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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各项落后指标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找准问题根源 制定改进措施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实习

生 程果） 8 月 19 日，西华县委书记
田林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开
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五
届六次全会和近期召开的市委重点

工作推进会精神， 研究部署当前重
点工作。 县领导马昭才、马超、周晓
燕、朱良孝、张超杰、宋煜、薛燕、贾
鲲鹏、潘建甫、王超、张永祥等出席
会议。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 ，在全县
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西华经济社会
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工业经济呈现
出快速发展态势，项目建设工作在
全市 “三个一批 ”重大项目建设观
摩评比活动中取得较好成绩，招商
引资项目签约数量和投资总额均

位居全市前列，全市“四好农村路”
建设推进会、全市基层卫生和医养
结合高质量发展工作现场会、全市
人大代表参与调解工作会议在西

华召开 ，西华城市建设 、人居环境
整治、民生改善等工作也都稳步推
进。 虽然上半年的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绩 ，但在消费行业 、固定资产投
资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相
关部门要认真分析研究，找准问题
根源 ，制定改进措施 ，加快补齐短
板弱项，确保各项落后指标超过全
市平均水平。

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项目建
设 ， 加大政策性项目资金争取力
度 ，积极做好跟踪对接工作 ，力争
政策性项目资金争取工作再上新

台阶。 要持续壮大工业经济，加快

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园、智能制造产
业园 、轻工产业园 、食品产业园等
专业园区建设，重点培育引进一批
龙头企业。 要持续强化创新驱动，
强力推进国家级高新区创建，加快
完善 “双创 ”中心服务功能 ，加大
“四类企业”培育力度，大力推进规
上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和研发活

动全覆盖。 要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 把重心放在优化公共服务、推
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大力发展工业
和第三产业上，着力打造宜居宜业
的高品质县城。 要加快推进小城镇
建设， 以乡镇政府所在地为重点，
完善基础设施， 优化人居环境，推
动乡镇内涵、形象同步提升。 要积
极助力农业强市建设 ， 全面完成
“七个专项行动 ” “十五个具体目

标”月度和年度任务。 要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扎实开展营商环境大提
升行动 ，聚焦短板弱项 ，强化问题
整改，以“硬措施”优化“软环境”。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做好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的责

任感、紧迫感，紧盯中央和省级、市
级层面部署的重点整治任务和各

类突出问题，举一反三、自查自纠，
找准症结 、精准施策 ，以钉钉子精
神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

作一抓到底，让减负成果更好地惠
及人民群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有序推进教育项目建设
更好满足城市发展和群众需要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

员 李晗光） 8 月 19 日，西华县委书
记田林、 县长马昭才带领县直相关
单位负责人深入一线调研教育项目

建设工作。
田林、 马昭才一行先后到人和

路小学、花园小学、西华一中、西华
三高新校区、县实验高中等处，实地
查看教育项目建设情况， 详细了解
教育项目规划、功能配套、工期安排
等情况， 协调解决教育项目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并提出意
见和建议。

田林强调，教育事业是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教育项目建设
是提升教育硬件水平、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的基础性工作。相关单位要

提高政治站位 ，科学统筹谋划 ，加
强资源调度 ，做到全环节跟进 、全
过程服务 、全要素保障 ，大力完善
配套基础设施 ，倒排工期 ，有序推
进教育项目建设 ， 确保教育项目
早日建成发挥作用 。 要严把教育
项目建设质量关 ， 严格实施竣工
验收工作 ， 切实把教育项目建成
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要做好长远
谋划 ，科学布局教育资源 ，加大资
金投入力度 ，完善教学设施 ，补齐
师资短板 ，改善办学条件 ，持续推
进教育扩容提质 ， 全面促进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 ， 更好满足城市发
展和群众需要。

县领导张超杰、贾鲲鹏、潘建甫
等参加调研。

西华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绩斐然

多项指标位居全市第一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

员 张南侠） 近日，记者从 2024 年全
市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
上半年， 西华新签约项目 24 个，位
居全市第一； 党政正职新引进项目
4 个，位居全市第一；新开工亿元以
上主导产业项目 9 个，投资额 31.75
亿元，位居全市第一；引进省外资金
增长 6.28%，增幅位居全市第一。

近年来， 西华始终把招商引资
工作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生命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
念，坚持发展靠产业、产业靠项目、
项目靠招商， 紧紧围绕智能零部件
制造和食品加工两大主导产业，开
展以商招商、园区招商、节会招商等
招商活动， 实现了招商引资工作质
的突破。

在 2024 年全市招商引资工作

推进会上 ，县委常委 、副县长张超
杰代表西华县委、县政府作典型发
言。 他表示，下一步，西华将以此次
会议为契机， 主动向兄弟县市、全
国先进地区学习， 不断开阔视野、
开拓思路 ， 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
法，切实提升招商引资质效。 同时，
充分发挥招商小分队的主力军作

用，围绕两大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精准招商，确保高质量完成招商引
资任务。

张超杰表示，高质量招商引资
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
只有在招大引强上下功夫 、 企业
洽谈上讲诚信 、 项目服务上用心
做 、营商环境上更优化 ，增强核心
竞争力 ， 才能吸引更多优质项目
落地西华 ， 进而推动西华经济高
质量发展。

县领导看望慰问高考优秀学子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

员 李晗光 张家铭） 近日，西华县委
副书记、 县长马昭才看望慰问今年
西华高考优秀学生代表轩旭兵、尚
艺博、杨云鹤，代表县委、县政府向
他们及家人表示热烈祝贺， 并送上
鲜花和慰问金。

在轩旭兵家中和尚艺博、杨云
鹤就读的中学， 马昭才与学生、家
长及老师亲切交谈 ，话成长 、谈理
想、展未来，详细询问录取专业、学
业规划、家庭生活等情况。 马昭才
说，三位学子取得如此出色的成绩

实属不易， 这是父母辛勤培育、学
校辛勤培养、他们自己辛勤努力的
结果。 马昭才勉励三位学子要笃定
理想信念 ，树立宏伟抱负 ，在新的
人生起点上再接再厉，继续刻苦学
习 、顽强拼搏 ，努力成长为国之栋
梁，为国家建设和家乡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三位优秀学子十分感谢县委、
县政府的勉励和关心。他们表示，一
定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
奋学习，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

创新服务“小举措” 彰显民生“大情怀”
县人社局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孙靖） 今年
以来，县人社局对政务服务事项进行
梳理和精简， 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
实现 30%的事项“一窗受理 ”、40%的
事项 “一网通办 ”，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始终保持
在 100%。

今年 5 月， 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
察大队收到一面从驻马店寄来的印

有 “持正义秉公执法 为民工讨薪维

权”字样的锦旗。 据介绍，寄锦旗的是
赵女士，去年，她在西华一处建筑工地
务工， 工资一直未结清。 在走投无路
的情况下，赵女士找到了县人社局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 县人社局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工作人员经过两天的调解，

帮助赵女士要回了拖欠的工资。 赵女
士感动不已，回到驻马店后，特地为县
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寄来了一

面锦旗。
据介绍 ，今年以来 ，县人社局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不断完善劳动监察

机构 、劳动仲裁机构建设 ，设立流动
仲裁庭 ， 进一步提高劳动仲裁 、调
解 、监察工作效能 ，助力营商环境不
断优化 。

上门服务是县人社局推出的一项

便民服务。 为确保符合条件的人员能
够及时享受社保待遇，社保窗口工作
人员主动为无法到现场认证的人员

提供上门服务，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

县人社局采取线上线下齐发力的

工作模式，更好地提升就业创业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 线上，充分发挥“西华
县公共就业”微信公众号、“西华直聘”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优势，积极推送岗
位信息，为不同需求的人群提供精细
化服务 ；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单场观
看量超千人次。 线下， 根据企业用工
需求，积极开展招聘活动。 今年以来，
该局已开展专项招聘会 4 场次， 参加
企业 456 家次， 发放宣传资料约 1.2
万份， 发布就业岗位信息 5740 条，切

实解决了群众和企业因信息不对称

造成的“求职难”“用工难”问题 ，让求
职者更便捷 、更高效地实现就业 ，为
企业正常生产运营提供了更多的用

工资源。
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卫红

表示 ，他们将继续秉承 “每一次咨询
解答到位、 每一件事情办理圆满、每
一位群众接待周到 ”的宗旨 ，不断提
高服务质量 ， 更好地满足企业和群
众的办事需求 ， 助推西华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

������近日，郑州大学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队走进西
华县五七干校旧址博物馆，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图为郑
州大学医学院 2020级学生袁旭（右一）被革命文物深深吸引。

记者 张猛 孙靖 摄

������近日，县农机中心抽调 16 名工作人员，成立 4 个核查小组，集
中开展农机购置补贴上门入户核查工作。 图为工作人员认真核查
农机信息。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员 李剑锋 摄

视角

盲人刘杰：黑暗里也有缤纷的世界
记者 张猛 孙靖

����� “我余下的人生该怎样度过 ？ ”
2008 年，来自郸城 、在西华工作的小
伙儿刘杰看世界的“进度条”在这一年
用完了。“如果一出生眼睛就看不见也
算了， 为什么让我见识过世界的精彩
后，又让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呢？”那年，
刘杰向命运发出质问， 可眼睛看不见
就是看不见了， 任他怎样抗争也无济
于事。

和大多数盲人一样， 为了不被生
活抛弃， 刘杰到一家按摩师培训机构
学习按摩， 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很多盲

人。 “和他们相比，我还是见过‘世面’
的人， 最起码世上的五彩斑斓我是见
过的。 ”刘杰打趣地说。 开朗的性格让
刘杰在学习按摩期间结交了不少朋

友，学成之后，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在郑
州开了一家汗蒸房。 正当刘杰在黑暗
中寻找到一丝“光明”的时候，家中传
来噩耗。“恁爷尿血了，膀胱癌，你回来
一趟吧！ ”听闻爷爷身体抱恙，刘杰未
有半点犹豫，放弃刚有起色的生意，返
回老家照顾病重的爷爷。

“俺爷去世后，有个朋友打电话找

我合伙做生意。”刘杰说，他没有迟疑，
就像抓住甩进深渊里的救命稻草一

样，不停地向上攀爬。 “现在生意做得
还可以，养活一家几口人没有问题，我
很满足。 ”刘杰说。

“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我还能听
见， 身体还算健康。 除极端恶劣天气
外，我每天都会和朋友一起去游泳。 ”
刘杰说， 他从 2013 年开始坚持游泳，
每当省内举办残疾人游泳比赛， 他都
踊跃报名参加。 “他还得过几块奖牌
呢！ ”刘杰身边的朋友对他很是佩服，

觉得他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一样把生
活过得有滋有味儿。

现在的刘杰已不再为眼睛看不

见而苦闷， 说话时总是嘴角上扬，面
带微笑。 “如今，科技发达了，社会各
界对我们这个群体也很照顾，眼睛看
不见对生活的影响也不是太大。 ”刘
杰说。

刘杰是个内心充满阳光的人 ，
身边的朋友也愿意充当他生活中

的 “僚机 ”，伴他在黑暗中纵享欢乐
时光 。

�����西华上亿民国风情城是
2019 年省、市、县三级政府招
商引资重点项目。 该项目占
地约 150 亩， 总投资 10 亿
元，是西华首个集吃、喝、玩、
购、游于一体的商业中心。 图
为上亿民国风情城俯瞰图。

记者 张猛 孙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