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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焦

萌）“感谢你们的帮助，让我们顺利完

成业务变更。”7 月 16 日，河南神马芳

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办秘书席雪源

将一面写着“服务高效办实事，真心贴

心为企业”的锦旗送到了叶县行政服

务大厅企业开办专区，对工作人员为

其顺利完成业务变更提供高效便捷服

务表示感谢。

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的落地实施，众多企业面临业务调整

与变更的需求。河南神马芳纶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企

业管理人员职权变更等工作迫在眉

睫，但是企业办事人员对相关业务办

理流程不熟悉。叶县市场监管审批部

门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主动靠前服

务，耐心细致指导，在最短的时间内帮

助其办理了变更手续。

近年来，叶县牢固树立“人人都是

营商环境”理念，紧盯企业“急难愁盼”

问题，积极推行“保姆式”服务，创新

企业服务方式，组建中国尼龙城建设

叶县工作专班，建立落实企业诉求

“135”限时办结制度，实现企业问题

诉求“一键提交、一门受理、一站办

结”，制定企业满意度提升方案，建立

健全“企业服务日”、首席企业“服务

员”、24 小时交办等制度，助企联络

员遍访 110家重点企业，收集问题 8大

类 120项，目前已全部解决，市场主体

满意度不断提高。

叶县坚持“一般事务部门担、重大问

题党委政府担”，考虑企业急于上马项

目，部分手续尚不完善，该县主动担当作

为，积极做好服务，组织相关部门，容缺为

企业完善手续，并严格按照程序，上报纪

检监察部门备案免责，为敢于担当的干部

撑腰，为神马工程塑料等 16家企业 24个

项目容缺办理土地、施工、规划、文勘等证

照 30个，助推了项目建设。专班成立以

来，共梳理纳入台账问题 146个，已办结

122个，回访企业 105家，满意度 100%。

2023年以来，该县已为两个开发区

报批土地 1579亩（1亩≈666.67平方米），

投入资金超 13亿元，全力保障尼龙新材

料开发区征地拆迁、道路修建、管道建

设、绿化美化等资金需求。去年 3月，该

县利用不到 20 天时间腾出建设用地 800

多亩，为重大项目落地创造了条件；今年

以来，又陆续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

月”“民营企业服务月”“百日千万招聘”等

系列招聘对接活动，利用“叶县人社”微信

公众号开辟招聘专栏，畅通招聘渠道，破

解用工难题，帮助 60 多家企业招聘员工

1980余人。

一个个暖心政策的实施，一次次优质

服务的升级，吸引了一批批企业在该县投

资兴业。在全省前九批的“三个一批”项

目活动中，该县获得全市第一；在最近一

次项目推进会上，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拿出 4个优质项目。上半年，该县一般性

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6.9%，增速居 6县

（市）之首。

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理念

叶县争当营商环境“优等生”

一流营商环境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姬

冠鹏）7月 23日，走进叶县辛店镇桐树

庄村，只见徽派建筑错落有致、纪念碑

端庄肃穆、红色壁画“铺”满墙体、“井

冈翠竹”直立挺拔……这片土地随处

可见红色印记。

桐树庄村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

诞生地，是叶县乡村旅游的一个红色

IP。该村依托浓厚的红色文化，以打

造康养示范村为标杆，从“红绿融合”

到“红绿生金”，走出一条集红色教育、

竹林妙景、特色餐饮、旅游休闲观光于

一体的综合发展道路。

“现在，村上的农家乐一到旅游旺

季家家爆满，还有 4 家高端民宿项目

正在建设中。”该村党支部委员张晓敏

介绍道，“到时候，不管是接待能力还

是旅游收入都将发生质的跨越。”

保安镇杨令庄村处于伏牛山脉

和桐柏山脉交界处，山清水秀。该

村大打山水文化品牌，引入第三方

旅游公司，投建了岩壁水滑、水上自

行 车 、林 中 探 险 等 项 目 ，建 起 了 民

宿，打起生态休闲游“富民牌”，成功

创建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中广

核 集 团 在 该 村 投 资 4.2 亿 元 建 设 风

力发电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100 兆

瓦光伏发电和马头山景区、楚长城

遗址公园等项目在这里相继落地。

一 座 座 高 大 壮 观 的 风 力 发 电 大 风

车、“铺”满几座山熠熠生辉的光伏

发电板与山顶的楚长城遗址及小水

库交相辉映，淋漓尽致地演绎出古

老与现代的交融。

目前，杨令庄村年均游客量 30万人

次以上，为村民创造了 150 余个就业岗

位，每年可为村集体创收 450 万元。杨

令庄村利用村集体收入，实现了村民医

疗保险、居民全能保、自来水全免费，村

民的日子越过越舒坦。

豫晨滨湖田园生态旅游区、燕山湖

度假村、莲花庵民宿、燕山农场水蜜桃、

听蝉谷……一个个饱含地域特色的文旅

IP，让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了乡村旅游

的“快车”。

近年来，叶县依托丰富的山水资

源、红色资源和古迹资源，积极抢抓乡

村旅游兴起的大好时机，积极探索“农

文旅”深度融合，整合文旅资源、创新

文旅业态、完善文旅服务、培育文旅特

色，强化“商养学闲情奇”等旅游新要

素供给，积极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产

业链条。

为进一步加快文旅融合发展，叶县深

入挖掘“衙署文化、叶公文化、岩盐文化、

汉文化、长城文化”等历史文化内涵，通过

打造余庄遗址“考古溯源”、革命旧址“赓

续红色血脉”、楚长城“科学探秘”等历史

研学旅行基地和举办汉服文化节等，塑造

城市文化符号，推动文旅产业出彩出圈。

目前，浙江乡立方乡村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人员正与仙台镇合作，对“麦田小镇”

进行业态植入等方面的提档升级。作为

平原乡镇，仙台镇以 3万多亩的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为平台，整合大李庄、吴哲庄等

村资源，设立农田亲子游、农耕园等项目，

正将此处打造成农业生态公园，丰富叶县

文旅产业的内容。

整合资源 创新业态 完善服务 培育特色

叶县推动文旅产业出彩出圈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崔

力文）“咱在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监督

管理人员‘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是

否存在不合理收费项目？”7 月 22 日，

叶县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采取暗

访的方式到县广场东街等夜市，对话

经营摊贩，开展问卷调查。

盛夏时节，千年古城叶县境内，地

摊经济与特色夜市持续走热。夜幕降

临后依旧灯火通明的夜市聚集区域，

藏着炎炎夏日里最抚人心的“烟火

气”，既是城市的一道风景线，也是提

振消费活力的“微窗口”。

入夏以来，该县纪委监委立足“监

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紧盯民生关

切，对夜市经济的监管责任落实、食品

安全检查、周边卫生环境整治等工作开

展跟进监督检查，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属

地管理部门不断优化夜市规划设计和功

能布局，完善周边服务设施；加强部门协

同联动，推动涉及多边问题快速解决，提

高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夜经济”硬件设

施和软件保障；同时，着力发现和查处相

关职能部门在监管执法过程中侵害小商

小贩、私营商户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以精准监督推动夜市经济行稳致远。

截至目前，县纪委监委督促相关部门

出动执法人员 56 人次，检查夜市大排档

56家，发现问题隐患 27条，已全部整改完

毕；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对夜市摊贩食品安

全进行抽测，共抽取 19 家商户 67 批次热

门食材，抽检结果将及时对外公布，切实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小地摊’蕴含‘大民生’，一头连着

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我们将持

续加强监督力度，让政策落实更有准度、

让服务更有温度，提振中小商户经营信

心，守护好小城‘人间烟火气’。”该县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县纪委监委督查夜市经济

呵护“小地摊”守护“烟火气”

“喂，你好，是林业局吗？我

在下班途中捡到一只受伤的小

鸟，请问你们能不能过来救助一

下？”

7 月 23 日上午，叶县林业局

接到叶县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副

护士长张雪艳的求助电话。

原来，张雪艳在下班途中发

现一只受伤的小鸟。作为医护人

员，她对小鸟的伤口进行了简单

处理。

接到电话后，叶县林业局工

作人员立即前往张雪艳家中进行

检查和辨认，确认此鸟为白头翁。

“这是有着‘三有’（有重要生

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意义的保护动物，感谢你的爱

心。”该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股副

股长党陶说。

林业局工作人员经过仔细检

查，发现白头翁翅膀有轻微伤，无法

飞行。为了能让白头翁得到更加专

业的救治，他们将它带走治疗，待它

伤情好转且符合放生条件时，再放

归大自然。

“叶县林业局对野生动物的救

助一直在进行，对于热心市民救助

的行为也会进行鼓励。这个举措已

持续多年，以后我们还会不断完善，

并呼吁更多群众保护野生动物。”党

陶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

员 王岚莹）

护士爱心涌动 呵护受伤小鸟

7 月 23 日，叶县住建局职工与叶

县第三小学教师进行座谈。

当天，叶县第三小学教师为该局

送来一面锦旗致谢。原来，今年该局

在县城明清街铺设雨污管道时，主动

与该小学对接，不仅铺平了校门口近

百米的坑洼路面，而且根据学校的建议安

装了伸缩桩，为师生安全出行提供了有力

保障。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送旗致谢

“先在纸上画出图样，将纸这样对

折，再沿着虚线进行裁剪……”7月 24

日，在叶县邓李乡未来星托管班暑期

公益课堂上，叶县郝氏剪纸非遗传承

人郝万重耐心地向孩子们讲解剪纸的

基本技巧和步骤。

从画图到裁剪，每一道工序，郝万

重都细致地讲解。孩子们很快就了解

了剪纸的基本技巧并动手操作。他们

挑选自己喜欢的图案，小心翼翼地用

铅笔在洁白的宣纸上细致地勾勒。

随着剪刀在孩子们手中翻飞，清脆

的咔嚓声此起彼伏。不一会儿，一张张

宣纸就在孩子们手中变成了剪纸作品。

受祖辈影响，郝万重自幼喜欢书

法、画画尤其热衷并擅长剪纸，剪纸作

品《太极拳申遗成功》在文旅部门举办

的剪纸大赛中获得大奖。此外，他还

经常参加公益活动，不遗余力地推广

剪纸艺术，让更多人了解、学习、传承。

邓李乡文化馆里陈列着郝万重创

作的“二十四节气”系列剪纸作品。今

年“七一”建党节，他还用一组生动的

剪纸作品，向党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非遗技艺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

瑰宝，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

脉。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传承

并发扬郝氏剪纸，让它代代相传。”郝

万重自豪地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杜倩倩）

妙剪生花
传承文化

7 月 22 日，江苏科技大学学

生杜克磊在与叶县东方寄宿学校

学生进行教学互动。

7 月 10 日，江苏科技大学“助

学启航，‘豫’见江海”支教团奔赴叶

县东方寄宿学校，开启了为期 20 天

的支教之旅。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乡村支教

在叶县高中老干部学校附

近，经常看到一位老人的身影，他

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往返于家

与单位之间。他，就是叶县高中

离退休教工党支部书记、叶县高

中老干部学校原校长——李德

斌。

自 2003 年 6 月退休以来，21

年间，李德斌几乎都在工作岗位

上，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老李书

记”。

“他为了让大家能不断充电、

共同提高，经常调查访问、查找资

料、自编教材，并举办了许多内容

丰富的讲座，让我们受益匪浅。”

叶县高中附属学校教师尚欣广说

道。

作为退休老教师，李德斌几

十年来初心不改、退而不休，全身

心致力于叶县高中老干部学校的

各项工作。他筹建了叶县高中老

干部活动室，自编教材、自办讲

座，同时关爱青少年儿童，关心下

一代成长。

工作之余，李德斌义务辅导

叶县高中附属学校的学生做作

业，耐心帮他们解疑释惑。遇到

违反纪律或有缺点的孩子，他主动

“会诊”，找出问题症结，帮助他们改

正错误、健康成长，人们都称老干部

学校是孩子们学习成长的“第二课

堂”。

“李爷爷经常来学校为我们解

决心理上的问题以及学习上的困

难，我们都很喜欢李爷爷。”叶县高

中附属学校四年级学生王若涵说

道。

“我出生在农村贫苦家庭，知道

读书对这些孩子来说多么重要。我

是一名教师，更是一名党员，一定要

帮助他们。”谈起自己坚持所做的

事，李德斌感慨道。

生活中，李德斌也是个“热心

肠”。他是叶县高中的义务管理员，

经常为后勤服务中心赶写通知、通

告、告示等，帮班主任布置教室、书

写标语，而且乐此不疲。同时，他还

在黑板上开辟“要闻栏”“天气预报

窗”，为师生们工作、学习和生活提

供方便。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的事

业奋斗终生。”谈起今后的打算，李

德斌说。 （本报记者 杨 沛 洁

通讯员 王军旺）

退而不休的“老李书记”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王涵儒）“参加村里卫生大扫

除、参与移风易俗宣传，我已累计

获得 100 多积分，用积分兑换些

生活用品，真是太实惠了。”7 月

24日，邓李乡大魏庄村村民魏德

廷提着刚从电力爱心超市兑换的

油和米开心地说。

大 魏 庄 村 电 力 爱 心 超 市

里，洗衣液、香皂、电饭煲、食用

油等生活用品整齐地摆放在货

架上，每种物品都“明码标分”，

墙上张贴着兑换标准和兑换流

程。

电力爱心超市是“国网赋能

乡村工程·爱心助农行动”公益品

牌中的重点项目和公益服务体系

的重要实践。

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激发

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国

网叶县供电公司联合大魏庄村于

2022 年设立电力爱心超市，并推行

积分制，鼓励村民参与环境卫生整

治、文体活动等，获得的相应积分计

入个人积分卡。每周一、三、五定为

电力爱心超市集中开放日，村民依

据累积积分在超市兑换生活必需

品，剩余积分可下次使用。

如今，电力爱心超市成为群众

互学、互比、互促的新舞台，提升民

风、家风、村风的新通道，有力推动

了基层群众自治自理、共建共享，不

仅为移风易俗注入了文明力量，而

且成为引领乡风文明建设的新风

尚。

“电 力 爱 心 超 市 采 用 积 分 兑

换 商 品 的 正 向 激 励 方 式 ，调 动 了

村 民 主 动 改 善 人 居 环 境 、遵 守 村

规民约、弘扬家庭美德的积极性，

村民的精神面貌和村里的环境越

来越好。”驻大魏庄村第一书记袁

银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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