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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新闻客户端

怀 抱 梦 想

脚 踏 实 地

叶县“巧媳妇”撑起乡村振兴“半边天”

近日，舞钢市杨庄乡联合平顶山河舞总医
院在水田村开展健康义诊活动，让广大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老人家，你血压有点高，记得少吃点盐，
按时吃药，每周都要记得找村医测血压。”在义
诊现场，医护人员向前来就诊的一位老人反复
叮嘱道。据了解，此次义诊活动除了提供量血
压、测血糖、健康咨询、康复指导等服务外，还
设置了多个专家席位，现场为村民问诊把脉。

“医生检查得很仔细，也很热情，还特意叮
嘱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用药事项，实在是太好
了！”水田村村民王老汉感慨地说。

“今天的义诊活动，旨在让村中老年人就
近参加检查，医生根据每位老人的疾病史和健
康状况，现场给予合理的建议，让更多人在家
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水田村
党支部书记李会涛说。

牛健行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徐先友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罗聪通讯员宋爱平/文图

“多亏了‘巧媳妇’工程，让我们不出家门
就能挣到钱，还能照顾孩子。”3月6日上午，在
叶县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河南宝洁
飞实业有限公司，女工姚小平开心地说。

据悉，该公司有员工130人，其中女工80
多人。短短几年时间，公司总经理王洁把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家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集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赢得了社会各界的
充分肯定，她本人也被评为“河南省出彩巧媳
妇”。

2020年以来，叶县不断探索推进“巧媳
妇”工程，把农村留守妇女这一庞大群体转化
成承接产业转移的有效资源，大力推广“农村

当工厂、家庭当车间”的“巧媳妇”工程模式，结
合地方优势、资源优势，从规模种植、养殖、食
用菌栽培、服装加工、电子组装、食品加工等
10多个领域，筛选出一批发展前景好、适合女
性创业的就业项目，鼓励引导广大农村妇女发
挥自身特长，发展以特色种植养殖、服装加工、
电子电器、家庭农场等为主的“巧媳妇”基地、

“巧媳妇”车间、“巧媳妇”加工站点，带动当地
广大妇女就地就近灵活就业。

目前，叶县共培树县级“巧媳妇工程”示范
基地27个、市级“巧媳妇工程”示范基地9个、
省级“巧媳妇工程”示范基地2个，近3000名
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以“巧媳妇”为代
表的“半边天”已成为叶县乡村振兴中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王昊宇
通讯员 巫鹏秦亚涛

“县里在项目一线成立临时党支部，积
极协调各方力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工程
进度大大加快，项目一期预计今年 7 月投
产。”3月7日，在位于宝丰县煤炭循环经济
产业园的河南中海盛达金属表面处理有限
公司项目施工现场，该公司总经理刘光远
说。

“拼经济、抓发展，党建引领必不可少。”宝
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庆告诉记者，该县把
党建工作融入区域发展大战略大格局，嵌入经
济建设全周期、全链条，实现党的领导与经济
发展、党建体与经济体、党建抓手与经济手段
的“三个深度融合”。

针对参建主体多、涉及部门多的中海盛达
金属表面处理等省“三个一批”重点项目，该县
抽调协调能力突出的72名科级干部，并将责
任单位、乡镇、职能部门、施工方、村（社区）等
参与项目建设的党员纳入，在项目一线成立临
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统揽全局、协调各
方”资源整合优势，有效调动干部资源、组织资
源、部门资源在一线会聚，推动党建工作与项
目建设有效融合，集聚了“拼经济、抓发展”的
强大合力。

“通过把党建工作要素融入县域发展主阵
地、当好鼓手，融入产业发展主引擎、当好助
手，融入项目建设主战场、当好推手，如今，宝
丰县项目建设呈现全面开花、快速推进的良好
态势。”宝丰县委书记王代强如是说。

宝丰：党建引领助力重点项目建设

叶县成立全省首家
“新婚学校”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高君晓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罗聪
通讯员 焦萌姬冠鹏

近日，河南省首家以“新婚”为主题的
专业培训学校在叶县正式揭牌。这所学
校以公益课堂的形式，开设有婚姻家庭文
化、家庭教育、心理辅导、优秀家风等专题
课程，吸引了当地不少新婚夫妇、准夫妻、
适龄青年等参加。

“感情一开始肯定是甜蜜的，但是在
相处过程中肯定免不了也有摩擦，老师的
辅导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让我们可以更
好地去理解婚姻、经营婚姻。”参加过第一
期新婚公益课堂培训班的新人朱亚磊感
慨地说。

近年来，叶县以婚姻登记处为宣传主
阵地，积极创新、探索、拓展多元化的婚姻
家庭辅导模式，组建婚俗改革志愿服务
队、“红娘”服务队，定期开展“婚姻保鲜”
幸福沙龙学习班等活动，为适龄青年搭建
交友平台，让交友变容易，结婚不再难。
此外，他们还推出“颁证日制度”，依托“青
年节”“七夕节”“国庆节”“元旦”等节点，
邀请县级领导、人大代表、道德模范等为
新人证婚，通过举办集体婚礼、劳模婚礼、
红色婚礼等婚俗文化活动，引导全社会形
成喜事新办、婚事简办的婚俗新风尚。

“作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叶县新
婚学校的成立标志着叶县婚俗改革和婚
姻登记服务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下
一步，叶县新婚学校公益课堂还将陆续走
进各单位、各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助
推全县婚俗改革工作走深走心走实。”叶
县民政局局长王要杰说。

“感谢妇联今天给我送来了救助金！我更
有信心战胜疾病了！”3月5日，家住郏县白庙
乡后村的患癌困难妇女朱改让收到郏县妇联
送来的河南省“阳光母亲”计划困难妇女“两
癌”救助金后，感动得连声道谢。

为认真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救助困难妇女
儿童，近日，郏县妇联为辖区内55名困难“两
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1万元救助金。

自2009年“两癌”救助项目实施以来，郏

县持续将免费筛查民生实事列入全县重点工
作，组织妇联、卫健等部门，全面完成免费筛查
民生实事，累计完成免费筛查宫颈适龄妇女
37225 人，完成免费筛查宫颈癌适龄妇女
37239人，有力提升了广大妇女的健康意识，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截至目前，郏县共有727名困难患癌妇女
得到救助，累计发放救助金727万元。

军辉 培新

郏县55名“两癌”患者领到救助金

舞钢市杨庄乡：
羊肚菌撑起“致富伞”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王昊宇
通讯员 牛建行

“姐妹们，咱们加把劲，把棚中的各项
数据记录好，最近正是出菇的时候，大家
辛苦了。”3月6日上午，舞钢市杨庄乡操
占村的一处羊肚菌大棚内，村党支部书记
孙晓平正领着同村的姐妹记录大棚中的
温度、湿度等数据。

“羊肚菌对种植技术要求很高。温
度、水分、光照、肥料、土壤等任何一个因
素没把控好，都会导致前功尽弃。我们基
地每天上午、下午都会统计一次棚内数
据，然后根据情况做好调整。”说起羊肚菌
的种植情况，孙晓平如数家珍，“今年已经
是我们种植羊肚菌的第二年了，一共46
座大棚。目前，羊肚菌长势良好，不出意
外的话，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
入，2021年，操占村“三委”带领村民代表
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发展羊肚菌产业。如
今，种植基地的技术成熟了，规模不断扩
大，效益越来越好，小小的羊肚菌，成了村
民增收的“致富伞”。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我们将
着力推动全乡21个行政村都形成‘一村
一品’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让特色产业
成为带动农民致富、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舞钢市委常委、杨庄乡党委书记常
磊说。

舞钢市杨庄乡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