设占地面积 40亩
的养老服务中心，打造占地面积 150
亩的城北物流港，集仓储、运输等为
一体的综合物流枢纽， 推动项目建
设持续发力。 以谷集鱼塘养殖园为
代表，把 400 余亩坑塘变鱼塘，引导
12个村打造高标准农田， 发展特色
蔬菜产业园、良种繁育基地、食用菌
大棚，现代农业生机蓬勃。 高标准建
成 200 平方米党群服务中心、 日间
照料中心、文化广场等，举行戏曲下
乡、广场舞比赛、播放露天电影等活
动。 开展学雷锋、义诊、义务理发等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36场次。 推进移
风易俗工作，选树身边典型 260 名，
乡村治理日新月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