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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松）8 月 29 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少青到郸城县
调研指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集中整治 、保 “三秋 ”生产等工
作。

在汲冢镇谢寨行政村， 王少青
听取了该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腐败

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总体进展情况及

重点领域整治工作情况汇报。 他指
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把集中整治作
为增进民生福祉、改进干部作风、密
切干群关系的重要抓手， 推动各项
工作整体提升；要抓实具体工作，聚
焦重点民生领域，严肃查处“蝇贪蚁
腐”，加快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
好事实事 ；要持续抓 、抓长效 ，在深
挖问题根源、 发挥以案促改警示教
育作用和引领良好民风等方面持续

发力， 切实把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

基层治理效能。 要强联动、聚合力，
密切协作、相互配合，确保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在汲冢镇鲁庄行政村等地，王少
青详细了解农业防汛排涝减灾各项

措施落实情况，并实地察看农田排涝
进展和秋粮长势， 对该县绘制水系
图、打通竹节沟、连通田间渠等举措，
保“三秋”生产工作谋划早、措施实，
组织得力、 成效显著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
全力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和秋粮生产

工作， 把沟渠疏通工作抓在平常、抓
在经常 ，确保田通沟 、沟通渠 、渠入
河，农田村庄积水能够及时排出。 要
以实施高标准农田提升行动为抓手，
加快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农
田防灾减灾能力，扛稳扛牢粮食安全
重任。 ①7

严查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增强农田防灾减灾能力

�������本报讯 （记者 杜营营）8 月 29
日，民进周口市第三届支部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市政协副主席、
民进周口市支部主委、市科协主席刘
汉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集中学习中共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民
主党派自身建设、廉洁建设的重要讲
话精神，民进河南省委会七届九次常
委（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共周口市委
五届六次全会会议精神；传达全市统
一战线 “聚力临港经济·同心共作贡
献” 动员会会议精神； 通报市政协
2024 年上半年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
作情况；召开内部监督主题年工作推
进会和纪律学习教育推进会，举办主
委廉政讲堂；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
下半年任务。

会议指出，半年来，民进周口市

支部认真落实中共周口市委各项决

策部署， 在中共周口市委的领导下，
思想政治建设达到新高度，组织建设
迸发新活力， 参政议政不断提质增
效，社会服务工作展现新面貌。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精神承上启下的关键之

年。 要加强理论学习，弘扬民进优良
传统，加强会史工作，持续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要加强自身建设，做好内
部监督工作， 开展纪律学习教育活
动，落实会商制度，持续做好组织建
设工作；要围绕中心大局，开展民主
监督、考察调研，持续做好参政议政
工作；要创新社会服务，做好“聚力临
港经济·同心共作贡献”工作，助力乡
村振兴和经济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周口绚丽篇章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①7

弘扬优良传统
持续做好参政议政工作

□记者 刘伟郑伟元 文/图

“孩子吹空调冻着了 ，发高烧 ，
给俺孩儿开几副药治治吧。 ”近日，
周口市鹿邑县卫真街道居民李桂芝

循着药草的幽香来到家附近的诊

所， 让医生孙鹏用中药为她孩子退
烧。

“好，稍等一会儿 ，我这就给你
开两剂。 ”孙鹏自 1998 年开始学习
中医。 如今，选择中医药治疗流感、
腹泻， 已经成为孙鹏诊所邻近居民
的第一选择———每天 20 多名患者
上门就诊， 屋里的煎药锅一刻也不
曾停歇。 药草的幽香从沸腾的汤剂
中不断飘出， 在诊所所在的街角都
能闻到。

孙鹏说， 现在中医药在群众心
中的认可度这么高， 离不开政策的
大力支持。 “我们高位推动，加强保
障， 先后投入 600 万元用于县域内
各乡镇卫生院中医馆的建设和提质

升级。 ”鹿邑县卫健委副主任李峰仲
介绍，现在鹿邑县 22 家乡镇卫生院
均能够开展 20 种以上中医药适宜
技术，推拿、艾灸、刮痧、贴敷等 4 种
中医药适宜技术基本做到村卫生室

（诊所）全覆盖，中医药得到了基层
群众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8 月 19 日， 在项城市范集镇李
楼村， 药草的幽香也在该村村卫生
所周围飘荡着———李楼村村医李丙

玉正准备为 53 岁村民李先生做中
药熏蒸，以治疗他的腰椎疼痛，香气
来自于李先生背上刚加热好的艾

绒。 “我在这已经看了 8 天了，疼痛
日益减轻，效果非常好。 而且看一次
也就二三十块钱，能负担得起。 ”李
先生十分满意。

李丙玉说， 他认识的附近村医
现在都“学贯中西”。 基层群众对中
医药的接受度连年提升， 有的村卫
生所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治疗的群

众人次几年来翻了一倍。
李丙玉所言非虚，目前，项城市

19个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实现中医馆全覆盖，742 个村卫
生室实现中医药适宜技术全覆盖 ，
415 个行政村实现健康教育文化墙
全覆盖，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
水平的中医药服务。

像李丙玉这样经过县级中医药

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基地培训掌握了

中医药适宜技术的村医， 在我市还
有很多。 我市 2023 年累计培训“西
学中 ”人才 3300 余人 、县级中医药
适宜技术推广师资人员 210 余人 ，
9800 人次接受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

培训。
和村卫生所的情况不同， 川汇

区中医院主动将优质中医药服务推

广到基层， 在川汇区各社区开起了
中医馆。 其中，新村社区中医馆与川
汇区金海路街道新村社区卫生室建

立信息互通机制， 提高中医药服务
效率。

随着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基层的

大力开展， 我市织就了以县级中医
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村卫生室为基础的覆
盖县、 乡、 村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
络。

“目前，全市 178 个乡镇卫生院
均设置有中医馆，100%的乡镇卫生
院能够规范开展 10 项以上中医药
适宜技术，89.6%的村卫生室能够规
范开展 6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 ”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中医管理科科长

王志冰说。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

主任胡国胜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
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 下一
步， 我市将进一步改善基层中医药
服务设施条件， 加强中医药人员和
设备配备， 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培
训，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提升中医
药服务能力， 提升中医药服务保障
群众健康能力， 推进中医药事业高
质量发展。 ②6

药 草 幽 香“润”民心
———我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观察

开学第一课
急救伴我行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应急救护工
作，增强青少年学生自救互救的意识
和能力，新学期开学之际，8 月 28 日，
商水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关工委、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走进县一高
和县二高，为正在参加军训的高一新
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
课 急救伴我行”主题救护培训。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张慧敏 摄

�������本报讯（记者 韩志刚 通讯员 王
磊） 为全面扎实推动辖区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营造浓厚宣传氛围，进一
步增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
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近
日，川汇区金海路街道开展“示范引
领新风尚, 垃圾分类我担当” 宣传活
动，引导居民共建绿色美好家园。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 、志愿者
向居民发放了垃圾分类宣传彩页，通
过现场讲解引导居民参与学习垃圾

分类绿色健康新理念，耐心讲解垃圾
分类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居民

的垃圾分类意识，针对居民们提出的
关于垃圾分类的各种问题，工作人员
耐心解答，并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垃圾
分类，从自身做起，共同营造绿色环
保的生活环境。

与此同时，大学生志愿者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

讲，向大家普及了“什么是垃圾分类、
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与
我们的关系和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

类”等知识。 向居民发出倡议，号召大
家能够垃圾分类意识， 从自身做起、
从生活中点滴小事做起， 同心协力，

将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到底，真正让垃
圾分类“准确分、自觉分、习惯分”成
为居民生活日常。

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
中。 此次主题宣讲活动共发放宣传彩
页、倡议书 674 页，覆盖群众 158 户、
505人， 增强了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

知识的了解，让“绿色、低碳、环保”的
理念深入人心，促使社区居民积极参
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提高了自
觉保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养成垃圾分
类的好习惯，进一步让垃圾分类意识
渐渐走进千家万户， 走进居民的心
里。 ②6

川汇区金海路街道：示范引领新风尚 垃圾分类在行动

������（上接第一版）
在建设乡镇水网的同时，统筹推

进各项涉水工作。加快推进沙河槐店
闸下移影响沙北一干渠排水防涝提

升工程，提升城市排水能力；加快推
进新蔡河赵桥节制闸更新改造工程，
解决北杨集等 5 个乡镇约 10 万亩农
田灌溉用水和生态用水问题；加快推
进新蔡河治理配套防洪建筑物工程，
对沿河的 13 座涵闸拆除重建， 提高
新蔡河防洪除涝标准；加快实施泉河
泉南灌溉水源节制闸工程，解决李老

庄、刘庄店、留福、老城南部农田灌溉
用水和生态用水问题， 提高排涝能
力； 完善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推
进智慧水网建设。

通过水网建设， 全县 3 处灌区
59.4 万亩农田灌溉得到保障，年新增
粮食生产能力达 1230 万公斤， 年可
节约水量 1400 万立方米， 为粮食安
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同时，防洪除涝
安全得到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得到优
化配置，实现了全县水网连通、水系
相连。 ②6

沈丘：排涝保丰收 水网建奇功

□田亚楠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
甫与李白相交，被李白不凡的气度和
才情所感染， 时刻想向其讨教诗文。
后来杜甫颠沛流离，但心中有李白做
榜样，不论艰难险阻都乐观向上。 最
终杜甫名气渐涨，被称为“诗圣”，终
于站到了和偶像比肩的地位。

追星自古有之， 尤其在文学领
域，从来不缺偶像，更不缺粉丝，毕竟
大佬太多，要崇拜的人也太多。 这些
粉丝在追星过程中，不仅获得了精神
上的满足，更在偶像的激励下找到了
自己的人生方向， 朝着目标一路前
行，最终实现梦想。

时下，追星已经成为年轻人时尚
生活的一个元素，他们为自己的偶像
应援打榜、刷量控评，进而形成所谓
的“饭圈文化”。年轻人追星本无可厚
非，一些品行良好的明星，通过各种
公益活动，能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利于他们的成
长。 然而盲目追星，甚至为了偶像而
丧失是非观、法治观，则容易走上犯
罪的道路。

8 月 7 日，首都机场公安局通报
今年以来依法查处的多起“粉丝接
机” 造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行
为，多人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侵犯
隐私的违法行为而遭到拘留、罚款等
行政处罚。 这也提醒年轻人，追星要
理智， 切不可沉迷追星而不择手段，

让自己追着追着从“饭圈”进入“牢
圈”。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
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
高尚品德如巍巍高山让人仰慕，光明
言行似通天大道使人遵循。虽然不能
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心里也知道了努
力的方向。正确的追星，就该如此，从
榜样的身上汲取精神的养料，在自我
的心中探寻人生的方向。偶像的力量
激励我们向善向上， 尊崇什么样的
人，便能成就什么样的人生。 郑钦文
将李娜作为偶像，才有了巴黎奥运的
夺冠时刻；徐卓一始终追寻刘翔的脚
步，尽管巴黎奥运会未进决赛但也实
现了自我突破……追星的背后，是热
爱、是追随，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

鲁迅曾经说过， 社会上崇敬名
人， 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
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
或事业。 追星的本质，是要追求偶像
身上的亮点，做到见贤思齐，在目标
牵引下、志向引领下、梦想激励下，让
自己能够在高山之上再创新的高峰，
在星光之上缔造新的辉光。 如此追
星，方为正道。 ②6

西华：“小特产”有了“大作为”
□记者张猛 孙靖 通讯员彭世繁

8 月 19 日，在西华县黄桥乡万亩
桃园腹地裴庄村的桃园里， 果压枝
头，芳香四溢。

“一车、二车、三车……”裴庄村
党支部书记吴东亮一边数着满载桃

子的卡车， 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丰
收的喜悦使他忘记了天气的炎热 。
“今年赶上历年来最好的市场行情，
我们桃园的中国沙红、 寿林桃王、蟠
桃等优良品种桃每斤可卖 8 元至 10
元，价格比往年翻倍。 这样算下来，今
年每亩桃园收入 1万多元没问题。 ”

20 世纪 80 年代， 裴庄村村民吴
新要、吴新民兄弟俩率先在责任田里
栽种桃树，经过数年精心栽培，桃子
喜获丰收。 吴东亮从中看到了商机，
认准了发展桃产业是让村美民富的

有效途径，于是他把自家的 8 亩责任
田全部栽上桃树，带头引导村民栽桃
树。 几年下来，全村 3000 多亩耕地变

成了一个大桃园，全村人走上了靠种
桃树致富的道路。

在裴庄村的带动下 ， 周边 9 个
行政村 3600 多户群众种植桃树 1.7
万亩， 使万亩桃园成为全省规模最
大 、 品种最多的连片大桃种植基
地。 优良品种的引进 、 种植技术的
加持 ，桃子的成熟期 、采摘期 、收益
期也由原来的 6 月至 8 月延长为 5
月至 10 月，桃农收益也从一般品种
的每亩 6000 元 ，向优质品种的每亩
20000 元迈进 。 西华县依托万亩桃
园，连续举办了 20 届以桃花为媒的
踏青 、购物 、赏游活动 ，每年吸引游
客百万人以上 ，拉动了住宿 、餐饮 、
加工、 销售等相关产业发展 ， 实现
了从种桃 、卖桃到赏花 、卖景 ，再到
喝桃花酒 、住桃家院 、看桃缘戏 ，形
成线上线下高度融合发展桃产业的

华丽嬗变。
同时 ， 西华县借鉴万亩桃园经

验，调优农业结构，实施“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特色，培育“土、特、精”产
品，县域内“长出”了奉母粉条、黄桥
蜜桃、东王营葡萄、艾岗小辣椒、大王
庄韭菜、西夏小香瓜、红花苗木等农
业品牌。 目前， 全县已有 17 个乡镇
397 个村有了主导产业 ，161 个村有
了“土、特、精”产品。

该县还注重培养“土 、特 、精 ”农
产品成为“大品牌”。 “中华名小吃”
逍遥胡辣汤有着 900 多年的历史 ，
由昔日的“宫廷御汤”传承至今成了
“家乡汤”。 西华县把逍遥胡辣汤作
为重要的 “土特产 ”培养 ，采取拍摄
电影、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免费培训熬制技术等措施 ， 壮大发

展胡辣汤产业。
目前，西华县外出经营胡辣汤者

12 万人，发展加盟店、直营店 1200 多
家，遍布全国 20 多座大中城市，胡辣
汤经营年收入 40 多亿元； 扶持发展
胡辣汤料龙头生产企业 16 家，生产 8
大系列 60 多个品种， 使胡辣汤料产
品摆上了大中城市超市柜台，端上了
普通居民的餐桌；以胡辣汤原料需求
拉长了胡辣汤产业发展链条，先后建
成了红薯、小辣椒、优质小麦、香葱、
黄花菜等种植基地 13 个 20 余万亩，
发展粉条加工、 腐竹加工和酱油、香
醋酿造等个体工商户 360 余家，年创
收 10 多亿元。 ②6

追星应“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孙鹏正在为患者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