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家全：书画兼修为郸城增光添彩
本报讯（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辉

文/图） “郸城县是中国书法之乡，书
画名家云集。杨家全自幼跟随父亲练
习书法，后来兼修绘画，并创办工作
室，以翰墨丹青为郸城增光添彩。”11
月 9日，郸城县知名书画家杨家全在
万洋书画室现场创作《春山松韵》，并
与好友进行交流时，书画界同行张兴
明和书画爱好者吕新文等人一边欣

赏，一边赞叹。
杨家全于 1962 年出生于河南

省郸城县胡集乡，在那个物资匮乏
的年代 ，果腹尚艰 ，学书习字更是
奢望。 而杨家全的父亲却写得一手
漂亮的钢笔字 ， 杨家全受父亲影
响，自幼爱上了习字。 没有纸墨，杨
家全就用锅底灰作墨 、 塑料布作
纸，写完之后洗掉再写，冬练三九、
夏练三暑，如痴如醉。 13 岁时，杨家
全书写的毛笔字成为全校典范，多
次参赛并获奖。 高中毕业后，杨家
全进入城关镇纸箱厂工作，从事美
术设计工作。 当时知名的香烟名印
刷体， 大都出自杨家全之手。 1986
年，杨家全举办了郸城县历史上第
一次个人书法展。 1999 年，杨家全
专业研习书画，绘画作品以花鸟为

主。 2007 年，杨家全被中国书法院
硕士生研修班录取，学习古代山水
画。 2011 年至今，杨家全潜心学习
黄宾虹山水画。 2014 年，杨家全到
中国国家画院深造。 目前，杨家全
是中国国家画院范扬工作室书画

家 、河南省书协会员 、河南省美协

会员。 2023 年 4 月 28 日，杨家全的
个人书画展在河南大观美术馆成

功举办，央视书画频道进行专题报
道。 同年 12 月， 央视频专题播出
《杨家全书画艺术纪录片》。

记者在现场看到， 杨家全的行
楷飘逸清秀、古朴典雅，草书则大气

豪放， 运笔灵活自如， 章法自然天
成。杨家全善于画梅花。为了观察梅
花，杨家全特意租地种了 3000 多株
梅花树，对梅花进行全方位了解，用
两年时间完成一幅长达 120 米的梅
花长卷。杨家全善于画山水，他访遍
名山大川，叩访名师求学，初学董其
昌、沈周和元四家，后来迷上了黄宾
虹。 杨家全从黄宾虹的山水画中得
到启发，开创了极简山水风格。

创作山水画时，杨家全以天然幽
淡为趣，以墨线为主，删繁就简，往往
信手而作，寥寥几笔便能勾勒出一幅
意境深远的山水画。其作品构图简略
随意，以线型为主体，弱化皴、擦、染
的技法，通过有数的线条分割画面形
成构成主义特征。这种“结构感”使他
的作品具有更多的抽象因素，虽然画
面简约，笔墨意境却耐人寻味。 一图
一境，一境一意，从不同侧面展现了
令人醉心的田园风情。

“作为中国书法之乡郸城的一
员， 我骨子里就有书法、 绘画的情
结，无论是在北京的书画室，还是在
郑州的创作室、 即将设立的深圳交
流馆，我都要笔耕不辍，为老家郸城
增光添彩。 ”杨家全坚定地说。

基层人物

责任编辑：范小静 美术编辑：陈琼 电话：6199503 ２０24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二郸城新闻 3
郸城：坚决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徐松） 11月 11日上
午，中共郸城县十三届县委常委会第 78
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对民政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第

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关于攻坚决胜“后两月”的工作
提示》、省委副书记孙梅君在“贯彻《河
南省市县党委巡察工作实施办法》推动
市县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专题部署暨
培训辅导会上的讲话和省委常委、省委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巍的讲话精

神，研究部署民政、集中整治、巡视巡
察、经济发展等工作。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
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饱含着浓厚的
为民爱民情怀。 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
各级民政部门要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和第十五次全国民政

会议精神，落细落实“四个以”的重要
要求，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着力加
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持续提升服务水平，持续强化党建
引领保障作用， 以务实有效的举措开
创民政工作新局面。

会议要求，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统

一思想、提高站位，认真贯彻落实攻坚
决胜“后两月”安排部署，坚持“责任再
压实、办案再攻坚、整治再深入、改革
再推进、督导再加力”，进一步明确工
作目标，在案件查办上持续发力，在问
题整治上紧盯不放， 在责任链条上压
紧压实，以超常规力度，推动集中整治
取得实效， 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河南
省市县党委巡察工作实施办法》的精神
实质，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增强贯
彻落实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巡察工

作向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要从
严开展巡察工作，加强巡察机构建设和
巡察干部能力建设， 扎实推进巡视整
改，持续推动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 要切实增强抓好经济
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认真落实中
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决扛稳扛
牢部门职责，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科
学制定发展措施，充分汇聚发展合力，
进一步锚定目标、坚定信心，以排除万
难的勇气和担当， 全力以赴冲刺四季
度， 坚决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

“四个三”工作法广筛优储村级后备力量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张杰）

今年以来，郸城县根据中组部和省市关
于村党支部书记后备力量培育储备工

作要求，结合村“两委”班子中期评估，
围绕选、育、管、用“全链条”，创新“四个
三”工作法，着力打造源头性储备、多渠
道发现、全方位培养、动态化管理的村
党支部书记后备力量储备工作体系，为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储势蓄能。

突出 “三高一点”， 推动工作落
实。 突出高站位，县委常委会两次研
究并出台工作方案，县处级领导分包
22 个乡镇（街道），逐村（社区）走访摸
排 ，分析研判 ，形成合力 。 突出高需
求 ，结合中期评估情况 ，按照即将退
职村干部数量的 2 倍储备后备力量。
突出高举措 ， 总结推出三个全面掌
握 、四个一批 、五问 、六个聚焦 、十步
工作法等举措 ， 使工作任务更加明
确 、工作流程更加优化 、工作效率更
加高效。严格把握时间节点，现任 531

个村 （社区 ） 党支部书记平均年龄
49.3 岁，大专及以上学历 278 人、占比
52.4%， 到下一轮换届时因工作及其
他原因预计调整 154 人。

坚持“三荐一考”，放宽选人视野。
郸城县通过内部培养、对外回引、统筹
储备，全方位、多维度选拔村党支部书
记后备力量。 抓好源头储备，建立毛遂
自荐、干部举荐、党员群众推荐和乡镇
党委考察初步确定的“三荐一考”机制，
注重从农村致富带头人、 种植养殖能
手、退伍军人、回乡大中专青年、外出务
工返乡经商人员中选拔优秀人才。截至
目前，郸城县开展中期评估座谈会 531
场次，累计入户走访 6336户。 全县 488
个行政村筛选储备党支部书记后备干

部 944人、村“两委”其他成员后备力量
1266人。 全县 43个社区筛选储备党支
部书记后备干部 76 人、社区“两委”其
他成员后备力量 129人。

把牢“三关一回”，确保人选质量。

把牢人选标准关， 坚持好干部标准和
“重品行、重实干、重公认”的用人导向。
把牢组织审查关，参照村干部任职“九
不能六不宜”负面清单，开展县级联审，
坚决防止“带病备案”“带病培育”。 把牢
动态调整关，按照“能进能出、动态调整”
的原则，建立健全村级后备力量动态管
理机制。 吸引 367名在外人才回流，其
中作为党支部书记后备力量储备的有

95人，并以此带动产业回流、资源回流、
文化回流，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实行“三制一库”，完善管人机制。
郸城县按照“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
培养”的思路，加强理论培养和实践锻
炼，缩短村级后备人才成长期。建立教
育培训机制， 通过 “课堂+实践”“线
上+线下”的方式，开设政策理论、基
层党建、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课程，
全面提高后备力量综合素质。 健全帮
带培养机制 ，构建形成 “3+1”帮带机
制， 明确 1 名乡镇领导 、1 名包村干

部、1 名村干部与村级后备力量建立
结对帮带关系 ，881 名乡村两级干部
帮带 989 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后备
力量。建立跟岗锻炼机制，安排后备干
部参与村级事务管理， 不断提升其服
务基层能力。目前，郸城县有 518 名村
级后备干部参与村务实践或试岗锻

炼。 实行村级后备干部“一人一档、一
乡一册、一县一库”动态管理。目前，郸
城县已初步入库 2415 人，其中党支部
书记后备人选 1020 人。

“我们按照中组部和省委组织部、
市委组织部要求， 压紧压实县乡主体
责任，持续‘下深水’摸排，确保人选高
质量，达到学历、年龄、来源‘一升一降
一优’。持续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选拔和
培养，强化跟踪培训提升能力，加强传
帮带提升学历， 未雨绸缪做好即将离
退人员工作，让正常离退休干部‘离岗
不离党、离任不离心、退位不褪色’。 ”
郸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蒋磊说。

郸城绢花“香”飘海外
群 众 在 家 赚 外 汇

本报讯（记者 徐松 通讯员 杨卫
杰 王旭 魏可 文/图） “我在郸城县 4
个乡镇设置了绢花材料分发点，带动
1000多人就业， 群众足不出户就能
加工绢花赚外汇，一年卖给俄罗斯等
国家 500 多万束绢花。 ”11 月 7 日，
在郸城县汲水镇高王庄村绢花厂，有
的忙着熔胶插花、 有的忙着打包，现
场一派繁忙场景。绢花厂负责人王坤
一边指导工人干活，一边向记者展示
供不应求的外贸订单。

据了解，绢花也称“京花儿”“仿
真花”“假花儿”，制作原料以轻、薄、
透、 挺的绢布为主， 造型以五颜六
色、千姿百态的鲜花为参照，再配上
各种点缀， 就形成了一朵朵栩栩如
生的绢花。 绢花可作为胸花、领花、
帽花等，也可用于婚庆礼堂的装饰，
如瓶插、盆景、花篮等。

记者在高王庄村的绢花生产车

间看到，绢布被裁成圆片，经过高温
高压，被轧成花瓣。 工人把花瓣按数
量、颜色叠放在一起，随着巧手上下
翻动，一朵朵花头就做成了。 下一道
工序的群众给花头加上一两片绢布

裁的绿叶，再蘸一下热熔胶，插在花
枝上，待花枝插满花头，一束成品绢
花就成型了。 负责包装的工人把 30
束绢花装成 1 小包，24 小包装成一
大箱，就可以装车出厂了。

“这里是总厂， 不仅是总批发
点，还是免费培训学员的地方。技术

很好学，把花头、花枝、热熔胶拿回
家，插好花头再送回来就行了。一束
花的手工费是 1 毛多， 白天不耽误
干农活，晚上抽空插花头，轻轻松松
月入 2500 元。 ”近日，58 岁的王仰
金一浇完地里的麦子， 就到车间轧
花瓣。 王仰金告诉记者，他 84 岁的
母亲和妻子于培英都在家里插花

头，全家轻松月入六七千元。
记者随后来到王仰金家， 于培

英和 84 岁的婆婆正在家里插花头，
她们二人左手拿着花枝， 右手捏着
花头，蘸一下热熔胶，插在花枝上。
一束花有的 8 个花头、 有的 6 个花
头，颜色不一。 于培英眼疾手快，最
多时一天能做 2400 束绢花。老太太
84 岁 ，耳不聋 ，眼不花 ，一天能做
400 束左右绢花。

2021年， 汲水镇根据群众就业
需求，鼓励引导在浙江义乌创业并有
经营门路的王坤回乡办厂。因为技术
简单、一学就会、可以在家加工，农闲
时节，十里八村的群众都来拿材料回
家加工。 绢花厂发展由小到大、由大
到强，目前，已在高王庄村建设 3 个
车间。

汲水镇镇长刘素英说， 随着农
业现代化产业化水平的提升， 农忙
时间缩短，农闲时间多了起来，在优
厚政策支持下， 他们积极扶持在外
成功人士返乡创业， 为乡村振兴蓄
势赋能。

11 月 7 日 ，记
者在郸城县 “零工
市场”看到，工人正
忙着制作微景观 。
据了解，今年以来，
郸城县高质量打造

“零工市场”， 组织
900 多家企业提供
就业岗位 2 万多
个， 拓宽群众就业
渠道。

记者 徐松 摄

开展技能培训 促进就业增收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陈

义）近年来，郸城县围绕就业保民生，
大力推进 “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
设，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积极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拓宽群众就业
渠道，以培训促就业，以就业助发展。

近日， 在郸城县康贝职业培训
学校养老护理培训班， 学员刘福玲
告诉记者 ：“我学的是养老护理知
识，包括给卧床老人换洗衣服、喂食
等， 这些知识对我将来就业有很大
帮助。 ”

除养老护理知识外， 培训班还
讲解家政服务、母婴护理、电工等方
面知识。为更好地帮助学员就业，该
培训学校还与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用工单位签订就业协议。 郸城县康
贝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范霞说：“希
望学员都能依靠所学技能找到高收

入工作。 ”
在李楼乡后王寨村农村劳动力

职业技能电子商务培训现场， 授课
老师面对面为学员讲解短视频的拍

摄、剪辑、制作、发布及账号养护等
方面的知识。 学员李小飞说：“此次
培训让我学到不少直播带货知识。
我坚信， 我可以让家乡的味道传得
更远。 ”

近年来， 郸城县坚持把劳务技
能培训作为促进劳动力稳定就业和

提高务工收入的重要抓手， 以就业
需求为导向，以持证为标准，以真正
学到技能为目标， 着力促进参训人
员素质和技能“双提升”。

郸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成员、 总就业指导师尤玉怀告
诉记者 ：“我们将打造以订单定培
训、以培训提技能、以平台强服务、
以项目促就业的培训就业服务链

条， 有针对性地帮助城乡劳动力掌
握一技之长，实现从‘体力型’向‘技
能型’转变，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

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确保辖区安“燃”无恙

洺南街道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丁
三军 夏笛 ） 为提高燃气事故防范
能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 郸城县■南街道全体干部
职工扛牢监管责任、营造安全氛围，
深入查找突出风险和问题短板，强
化群众安全生产意识， 坚决筑牢燃
气安全防线，确保辖区安“燃”无恙。

扛牢责任传压力。 ■南街道召
开专题工作部署会、推进会，对燃气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明确排查整治重点，压实属地管
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构建“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的安全管理体系，
推进安全责任进一步落实。

大力营造宣传氛围。 各社区通
过“线上+线下”的方式 ，广泛开展
安全培训，入户宣传 600 余次，组织
网格员、 志愿者上门发放燃气安全
宣传单， 将燃气安全常识送进千家

万户， 提高群众的风险辨识能力和
自救互救技能，达到“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的目的，确保燃气安全
无事故。

全面排查整改。 ■南街道应急
办、各站所、各社区、各级网格联合
成立专项检查组 ， 对辖区餐饮企
业、商超、加工厂等进行全面排查，
重点对燃气具、用气环境等进行检
查 ，建立问题整改台账 ，明确整改
责任和时限，确保隐患问题及时整
改到位。

下一步， ■南街道将持续严格
规范燃气管理，紧盯餐饮经营企业、
商超、各类加工厂等，做好燃气安全
大检查，加大安全用气宣传力度，时
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从源头上
预防和遏制燃气安全事故发生，筑
牢燃气安全“防火墙”，确保辖区安
“燃”无恙。

工人忙着打包绢花。

杨家全正在创作绘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