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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7 月 13 日，

位于田庄乡东李村的市望三江实业有

限公司车间里，工人们在赶制订单。“我

们现在接了几个大的订单，这多亏了人

社部门上门送的贷款。”该公司总经理

许广亮说。

该公司是一家从事电器电料组装

及中低压电柜制作的企业，带动附近村

民就业超百人。前段时间，由于要采购

大量的原料，资金有些紧张。叶县创业

贷款担保中心主任李春生一行上门走访

了解公司情况后，很快为其发放 170 万

元贷款，帮助该公司解了资金难题。

稳定群众就业，是叶县促进乡村振

兴、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的首要举措。叶

县属于劳动力大县，务工增收是群众增

收的重要来源。该县牢牢恪守就业优先

的原则，今年以来开展“春风行动”“万人

助万企 人社保用工”等专项就业服务活

动20余场次，为380余家企业招聘3700

余人。持续推动跨省人力资源合作机制

创新，连续四年点对点送工 7000余人，

该县的就业工作“昆山模式”不断完善创

新，成为全省就业创业工作的一面旗帜。

在外送务工人员就业的同时，该县

也积极招商引资在家门口上项目。除

了依托境内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

聚区和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吸纳就

业外，各级各部门还依据当地特点成立

返乡创业园和产业孵化基地吸引群众

就业、返乡人员创业。今年以来，县乡

两级返乡创业园区建设稳步推进，返乡

创业持续升温，返乡创业 3556人，创办

经营主体 3181个，带动就业 9389人。

创业路上难免磕绊，尤其是资金困

扰将直接影响经营，进而影响就业吸纳

力。为此，叶县用足用活多项政策筹集

整合资金，坚持人社讲堂走基层、人社

政策送上门、创业资金找主体，今年前 6

个月，仅人社部门就发放创业贷款 7054

万元，有力地稳定了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发放开业补贴 134 万元、运营补贴

166万元，居全市第一。

今年上半年，叶县持续深化落实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政策，累计开展

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2.57万人次，新增技

能人才 8819 人，新增高技能人才 4115

人，其中联合县直部门开展建筑工匠、

食品安全员、文旅餐饮等技能培训 56

场 3110 人，有力提升了群众就业能力，

提高了就业率。

水寨乡屈庄村村民王小红的家庭属

于突发严重困难户，她由于种种原因不

能外出务工，提交申请后，7月初，县人

社部门批准吸纳其成为叶县乡村公益性

岗位人员，参加县人社部门养老统筹金

宣传工作，每月能领取 750元。该县在

全市率先从脱贫享受政策和风险未消除

的三类户中开发就业、养老服务公益性

岗位310个，每人每年稳定增收9600元。

夯实保障兜底，守牢不发生贫困的

底线。去年以来，该县累计发放养老保

障待遇 264万人次 3.3亿元，其中提标资

金 1316万元；为四类人员代缴养老保险

155万元。居民养老保险和社保宣传工

作经验被全省推广。在全县 18 个乡

（镇、街道）健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

机构，联合县工会推出全市首家“法律

援助+劳动仲裁”工作模式，帮助 1076

名劳动者追讨工资 1322万元，代表我市

接受全省 2022 年度根治欠薪现场考

核，受到好评。

稳就业 促创业 守底线

叶县多举措确保群众增收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秦文

佳）“这既是一场舞台剧，也是一堂生动

的廉洁教育课，形式新颖、触及灵魂、深

受教育。”连日来，叶县纪委监委举办的

大型廉洁主题舞台剧《步步惊心》展演

活动引发全县党员干部热议。

近年来，该县纪委监委把加强新时

代廉洁文化建设融入一体推进反腐败

的各环节全过程，注重挖掘优秀传统文

化、本土文化资源中的廉洁因子，丰富

优质廉洁文化产品供给，在阵地建设上

下功夫，擦亮“清廉叶县”品牌。

拓 宽 阵 地 ，提 升 廉 洁 文 化“ 渗 透

力”。县人民医院在医务人员手机屏保

上插入廉洁语句，全县 18 个乡（镇、街

道）打造廉洁示范村（社区），各县直部

门、国企全面推进“清廉单元”示范建

设；该县纪委监委联合相关部门建设廉

洁文化广场、文化墙等廉洁文化阵地，

以漫画、警句、长图等形式将廉洁文化

融入机关、校园、社区建设中，引导村

（社区）在本地名人典故、家风家训、村

规民约中提炼廉洁因子，在潜移默化中

引导党员干部群众接受廉洁文化洗礼；

深挖全县历史古迹、红色旧址、旅游景

点、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宝藏”，精

心挑选叶县县衙、段庄革命老区等 10余

处廉洁文化资源“串珠成链”，绘就特色

廉洁文化地图，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

“清廉地标”，推出廉旅路线，开通“廉在

路上”清廉公交，掀起“廉游打卡”热潮。

活 用 资 源 ，提 升 廉 洁 文 化“ 亲 和

力”。该县紧密结合全面从严治党新

形势，创作党员干部看得懂、听得进、

记得住的廉洁文化精品力作，让廉洁

教育“走新”“走心”。专题策划制作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引用的中国古语“廉

文化”解读视频；编纂《叶县廉洁文化

选编》，宣传黄庭坚、焦宏、黄嘉善、欧

阳霖等本土清官廉吏故事，制作《叶县

清官史话》系列动漫。其中，结合叶县

县衙廉政文化制作的《戒石铭碑》文物

话廉原创视频亮相中央纪委网站首

页，人民日报、河南电视台等主流媒体

纷纷转载；本地文艺工作者通过豫剧

唱段改编、三句半等，创作《清风叶县》

《清风颂》等一批优秀廉洁文化作品，

让党员干部群众在廉洁文化作品中品

味清风、激扬正气。

丰 富 载 体 ，提 升 廉 洁 文 化“ 传 播

力”。该县纪委监委建立主题策划、采

编推送等机制，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出

彩”“出圈”。打造电视节目《清廉叶县

建设系列谈》《清廉之音》；推出《节气话

廉》《诗词与廉》等原创动漫视频；开设

纪检监察干部释纪说法专栏；策划制作

《一封家书》《萌娃说廉语》《青年说清廉

说》等系列视频；组织廉政豫剧《第一粒

扣子》《七品芝麻官》《芝麻官下江南》及

舞台剧《步步惊心》和本土投拍廉政豫

剧电影《血溅乌纱》在叶展演，做到每月

有主题、持续有活动，为全县党员干部

送上“廉洁艺术套餐”，实现廉洁文化入

脑入心。

拓宽阵地 活用资源 丰富载体

县纪委监委推动廉洁文化入脑入心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甘春丽）“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

学则不固……”7月 11日早晨，在叶

县盐都公园、第二实验学校附近等

读书点传出琅琅书声，为古城昆阳

增添了书香气息。

这是叶县妇联自 2018 年发起

的暑期公益晨读活动，是一项面向

全民的开放性、自治性读书活动，

读书点分布在社区、公园等。

“每年暑假我们都招募志愿者、

设立读书点，每天早上 6:00—7:00，

孩子和家长可就近自愿参加晨读，

领读志愿者会带领大家诵读《论

语》《老子庄子选》等国学经典。”县

妇联副主席杜娜说。

今年暑假前，县妇联发出关于

招募 2023 年“全民阅读·书香家

庭”暑期公益晨读点志愿者的公告，

短短几天就有十余名志愿者报名。

李锋、宋水灵都是学校的教师，也是

最早参加该活动的领读志愿者。他

们每天早早地赶到盐都公园，做好

各种准备，用情怀、仁爱、真心在孩

子们心中播撒希望的种子。

“我从读《论语》中学到了很多

做人的道理，让我明白要做一个懂

礼、理、孝的人。”第二实验学校二

九班学生刘梓荷说。

“从‘孩子读、家长看’到‘家长

孩子共读’，再到不带孩子的成年人

主动加入，这是暑期公益晨读带来的

最可贵的变化，真正实现了全民参

与、全民阅读。”县妇联主席刘敏红说。

叶县暑期公益晨读活动已开展6年

又闻琅琅读书声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李婉婷）7 月 13 日，在位于仙台镇

西董庄村的华伟学校，该校校长董

华伟和学生一起阅读。

董华伟是名残疾人，2004 年

在叶县残联等部门的支持下，多方

筹资创办了集幼儿园、小学于一体

的华伟学校。学校在兴办之初面

临资金短缺，县残联不仅提供资金

扶持，还多次到学校开展培训。

当天，在叶县广达铝业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车间，残疾工人刘广河

在岗位上忙碌着。几年前，在县残

联的推荐下，他来到该公司上班。

“感谢县残联的关照，让我能在家

门口上班，不但能自己养活自己，

还能照顾家里。”刘广河说。

近年来，县残联紧扣“群众增

收”和“五个坚决做到”工作要求，

多措并举实施“政策找人”专项行

动，推动残疾人办证、扶残惠残、创

业扶持、转移就业、康复救助等涉

残政策落地落实，让残疾人保障服

务更便捷、高效、暖心。

据县残联副理事长王跃军介

绍，今年以来县残联扶持 16名持证

残疾人创业，投入 40万元扶持 3名

残疾人成为转移就业示范带头人，

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8期，参加

培训人员340人，实现就业686人。

资金扶持 技术培训

县残联助力残疾人创业就业

7月 11日，走进仙台镇布杨村，水

泥路平坦整洁，村广场设施齐全，大棚

内蔬菜长势喜人。村民们说这都是杨

书记的功劳。

村民口中的“杨书记”叫杨晓亮，

2008 年杨晓亮退伍后跟随舅舅在外

搞建筑，收入稳定。当回家探亲的他

看到父老乡亲生活并不富裕时，决定

回乡创业。2018年，布杨村“两委”换

届，杨晓亮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为发展村集体经济、改变村容村

貌，杨晓亮带领村干部、村民外出考察

学习。考察归来，该村决定流转土地

390 亩（1 亩≈666.67 平方米），用于种

植香菇、强筋小麦和饲草玉米。

村党支部以打造“五星工坊”为抓

手，发展特色种植业。杨晓亮带头筹

集 13万余元购买种子、化肥、机械等，

联系本村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回乡建设

蔬菜大棚。截至目前，该村已投入生

产的蔬菜大棚有 53 座，年销售额 80

余万元，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 30余万

元，常年带动 40余人务工。

在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该村十分

注重改善村内人居环境，成立村庄规划

建设委员会，制定科学合理的村庄布局

规划。杨晓亮带领村干部和村民组建

红马甲志愿服务队，定期对村里的大街

小巷、房前屋后进行全面打扫、清理。

近年来，该村修整柏油路 2000余

米、硬化水泥路 1000 余米、种植绿化

树 1200余棵、新建花坛 500米，并修建

了村室、卫生室、文化广场，安装了路

灯，全村都用上了自来水、宽带等。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李婉婷）

“五星”闪耀
村美民富

“感谢镇党委、政府及时伸出

援手，帮俺解决了贝贝南瓜的销售

难题。”7月 12日，叶邑镇八里园村

党支部书记曹占军说。

八里园村种植的 100亩（1亩≈
666.67 平方米）贝贝南瓜在 7 月进

入采摘期时，却遇到了销售难题。

于是，曹占军试着给镇党委书记王

燕君打了电话，看看镇里能不能帮

村里想想办法。“放心，镇里一定想

办法帮助你们。”王燕君答应道。

该镇党委、政府立即组织人员

对接，进一步掌握实际情况。原

来，今年初八里园村通过实地考察

学习，决定引进贝贝南瓜、板栗南

瓜进行试种，并采取“土地+技术”

的经营模式与叶县夏李乡达日好

生态农场合作。选种、育苗、施肥、

除草，每一个环节都精心管理，南

瓜成熟采摘后品相好、口感正，但

由于种种原因，南瓜还有 10多万斤

（1斤=500克）存量。

为解决销售问题，该镇在借助

传统媒体宣传报道的同时，邀请夏

李乡澧水湾电商直播平台走进叶邑

镇鸿园牧歌观光园南瓜种植基地，

直播推销南瓜产品。主播们把南瓜

的特色以说、看、品尝等方式推介给

消费者，单场直播销售量 1.3万斤以

上，销售额 5万余元。一场直播使

“睡”在地里的南瓜销往全国各地。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张茜茜）

滞销南瓜卖全国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王岚

莹）7 月 12 日上午，廉村镇卫生院家庭

医生崔二红带着服务团队来到村民王

大道家中，为他提供量血压、测血糖等

上门随访服务，并制定个性化诊疗方

案，及时更新完善健康档案。

家 庭 医 生 签 约 服 务 是 一 项 重 要

的惠民政策和造福群众的阳光工程，

家庭医生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

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

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

服务。

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行以来，廉

村镇卫生院始终把为群众提供方便、安

全、有效、连续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放

在首位。签约后的居民可以享受免费

建立健康档案及高血压、糖尿病随访管

理等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同时，家庭医生会根据居民需求提供健

康咨询、上门诊疗、进村义诊等服务，切

实做到健康服务“零”距离，让群众有

“医”靠。“签约家庭医生太方便了，我们

老年人大都有一些基础疾病，经常往大

医院跑还要排队，确实不方便。现在医

生可以上门服务，既省力又省钱。”群众

赫雨妮说。

近年来，为更好提升公共卫生均等

化服务水平，增强居民自我保健意识，

叶县积极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依托

各乡镇卫生院和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按

照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原则，摸清辖区

重点人群底数，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和电

子病历，通过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活动，

实现“专家流动、技术流动、检查流动、

服务流动、信息流动”紧密合作，让慢性

病患者在家里就能得到便捷、长期、高

效的健康管理。

截至目前，叶县共组建签约医生

责任团队 220 个，签约家庭医生 880

名 ，完 成 签 约 69.6 万 人 ，签 约 率 达

99.1％。

“下一步，我们将在扎实推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

化签约流程，实施分类管理，打通健康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做到‘签约

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人’，使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不断深入人心。”叶县卫健

委党组成员全国成说。

打个电话 定期上门

全县家庭医生签约率达 99.1％

7 月 13 日，河南晶通玻璃有限

公司的工人将铝条粘到玻璃上。

该公司位于叶县先进制造业

开发区，是一家制作钢化玻璃的企

业，由大学毕业生虎啸楠创办，年

产值近 3000 万元，为当地提供 40

多个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创业带动就业

7 月 14 日，位于保安镇冯庵村的

燕山农场里，工人在精心挑选水蜜桃。

该农场借助于燕山水库形成的小

气候，精心种植 300 亩（1 亩≈666.67 平

方米）高档水蜜桃，目前已陆续进入采

摘期。水蜜桃经过挑拣称重后全部被

装入不同的礼盒外售，亩销售收入预

计达 2.5万元。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精心挑选水蜜桃

7 月 11 日，叶县中医院医生在

为患者贴“三伏贴”。

当天是入伏第一天，该院经过

多年研究，不断改进完善药方，为

患者提供更为有效的服务。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入伏贴“三伏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