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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正当时企企 家家业业

8月 13日，在位于田庄乡的河南省

金拱门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

在忙着包装脱骨鸡爪、鸭掌，院内冷链

车等着装载。“装车后会根据单子发往

全国各地，现在每天保持在千单以上，

旺季两千多单。”公司负责人张晓庆说。

张晓庆所说的单子是从位于叶县

电商产业园内的一家企业发出来的，该

企业门口也挂着河南省金拱门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的牌子。“这也是我们公司

的办公地点。”张晓庆说。

今年 40岁的张晓庆出生于九龙街

道东菜园社区，大学毕业后即返回家

乡，一直紧盯农产品做文章。当时，叶

县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为助农增收，

各地在确保粮食产量的同时，大力发展

特色养殖和种植业。张晓庆在城区开

了一家叶县农特产品专卖店，采取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销售艾产品、盐产

品等，并在田庄乡建立仓储，加工甜玉

米和花生等。此后，他又在田庄乡上马

了脱骨鸡爪、鸭掌生产线，从外地购进

原料，经加工后销往全国。

“叶县电商产业园挂牌后，我最先

一批入驻，希望借助电商平台做响品

牌。”张晓庆说。

在当地电商扶持政策的推动下，张

晓庆开起电商公司，招聘、培训电商客

服人员，并申请了“喜拱门”商标，优先

销售叶县农特产品。该公司除了将艾

柱等艾产品及盐灯等盐产品销出叶县

外，还把用花生加工出来的系列产品卖

到了全国。

“最为高兴的是将叶县烩面以速食

烩面的形式卖火了，每包 143克，每单 4

包。”张晓庆自豪地说，叶县烩面在平顶

山很有名气，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走

出去。为了让叶县烩面走向全国，该公

司通过代工生产出了 100 克的烩面胚，

又分别代工制成了 20 克的酱料包、10

克的粉料包、8 克的油料包和 5 克的干

料包。“煮熟面胚后，再将料包放进去搅

拌，一碗带着乡愁的叶县烩面就出锅

了。”他说。

家乡人的口口相传，再加上网上订

单及方便的冷链物流，叶县烩面很快就

销往全国，一天最多时销量超过 1万单。

张晓庆的电商公司位于叶县电商

产业园二楼，所销售产品除了脱骨鸡

爪、鸭掌和叶县烩面外，还有腊八蒜等

十几种产品。当天，十几名工作人员在

仓库内装货，冷链车等在仓库门口，装

满后送往快递公司。

“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公司研发出来

的。”张晓庆说，随着食品种类的丰富，

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为此，公司与

南京一家食品科研所合作，结合线上客

户的口味需求，研发出不同口感、色泽

的食品，再寻找全国各地的食品生产企

业，实施订单生产销往全国。目前，为

该公司代工的企业涉及包括我省在内

的 4个省。

如今，该公司申请了 5 项使用专

利，十几种产品几乎辐射全国各地。“做

精供应链条，依托电商平台，把更多农

产品推向全国。”谈及企业的未来，张晓

庆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让“喜拱门”“拱”遍全国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冯栎）今年七夕节恰逢周六，为满

足新人登记需求，县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为爱加班”不打烊。

为减少新人等候时间，县民政

局提前开放网上预约和电话预约

通道，并在七夕当天增加工作人员

5名、志愿者 12名。

同时，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还

向每一对新人发出倡议，提倡婚事

新办、喜事简办，做文明新婚俗的

倡导者、践行者、推动者。

“叶县是省婚俗改革实验区。

在为新人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我

们还开设了新婚学校公益课堂，引

导新人签订婚事简办承诺书，弘扬

文明新风。”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主任赵丽娜说。

县民政局“为爱加班”不打烊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8 月 14 日一

大早，来自郑州的贺震、王诗意就来到保

存有大量古民居的龚店镇余王村，一边

拍照定位，一边向村民询问。

这是叶县开展旅游资源全面普查的

镜头。叶县是千年古县，也是旅游资源

大县，不仅有望夫石山、老青山、燕山水

库、孤石滩水库等秀美的山水风光，也有

明代县衙、孔庙等历史遗迹，还有叶公问

政、昆阳之战、王莽追刘秀等故事传说，

以及红九军诞生地、段庄老区纪念馆等

红色资源。“这些都是此次旅游资源普查

的具体内容。”叶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屈小昆说。

为助推文旅产业发展，叶县邀请来

自郑州的第三方公司对全县数千个不同

目录的旅游资源进行普查登记，通过测

定位、拍照片，搜集非物质文化传承等方

面的内容，并根据相关要求向上级部门

上传登记有关内容。后续，该县将根据

相关部门给出的指导意见，结合文旅发

展需求，实施阶梯式开发。

叶县全面普查旅游资源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王涵儒）8月 13日，在城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老人们有的在吹拉弹

唱，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聆听健康

讲座。“这儿不仅宽敞明亮，文化生

活还丰富。”老人梅松娥开心地说。

该中心建筑面积约 1700 平方

米，是我市目前标准较高、规模较

大、功能较全的日间照料中心，设

有日间休息室、书画阅览室、康复

训练室、厨房、餐厅等，是广受老人

喜爱的“家外之家”。

近年来，叶县以提供更加优质

方便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为

目标，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在

基本医疗、日间照料、文化娱乐、精

神慰藉等方面努力满足老人的需

求，为老人创造更加优质舒适的社

区养老服务环境。

同时，在县民政局的支持下，爱

心人士组成居家服务队，为社区60

周岁以上失能、半失能老人，高龄老

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残疾老人

等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服务。

“接下来，县民政局将不断丰

富养老服务供给，为老人提供更全

面、更便捷、更多元的贴心服务。”

县民政局副局长贺冬鸽表示。

“家外之家”温暖老人心

“你好，我们是县委巡察组的同志，请

问你在这里排队办理什么业务？”8月 12

日上午，县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干部李长

顺询问一名来县疾控中心办事的大姐。

7月 20日起，十四届县委第八轮巡

察对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相关单位开

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

巡察，正在巡察县疾控中心的县委第一

巡察组安排专人到该中心办事服务大

厅了解情况。

“俺是来办健康证的。”

“那咱健康证办理收不收费、需要

带什么资料你都知道吗？”

“需要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

印件、彩色照片两张。对了，我听说还

要交 120元。”

“还要交钱吗？”

“应该是吧，我听说的，轮到我了。”

匆忙结束对话后，大姐向工作人员

提交了资料。

“工作人员说健康证体检和办理都

是免费的，我还以为要交钱呢。今天上

午体检，明天结果只要合格就能领证了。”

提交资料后，大姐高兴地对李长顺说。

随后，李长顺又来到公共卫生监测

科，详细了解健康证办理的适用范围、

办理流程、收费等情况。

“在我们这里办理健康证是免费

的。”科室负责人介绍道。

“那这么好的惠民政策，你们平时

有没有做宣传？来办证的群众是不是

都清楚政策？”面对李长顺的追问，该同

志沉默不语。

李长顺向第一巡察组组长张跃威

汇报了此事，张跃威一针见血地说：“这

说明疾控中心在健康证办理方面的宣

传力度不够。”

李长顺还发现，健康证体检结果下

午才能出来，需要第二天再来领证，这

对离得近的居民来说，不是大问题。但

对那些离这里几十公里远的居民来说，

是个麻烦事。

“我们要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让群众少跑

腿。”张跃威说。

巡察组随即向县疾控中心下发整

改建议书，要求该中心加大健康证办理

相关事项和政策的宣传力度，办事窗口

设置流程图和免费办理的提醒公告；并

且商量如何解决偏远地区群众领证不

方便的问题，争取“只跑一次”。

疾控中心党委接到整改建议书后，

立即安排人员在办事窗口张贴了办理

流程图和免费办理的提醒公告，并通过

微信公众号积极宣传。对于领证难的

问题，在巡察组的督导下，县疾控中心

积极与邮政局协调，达成合作协议，在

办证后群众可以自愿选择第二天通过

邮递的方式寄回家。6元到付的快递费

让偏远群众省去了几十元的路费，更节

省了半天时间。

“这件事看似不大，却让群众感受到

巡察带来的变化，让群众得到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我们开展巡察工作，就是要

让巡察成为服务群众的有效手段，切实

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叶县纪委

常委、县委巡察办主任王朝辉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陈沛政）

——县委巡察组巡察疾控中心印象

群众更清楚 领证更便捷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8 月 15

日，田庄乡 2024 年金秋助学活动

在东李村文化广场举行，34 名优

秀学生身披绶带，从乡领导手里接

过助学金。

今年，田庄乡有 22 名高中毕

业生被国内双一流大学录取，另有

3 名学生考上博士研究生、9 名学

生考上硕士研究生。该乡从全乡

干部的捐款中拿出 4.9 万元，分别

向 34 名学生发放 2000 元至 1000

元不等的助学金。

英李村张冰朴以 664 分的成

绩 被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录 取 。 拿 到

2000 元助学金后，他激动地表示，

很感谢家乡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他

会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将来报效

祖国、回馈家乡。

“该项活动也拉开了全乡今年

金秋助学的序幕。”乡党委书记姜

合强说，此后，各村将陆续对本村

大学生发放助学金。

自 2021 年乡、村两级实施助

学金制度以来，田庄乡共发放助学

金 43万元，已资助 538名优秀大学

生。此举也大大激励了学子们的

学习劲头，全乡今年考入双一流大

学的学生同比增加 14人。

今年22名学生考上双一流大学

田庄乡 4年来发放 43万元助学金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王梦奇）8 月 12 日，叶县 2024 年追

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报告厅举行，37 名品

学兼优的家庭困难学生得到资助。

“很高兴能够得到好心人的帮

助，我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他们

的期望，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并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黄淮

学院受助学生王秋萍说。

“自 2017 年起，我们每年都帮

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希望本次受

资助的学生刻苦学习，勇毅前行，健

康成长，将来能够回报社会。也希

望更多爱心人士和团体关注、帮扶

家庭困难学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爱心人士王亚明说。

此次活动由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主办，共青团叶县委员会、

叶县尚善爱心志愿协会承办。

爱心成就梦想 梦想照亮未来

追梦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 者 杨 沛 洁 通 讯

员宋梦瑶）近日，缤纷夏日·相约

七夕——叶县青年干部职工联谊

活动在保安镇杨令庄村举行，140

余名单身青年干部职工参加。

参加活动的人员分乘 3 辆大

巴，在车上，大家和主持人积极互

动，有的一展歌喉，有的参与古诗

词接龙，轻松愉快的氛围缓解了大

家初遇的尴尬。

活动第一站，大家来到叶邑镇

段庄革命老区纪念馆，参观了各个

展区。

第二站是保安镇杨令庄村。

在这里，联谊活动正式开始。单身

青年干部职工参加了分组绑腿跑、

乒乓球接力赛、击鼓传花等趣味游

戏，进一步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

“此次活动，为单身青年职工

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感情、

缔结友谊的平台。”叶县教体局第

三幼儿园教师张珂瑞说。

近年来，叶县持续加大对青年

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和服务力

度，从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完善

政策、强化措施、落实待遇，为青年

干部职工营造了潜心干事、健康成

长的浓厚氛围。

140余名单身青年度浪漫七夕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王岚

莹 ）“我们成立的‘爱心妈妈’志愿服务

队，让 183名困境儿童有了新‘妈妈’。”8

月 15日，县妇联主席刘敏红说。

近日，县妇联向 12名“爱心妈妈”颁

发聘书，“爱心妈妈”为结对帮扶的孩子

们送去水杯、书包、被子等用品，并与孩

子们及其监护人交谈，了解孩子们的学

习情况和家庭实际困难，鼓励孩子们努

力学习、健康成长。此外，“爱心妈妈”还

与孩子们一起画画、做手工、猜谜语。

近年来，县妇联积极开展关爱困境

儿童活动，并于 2021年成立“爱心妈妈”

志愿服务队。截至目前，已有 183 名志

愿者加入“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

“县妇联会继续招募更多有时间、有

精力的‘爱心妈妈’，壮大‘爱心妈妈’队

伍，进一步丰富关爱困境儿童活动，持续

提升‘爱心妈妈’关爱服务工作品牌，抓

好惠及困境儿童的实事。”县妇联主任科

员蓝爱丽表示。

困境儿童有了新“妈妈”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王

涵儒）8月 13日，在仙台镇西董庄村叶

县瑞峰科技种植专业合作社梨园内，

百亩（1亩≈666.67平方米）梨树郁郁葱

葱，蜜梨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梨园负

责人孙跃伟正和工人采摘蜜梨。

今年 55 岁的孙跃伟 1989 年应征

入伍，1992 年退役。2015 年，他流转

100 余亩地，从山东引进蜜梨树苗，打

造新型农业示范农场。

创业的道路总有坎坷，孙跃伟也

遇到了很多难题。后来，在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的帮扶下，他的梨园逐渐走向正

轨，产品种类增至十几个，亩产值也由

当初的几百元提升到现在的 1万多元，

并带动周边30多个农户种植梨树。

在叶县，像孙跃伟一样，发扬退伍

不褪色精神、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退

役军人还有很多。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建立了拥有政

策咨询、关系转接、就业扶持、优抚优

待、法律援助 5 个服务窗口的服务大

厅，以及 18个乡（镇、街道）服务站、554

个村级服务站的三级服务保障体系，

全面摸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及教育培

训情况，推动人才培育、人才引进、人

才回归、人才使用，助推乡村振兴。

同时，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定期组

织退役军人进行岗前技能培训，不断

提升其就业能力和适应能力；与银行

签订“拥军优抚合作战略协议”，使退

役军人享受专属的创业贷款。

截至目前，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

全县范围内共开展 14场退役军人招聘

会，提供就业创业岗位 3000 多个，最

终达成就业意向 600余人。

架起创业桥 拓宽就业路

叶县精准帮扶退役军人立业

8月 13日，文艺工作者在叶县明代县衙演奏编钟。

叶县出土春秋时期编钟后，积极开展编钟演艺活动，既让游人重新欣赏到古代音乐之美，又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旅游。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展示编钟风采 奏响文化强音

8 月 14 日，龚店镇后棠村村民

任鑫在绘画。

任鑫今年 81岁，40多年来绘出

了不少优秀作品，且多幅作品被县

档案馆收藏，目前是叶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耄耋老人作画不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