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坚持开门教育助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本报讯 （记者 杜林波 通讯员 刘
文茜） 坚持开门教育是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鲜明特
色。 我市坚持走好群众路线，站稳群
众立场，把开门教育作为推动深入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的有效抓手，通过做大“蛋糕”增
进民生福祉，以群众获得感衡量学习
教育成效。

“面对面”征求意见。市级领导干
部带头深入联系县（市、区）、支部联
系点等，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座谈、接
访下访等深入基层，征求群众对党员
干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的意见建议，纳入市级领

导干部查摆问题清单。“线对线”收集
诉求。利用 12345 热线、网格通 APP、
周口监督热线等平台收集意见建议，
推动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我市积极
构建“开好门、常开门、办好事”体系，
组织全市党员干部到企业车间、乡镇
村庄、田间地头、农户家中等开展蹲
点式调研和志愿服务活动，切实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学习教育开展得好不好，作风转
变得实不实，群众最有发言权。 下一
步，我市将用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取
信于民、服务为民，让群众拥有满满
的参与感与获得感，推动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化风成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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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颍河畔夏意浓 美丽址坊活力足
———记在乡村振兴中崛起的西华县址坊镇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员 王耀忠

初夏时节，沙河湍湍前行，微风
吹荡；颍河蜿蜒东去，碧波闪烁，河
水与周口市西华县的村落、田野、岸
边花草共同勾勒出一幅和谐壮美的
画卷。而沙河、颍河入周第一镇址坊
镇， 则是这幅画卷中最亮丽的一颗
明珠。

走进如今的址坊镇， 无论是镇
工业集聚区， 还是农田里的温室大
棚， 无论是宽阔干净的沙颍路上，还
是颇具特色的诸葛显庆寺，到处能感
受到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能听到镇
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拔节”之音。

党建引领 乡贤示范
近年来，址坊镇以“五星”支部

创建为抓手，筑牢“强党建聚人心、
党建强事业兴”之根基，拉动产业振
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充分发
挥乡贤热心公益为村民办实事的积
极作用 ，主动探索 “党建+乡贤 ”和
“乡贤+农户+产业” 推动乡村振兴
新模式，发挥乡贤的自身经济优势、
技术人脉优势和乡村振兴中示范引
领作用，实施“回归经济”战略，打造
出全镇乃至西华县新乡贤助推乡村
振兴的“址坊样本”。

改革开放以来， 一批批址坊镇
人走南闯北、拼搏奋进、创业创新，
成就了赵可飞、赵鹏飞、马富涛等一
批有资金、有技术、有人脉、热爱家
乡的优秀乡贤。面对这一新兴团体，
该镇启动 “党建+乡贤 ”模式 ，实施

“回归经济”战略。建立新乡贤组织，
成立址坊镇商会。 由址坊镇人大主
席具体抓，以党建为引领，激活新乡
贤“细胞”，引导新乡贤参与家乡建
设，为该镇的乡村振兴打造新引擎。
树立新乡贤典型， 带动更多乡贤参
与进来，共同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址坊镇把乡贤联谊纳入推动乡
村振兴的主要内容之后， 利用春节
万家团聚的有利时机和举办乡贤联
谊会， 建立新乡贤微信群和定期联
系制度，互通信息，倡导他们关注村
庄发展和镇村建设， 收集他们对乡
村振兴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走访慰
问，主动对接，做出规划，逐步实施。
给新乡贤留下回馈家乡的大量空
间，鼓励尽其所能为家乡建功立业。

东瓦屋赵行政村赵鹏飞利用在漯河
创业的资金和技术， 在镇工业集聚
区建起西华县弘瑞包装有限公司。
南陀行政村青年马富涛投资近千万
元， 办起河南盛邦鑫涵通科技有限
公司。 在西华县经商的成功人士赵
可飞投资 30 万元，给东赵小学添置
体育器材和生活用品， 使该小学在
2022 年成为全县第一个农村寄宿
式小学。

尽锐出战 全面起势
产业兴，群众富。 址坊镇依托紧

靠全国食品名城的区域优势，强力推
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实施“一村
一品”“一村一特”行动计划，村级制
衣厂、制鞋厂、面粉加工厂、家具厂等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下转第四版）

抓实抓细保障措施
确保高考平稳有序

詹鹏巡视检查高考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6 月 7 日，
2025 年高考第一天，市长詹鹏带队巡
视检查高考工作，强调要深刻把握今
年高考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部
署，严谨细致做好新高考组织服务保
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秦
胜军、张元明、王文峰参加检查。

在周口市文昌中学考点，詹鹏察
看考生入场、考务组织等工作，详细
了解服务保障、 应急处置等情况，强
调要切实做好考试期间的安全保卫、
交通管理、电力保障、医疗服务、饮食
卫生 、噪音控制 、防暑降温 、心理辅
导、志愿服务等工作，营造温馨考试
环境，让考生发挥最佳水平、考出优
异成绩。 要严格落实各项考务规定，

完善各项应急处突预案，严肃考风考
纪，合理疏导陪考家长，确保高考顺
利进行。

在市考试指挥中心，詹鹏通过视
频监控设备察看各考场实时画面，听
取高考工作情况汇报，向奋战在高考
服务保障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他要求，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将悉心关怀融入考试组织服务工
作的每个环节，让考生安心、家长放
心、社会满意。要守住考试安全底线，
综合用好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强
化全过程全链条监管，坚决维护高考
公平公正。 要提前部署考后各项工
作，积极提供招录政策解读和信息支
持，特别要聚焦志愿填报变化加强指
导服务，帮助考生更好圆梦未来。①6

食用菌成就大产业
———沈丘县赵德营镇食用菌产业发展纪实

□记者 高洪驰

五月，丰收的季节，到处瓜果飘
香，田野一片金黄。 5 月 21 日，记者
来到沈丘县赵德营镇采访时， 在那
里看到了另一番丰收景象。

当日上午， 记者来到赵德营镇
梁营行政村辉煌蘑菇种植合作社蘑
菇种植基地。走进一座大棚，顿感一
股夹杂着菌香的热气扑面而来，由
于棚内的菌袋上刚喷过水， 加之空
气湿度高，棚内更加闷热。记者通过
观察发现， 棚内的菌袋上蘑菇并不
多。就在记者纳闷时，该合作社负责

人郭亚东赶了过来。
“这是最后一茬了，蘑菇不是很

多， 因为气温太高， 不利于蘑菇生
长，这一茬采摘完就要腾空大棚，进
行消杀，为秋季种植做好准备。 ”郭
亚东解释道。

郭亚东说， 辉煌蘑菇种植合作
社目前有 7 座钢架蘑菇大棚， 一般
每年 10 月份开始种植，次年 5 月份
采摘进入尾声， 每半个月可以采摘
一次蘑菇， 平均每个棚每次可以采
摘蘑菇 2000 斤。 “这几年受大环境
因素的影响，蘑菇价格有些低，但总
体来说效益还不错。 ” 郭亚东一边

说，一边引领记者来到冷库。
冷库内整齐码放着一箱箱包装

好的蘑菇， 郭亚东自信地搬起一箱
让记者观看蘑菇品相。 只见箱内的
蘑菇大小匀称，表面亮泽，就像刚刚
采摘下来一样。“冷库的温度刚好达
到蘑菇的休眠温度， 这些储存的蘑
菇就似睡着了一样，品相不会改变。
由于临近麦收，客户比较少，没有销
售出去的蘑菇就先放到冷库里。 ”

郭亚东已经种植蘑菇十多年
了， 他是附近村庄有名的 “蘑菇专
家”，一些有种植蘑菇意愿的村民经
常上门学习蘑菇种植技术。 每当这

时，郭亚东就“手把手”无偿教他们
制种、装袋、棚内管理等蘑菇种植技
术。“在我这里学会蘑菇种植技术的
村民有 10 多名了，他们都有了自己
的种植基地。 ”

当日 11 时许，记者来到陈楼村
羊肚菌种植基地。 基地内 200 余座
大棚里种植的生姜、番茄、早花生等
农作物绿意葱葱、生机盎然。

“棚内的羊肚菌采摘结束后，大
棚就要闲置几个月。 为使大棚得到
有效利用， 我们就在棚内种植了生
姜、辣椒、番茄、早花生等农作物。这
些农作物，（下转第四版）

当以“率先”之信念奋力前行
□吴继峰

6 月 6 日，全市率先建成农业强
市第二十五次推进会议召开。 在全
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河南重要讲话精神的关键阶段，周
口“率先建成农业强市”的坚定信心
和有力举措， 正是我们立足资源禀
赋、扛稳政治责任、合力谱写中原大
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具体
担当。

作为农业大市，我们深知“率先”
二字诺出千钧。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
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置于首位，在

农业强省蓝图中勇当探路先锋。“率
先”是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是周口
在时代洪流中找准自身坐标的必然
抉择。 要以更高站位审视自身发展，
将周口实践融入国家战略，在农业现
代化这场大考中交出经得起检验的
答卷。

宏伟目标需以清晰路径为支撑。
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以“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为总目标，并将“农民
增收”牢牢锚定为根本任务。 这不仅
是发展逻辑的回归，更是对“国之大
者”和“民之关切”的精准把握。 若发
展成果最终无法转化为农民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农业强市的建设便如沙
上筑塔。因此，“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
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就
需要将宏观政策细化为田间地头的
幸福增量，为“农村美”的画卷涂上惠
民底色。

“率先”的价值，在于为同类地区
蹚出一条可资借鉴的特色之路。农业
现代化绝非千篇一律的模板复制。无
论是耕作模式的革新、产业链条的延
伸，还是乡村治理的优化，都需要我
们以“周口特色”作答，最终“走出一
条具有周口特色的农业强市之路”。
而我们的每一次突破、 每一份经验，

都可能成为农业强省建设历程中的
有益探索。

粮安天下，农强邦宁。 当周口以
“率先”之志奋力前行，我们的足音便
汇入中国式现代化的雄浑交响。这份
担当，源于对“国之大者”的忠诚守
护；这条路径，指向千万农民对美好
生活的热切向往；这种探索，也将为
农业强省乃至农业强国的伟大实践
标注下鲜明的“周口坐标”。 ①6

许其亮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到八宝山革命公

墓送别
许其亮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许
其亮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 中国共
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许其亮同志的遗
体，8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许其亮同志因病于 2025年 6月 2
日 12时 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75岁。

许其亮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许
其亮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
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8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哀乐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
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许其亮

同志”， 横幅下方是许其亮同志的遗
像。许其亮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
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
党党旗。

上午 9 时 30 分许 ， 习近平 、李
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
希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许其亮同
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许其亮同志
的遗体三鞠躬，并与许其亮同志亲属
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国家、军队有关领导同志前
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许其
亮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
送别。

习近平同缅甸领导人敏昂莱
就中缅建交 75周年互致贺电

李强同敏昂莱互致贺电
□ □ □ 详见第二版 □ □ □

������6 月 7 日，2025 年全国
高考拉开大幕， 我省也迎来
新高考首考。 我市考生怀揣
梦想奔赴考场， 在 6 月 7 日
至 9日接受这场备受瞩目的
人生大考。 图为 6 月 7 日上
午 11 时 30 分， 第一场考试
结束， 考生走出周口市七一
路二小考点。

记者 梁照曾 摄

用好“加减乘除”工作法 推动基层高效能治理
商水县东城街道：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康凯威

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连日来，
商水县东城街道强化党建引领，巧用
“加减乘除”工作法，将数学思维转化
为治理智慧，在推动基层高效能治理
中蹚出了一条新路径。
善用“加法”，红色网格凝聚共治合力

东城街道着力打造 “党建+网
格”治理模式，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
枢纽”，健全“街道—村（社区）—自然

村、村民小组、居民小区”三级网格组
织，科学划分农村网格 44 个、城市网
格 60 个、商圈专属网格 1 个，从街道
党员干部、村（社区）干部、离任农村
党员干部、退休老干部党员、物业经
理等群体中推选专职网格员 105 名、
兼职网格员 294 名，形成立体化组织
矩阵，实现网格联户全覆盖，以党建高
质量激发基层治理高效能，做到 “小
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社区）”。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