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艳华 通讯员 程
精精）“参与第三协作区组织的学生
营养餐问题追责问责和相关留置案

件查询调取工作，让我深刻体会到了
‘室组’ 联动协作机制所展现出的协
同高效优势。 ”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府
办纪检监察组的工作人员感慨地说

道。
自今年 4 月份 《周口市纪委监

委“室组 ”联动协作区工作方案 》下
发以来，该纪检监察组主动作为，有
效融入， 定期与协作区联系部室进
行业务研讨交流，借助联动监督、联
合办案、 以案代训为派驻机构和监
督工作赋能增效。

聚焦重要监督事项开展联动监

督。该纪检监察组定期向第三协作区
汇报 10 项月监督事项 、3 项半年监
督事项、2 项年度监督事项等联动监
督落实情况。 针对监督发现的问题，
向相关单位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 3
份，反馈问题 9 条，提出建议 9 条，并
督促全部整改到位。

推动群腐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该

纪检监察组联合机关部室开展群众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监督检查，对方案落实情况、台账建
立完善情况仔细检查。对于已整改问
题， 重点核实是否真正整改到位；对
于未完成整改的问题，重点梳理原因
和难点，并明确整改时限。 自整治工
作开展以来，督促综合监督单位排查
重点问题并整改到位 131 个，推动建
章立制 7 个。

主动融入提升协同办案质效 。
该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 “室组 ”协
同办案作用 ， 以以案代训的方式 ，
精准处置问题线索 6 件 ，其中函询
了结 1 件 ，初核了结 3 件 ，正在初
核 1 件 ， 初核转立案 1 件 ， 诫勉 1
人 ，责令检查 1 人 。

“协作区的成立运行有效弥补了
派驻机构力量薄弱、 单打独斗的不
足。 在协作区的指导下，我组监督检
查措施更加丰富， 突破能力显著增
强，办案质量大幅提高，派驻监督质
效得到明显提升。 ”驻市政府办纪检
监察组负责人表示。 ②6

深化“室组”联动协作 提升派驻监督质效
驻市政府办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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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2021〕48 号文件规定

（上接第一版）搭建“乡村文采会”线
上服务专区，以县域为试点，健全社
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探索
供需精准“采、配”服务模式，促进优
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有效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同时，坚持考古前置，
把好文化遗产保护第一关，强化学术
研究，加快考古发掘成果转化，推进
活化利用， 提高周口历史文化影响
力。 依托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
心，深化老子文化研究，深入挖掘周
口夏文化、伏羲文化、陈楚文化等历
史文化价值，形成北到太康县城南太
康陵、少康陵，连接刘庄遗址、朱丘寺
遗址， 东到平粮台古城遗址以东，南
到平粮台古城以南，涵盖整个淮阳城
区，西到时庄遗址、太康陵的周口历
史文化核心展示区，为提炼展示中华

文明的精神标识贡献周口力量。同时
依托豫东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田
野考古教学科研实习基地成立周口

市“夏代遗址群落”研究中心，积极开
展夏文化考古发掘，进行全方位科研
合作，争取在夏文化研究和中原地区
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做出更多贡献。加
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推动文物
活化利用， 充分展示周口漕运文化、
农耕文化、黄泛区文化。 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
略。 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推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 、虚拟现
实、 增强现实等技术在文化创作、生
产、传播、消费等各环节的应用。推动
农文旅深度融合。 发挥农业资源优
势，利用农业、林业、水体、传统村落、
古镇等资源， 开发一批观光休闲、农

事体验、游园采摘等乡村旅游示范项
目， 结合沙颍河生态文化旅游带建
设，提升沿线景观质量，发展沿河亲
子休闲、水上娱乐、帐篷露营等新业
态。 推出一批胡辣汤、邓城猪蹄等特
色名吃，让游客沿着沙颍河“从头玩
到尾”“从早吃到晚”。 打造文旅行业
品牌。 发挥周口 “中国杂技之乡”优
势，支持杂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延伸
杂技产业链条，支持河南金贵演艺集
团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做大

做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持续
提升文旅文创产业质量效益。推动景
区建设提质升级， 对照国家 5A 级景
区标准，深度挖掘老子文化的时代价
值，强化整合利用和活态展示，全面
提升老子故里旅游区建设质效。推进
杜岗会师纪念馆、 黄泛区生态旅游

区、 袁寨古民居完善游客服务中心、
旅游厕所、 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丰
富景区业态， 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 加快推动平粮台古城遗址公园
建设 ，打造以淮阳古城 、龙湖 、平粮
台古城遗址、 时庄遗址为重要支撑
的周口历史文化核心展示区。 优化
文旅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探索引入
市场机制，开展多元经营，推动景区
经营管理市场化、专业化发展。 以高
质量发展为指向， 加大文旅产业在
用地、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努力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

感，扩大“道德名城、魅力周口”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②6

聚力改革创新 绘就文旅新篇

������本报讯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刘
鹏飞) 为打好秋粮田间管理攻坚战，
克服汛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连日来，
商水县广大干群齐心协力， 不等不
靠，迅速行动，帮扶群众精准开展田
间排涝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记者日前来到商水县张庄镇赵

棚村。 在位于沙河堤下的一片农田
内， 只见新开挖的沟渠纵横交错，由
于地势低洼，连续两天的降雨又形成
了部分积水， 数台挖掘机正在作业，
将水路相互连通后，顺畅排入 500 米
外的干渠。

记者一路西行，发现村庄外沟渠
旁，随处可见轰鸣着的各类机械和臂
戴红袖章的基层党员干部，成为农村

一幅独特的风景线。 在河湾村，挖机
已经连续工作了 10 天， 在 3 千米的
乡村道路两侧， 开挖出高标准排水
沟，与周漯路旁主干渠相连通。

河湾村党支部书记陈青献说 ：
“这是俺村里以前的一个小排水沟，
雨水一大就会影响排水，现在正在拓
宽改造，达到上口三米深度两米的标
准，这个沟打通之后，附近二百亩地
都不会再存积水了，大大提高了排水
功能。 ”

张庄镇为最大限度防止农作物

减产，发动群众、组织镇村干部和 498
个网格员对农作物受灾情况和积水

点严格排查， 每天开调度会研判推
进，同时全镇 9 个“蓝天卫士”高清摄

像头确保排查不留死角。 干群齐心协
力排涝。 目前，全镇已经基本达到无
积水农田。

“连日来，张庄镇党委、镇政府积
极响应市县关于农田除涝暨水系连

通工作要求，不等不靠、迅速行动，采
取强化领导、夯实责任、严格排查、重
点整治等得力措施，整村推进、整体
连通，实现小沟通大沟、大沟通河流、
全镇水系全面连通的目标。 ”张庄镇
党委书记王文灵表示，“下一步，张庄
镇将以除涝保秋为总体目标，坚决扛
稳粮食安全重任， 严格按照河道、沟
渠管理‘六不准’要求，确保水利设施
能够长久发挥作用，为今年秋收秋种
提供坚实保障。 ”

记者还来到位于张庄镇的高标

准农田核心示范区， 只见连成片的
大田内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绿意盎

然。
据了解，入汛后，商水县成立了

农田排涝工作专班，全体县处级干部
下沉一线 、指挥调度 ；县委 、县政府
“挂图作战”，县委书记、县长每天晚
上听取乡镇党政正职工作汇报，确保
逐个清零。 各乡镇办制订农田排涝方
案，强化科技赋能，借助蓝天卫视、无
人机等技术手段， 锁定积水点位，精
准推进沟渠改道，做到田间积水应排
尽排。 目前，商水全县形成了县乡村
三级干部和百万群众同心的强大合

力，力争为秋收秋种打好基础。 ②6

商水：齐心协力排涝保障秋粮丰收

郸城吴台镇：党员干部冲在排涝最前沿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王成
森）8 月 27 日上午， 在郸城县吴台镇
张楼行政村朱寨村， 包村干部徐书
磊、村党支部书记尚艳明、村干部张
领先正在带领群众在田间挖沟排水。
铲车挖开路沟后， 热心群众王国层、
王国生也一起跳入泥中排水。 近期以
来，吴台镇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
召，动员全体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防汛排涝冲在前。

8 月 26 日晚 10 时许， 该镇杨老
家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杨东亚和包村

干部王俊峰还在玉米地里忙碌着 。
“积水这么多， 晚上怎么睡觉都觉得
不踏实，干脆也别休息了，抓紧时间
彻夜排水吧。 ”深夜 11 时，大片蚊虫
悄然飞到水面上、地边，杨东亚、王俊
峰两人不顾蚊虫叮咬，主动带头跳入
污水中，用双手不断摸索、打捞着排
水管道口的淤泥、 枯草等堵塞物，疏

通沟渠，在污水中奋战到天亮。
据了解， 自 7 月份强降雨以来，

吴台镇辖区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的积

水内涝，为确保农田排水畅通，减轻
暴雨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吴台镇
所有镇、村干部深入一线，按照排涝
难易程度， 积极寻找最佳排涝路径，
科学调度机械、组织人力，打通田间
竹节沟、地边路沟，对积水严重地块，
组织排水机械强排积水；对于人工难

以疏通的地块，则调来挖掘机协助作
业，打造出“深挖沟、疏通渠、布网络”
的纵横排水网，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
排涝护田工作。

在农田排涝这场“大考”中，吴台
镇党员干部不分昼夜奋斗在农田排

涝的第一线，不怕困难，连续奋战，对
农田不间断进行排水，全力排除农田
积水，切实将积水对农作物的影响降
到最低。 ②6

������8月 30日，太康县纺织产业园银鑫棉业一名员工在认真作业。 近年来，太
康县以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建设为平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着力打造纺织服装
产业。 如今，太康县纺织服装产业园已入驻企业 68 家，纺织规模达到 176 万
锭，喷气、喷水、圆盘织布机规模达到 1万台，服装年加工能力达 6亿件。

记者 沈湛 摄

������新学期、新梦想、新征程。 9月 1日，我市各中
小学、幼儿园正式开学。 图一：文昌小学校长走进
一年级班级，与新生和家长见面，送去美好祝福，
开启“开学第一课”。 图二： 9月 1日上午，周口市
第四实验学校学生在家长陪伴下到学校报到。

记者 卢好亮 梁照曾 摄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我宣布，
城区 5 所新 （改扩 ） 建学校集中交
付！ ”9 月 1 日上午， 随着沈丘县委
书记田庆杰一声令下， 该县城区新
（改扩）的沈丘高中、北城第一实验学
校、北城第二中心小学、东关小学、南
关小学集中交付使用。

沈丘高中（新建）总投资 5.54 亿
元，新建教学楼、综合楼、宿舍楼、图
书楼及其他教辅用房，配套建设运动
场、校园绿化等附属设施，建筑面积

10.35 万平方米， 新增学位 5000 个；
北城第一实验学校 （扩建） 总投资
5460 万元，新建男女生宿舍楼、餐厅，
建筑面积 1.47 万平方米， 新增学位
1000 个；北城第二中心小学（新建）总
投资 1847 万元， 新建宿舍楼、 餐厅
4008 平方米， 改造教学楼、 综合楼
4145 平方米，配套建设运动场、校园
绿化等附属设施， 新增学位 540 个；
东关小学（扩建 ）总投资 4980 万元 ，
新建教学楼、综合楼、运动场，建筑面

积 1.11 万平方米，新增学位 1350 个；
南关小学（扩建 ）总投资 2850 万元 ，
新建教学楼、运动场，建筑面积 4850
平方米，新增学位 1620 个。

近年来，沈丘县紧紧围绕“教育
振兴”战略，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地位 ，高位谋划 ，统揽布局 ，按照
“城乡教育一盘棋”的发展理念，在全
市率先推进城乡教育布局调整，投资
19.39 亿元新（改扩）建城区中小学校
18 所，农村寄宿制小学 5 所，新增学

位 2.7 万个。去年 8 月 31 日集中交付
新（改扩）建学校 8 所，全面推动城区
学校“大班额、大校额”化解，在推进
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道路上迈

出了坚实且重要的一步。
沈丘县县长余长坤说：“5 所学校

集中交付使用， 是沈丘县的一件盛
事，也是沈丘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
程碑，标志着全县教育迈上一个新的
台阶，也必将为全县教育发展带来新
的动力。 ”②6

沈丘：城区 5所新（改扩）建学校交付使用
图一图二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李
涛）9 月 1 日， 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
数字产业项目启动暨数实融合产业

园开园仪式在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

数字乡村运营基地举行。
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正不断强

化科技引领， 建设现代农业创新高
地，打造具有周口特色的区域公共品
牌。不断深化与腾讯云及其生态伙伴
的合作，在数字乡村建设、数字农业
发展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加快推进传
统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升级，为黄淮平原传统农业提质增效
作出示范、提供样板。同时，此项目将
助推数字农高区建设，引领郸城县域
经济发展。郸城将整合全县电商物流
资源，发挥县园、乡站、村点物流体系
作用，全力以赴助力农高区高质量发

展。
据悉，2023 年，河南周口国家农

高区与腾讯云及其生态伙伴达成战

略合作， 共同以数字技术赋能农高
区，建设数字产业运营平台———农高

号，构建高效、便捷、全面的数字化服
务体系，推动农高区建设提速增效。

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数字乡村运营基地将紧抓数
字经济产业新趋势，联动国内农文体
旅领域的要素资源，推动产业创新升
级，实现农高区主导产业与特色产业
链条间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助力
农高区建设小麦产业创新发展引领

区、黄淮平原现代农业示范区、科技
支撑乡村振兴典范区、农业高新技术
企业集聚区和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基地。 ②6

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数字产业
项目启动

□晨曦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
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印发，其
中明确提出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
持教师积极管教。

在教育手段上失之于软，是当前
普遍存在的现象。 近年来，因认知差
异引发的舆论争议、合理惩戒权受挫
等，导致一些教师不敢举起“戒尺”，
面对“行为不端”的学生只能“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不少学生因此淡化纪
律意识，失去敬畏之心，教育秩序受
到严重破坏。

把教育惩戒权还给教师，是对教
育理念的纠偏。《三字经》中说：“玉不
琢，不成器。”俗语有云：“树不打杈要
歪，人不教育要栽。”复旦大学教授钱
文忠曾呼吁“避免以爱的名义对孩子
让步”。 无数事实证明，教师手握“戒
尺”， 才能及时纠正孩子的一些不良
行为和举止， 才能真正发挥园丁作

用。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很多家

长的殷切期望。家长希望教师严管孩
子，又害怕孩子因惩戒受到伤害。 教
师想要严管孩子，要冒着被罚被告的
风险。 之所以存在这种矛盾，根本原
因在于教育惩戒和体罚、变相体罚的
界限不清晰， 教育惩戒尺度不好掌
握。

要知道，惩戒只是手段，教育才
是目的。教育惩戒的关键在“戒”而非
“惩”。 教师在使用教育惩戒权时，要
做到小“惩”大“戒”，不能矫枉过正，
演变为体罚，也不能敷衍了之，让孩
子失去敬畏之心。这把“戒尺”要有力
度、有温度，唯有如此，才能让家长和
老师达成共识， 才能让孩子信其道、
亲其师，真正成人成才。 ②6

小“惩”大“戒”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