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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 3 所学校入选全国县级优质农民田间学校

5 月 15 日，由市卫健体委主

办的 2024 年南阳市“全民健身

月”暨“家在南阳·文明起舞”文

明健康舞蹈大赛启动仪式在市

第一体育健身中心举行。图为

启动仪式上的文艺表演。②5
全媒体记者 杜林青 摄

新荣誉新荣誉 新起点新起点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5 月 15 日，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近期由中央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

技教育培训中心）在全国农广校体系组

织开展的全国县级优质农民田间学校

推荐工作中，我市 3所学校榜上有名，入

选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我市入选的 3 所学校分别是，内乡

县中以高效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农

民田间学校、淅川县国营农场农民田间

学校、河南伏牛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农民田间学校。

农民田间学校是全国农广校体系

在 基 层 的 有 效 延 伸 ，是 集 现 场 教 学 实

训、试验示范推广、生产加工服务于一

体的综合性培训学校，能够在农业产业

发展过程中起到引领示范的积极作用，

促进优势产业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

心依托龙头企业、农业园区、家庭农场和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资源优势，积极开展

“线上教学+线下实践+实训参观”“田间课

堂”等各类农民培训活动。至目前，全市

农民教育培训（农广校）工作体系依托“冬

春农民大培训”“高素质农民培育”等载

体，采取进村办班、网上课堂、农广通手机

APP等形式开展各类公益性培训，参训学

员累计达到 15000余人次。②5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张

中科）5 月 14 日，豫南首家省

部共建食管癌防治国家重点

实验室现场研究基地落户南

阳医专一附院东院区。这不

仅是南阳医专一附院东院区

在食管癌早诊早治方面的新

起点，也标志着南阳市乃至豫

南食管癌防治工作进入全新

阶段。

基地项目启动后，郑州大

学一附院王立东教授团队将

全面参与南阳医专一附院东

院区消化道肿瘤尤其是食管

癌的早期筛查、诊断、规范化

管理，定期坐诊、手术，指导医

院开展肿瘤的基础和临床研

究 ，为 更 好 临 床 转 化 奠 定 基

础，争取 3 至 5 年内使南阳医

专一附院东院区在研究生培

养、省市国家级项目和成果申

报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周

边区域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此次省部共建食管癌防

治国家重点实验室现场研究

基地，为南阳市食管癌临床研

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搭建

了一个开拓视野、提升技术的

平台，南阳医专一附院东院区

将充分利用好国家重点实验

室科研、人才、临床及资源优

势，加强与国内外先进医疗机

构和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将

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手段

引入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提升

南阳市的学科建设水平，推动

全 市 卫 生 健 康 事 业 快 速 发

展。②5

国家级医学重点实验室
现场研究基地落户南阳

本报讯 （通讯员房万鑫）

近日，镇平县政务服务中心在

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指导

下，联合石佛寺镇政府在该县

天下玉源社区开展“镇好办”

政务服务直通车“政务服务下

基层”工商年报专场培训会。

天下玉源社区是镇平县

专门为石佛寺镇新疆少数民

族务工人员租住房屋而建设

的民心工程，其中大部分新疆

籍群众在此从事原石交易、餐

饮等商业活动，将近一半的人

员都注册有个体工商营业执

照。针对社区 400 余个市场

主体工商年报填报的迫切需

求，镇平县政务服务中心在市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指导下，

与石佛寺镇政府合作，开展此

次专场培训。

培训会上，市场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向参会的维吾尔族

群众发放年报工作流程宣传

页 ，介 绍 了 年 报 公 示 基 本 知

识、未及时参加年报所产生的

不良影响，设置课件讲解、法

律法规宣传、实例演示、答疑

解惑等环节，面对面、手把手、

一步步为群众进行详细的流

程解读和现场实操。现场指

导并帮助 60 余人完成了工商

年 报 公 示 ，切 实 将 政 务 服 务

送 到 家 门 口 ，送 到 群 众 的 心

坎 上 ，受 到 群 众 的 一 致 好

评。②5

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指导镇平
开展“镇好办”政务服务直通车活动

精 准 辅 导 送 上 门

宛美政务

驰 骋 沃 野“ 新 农 人 ”

建强副中心建强副中心 代表在行动代表在行动 

云
悦
读

本报记者 王好学

通 讯 员 孙风雷 徐 壮 文/图
“现在无人机准备起飞，大家往后

站一点。”近日，随着市人大代表、新野

县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江丹一

声令下，一架农业植保无人机稳稳起飞

冲向麦田。

麦收在望，走进利农农机专业合

作 社 ，只 见 农 机 具 维 修 保 养 的 、新 设

备调试的、试驾试运行的……一派热

火朝天的忙碌场景。江丹说，合作社

已做好准备，随时奔赴省内外收割小

麦。

现 年 35 岁 的 江 丹 从 小 就 脑 子 灵

活，敢闯敢干，被当地村民称为“农机能

手、带富能人”。他创建的新野县利农

农机专业合作先后获得“全国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全国全程机械化+综合农

事服务中心”“河南省示范农机合作社”

等荣誉，让现代农业机械成为助农增

效、助民增收的“金扁担”，他也成为远

近闻名的“新农人”。

“小时候，看着村里的拖拉机手就

非常羡慕，总是好奇这个铁疙瘩怎么就

能跑起来。”江丹说。高中毕业后，借遍

了亲朋好友，他购置了全村第一台小麦

联合收割机，当上了农机手。从一个人

单干，到领着几个发小合伙干，到带领

一班子农机手一起干，江丹的农机事业

越干越大。

新 野 县 利 农 农 机 专 业 合 作 社 在

2009 年 12 月 25 日注册成立，如今总资

产 1200 余万元，拥有农业机械 367 台

（套）、社员 296人、农机手 157人，流转、

托 管 土 地 5300 余 亩 ，农 机 服 务 面 积

30000 余亩，合作社跨区作业面积跨 9
省 26 万余亩。2021 年，农业农村部授

予合作社“全国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称号。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江丹扎根农

村，心系农业。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他在市人代会上提出了《关于加大新野

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额度的提议》，并

很快得到了落实，2023 年购置补贴资

金增加到 2000万元。

2023 年夏收期间，阴雨连绵。江

丹利用自己在农机服务方面的优势，带

领合作社成员组织了 300 余台大型联

合收割机和履带式收割机，全力组织抢

时抢收小麦，并组建了技术指导组、后

勤保障组、应急作业服务组和志愿服务

组，对抢收抢种做技术指导。根据南阳

市农机部门调度，合作社又派出车辆分

赴宛城区、卧龙区、方城县、周口市等地

参与抢收小麦，累计抢收小麦 20 余万

亩。

城郊乡关场村连接县城大桥路和

省道 103的进城公路，是附近 30多个村

庄 6 万余人进城的主干道。由于近年

来雨水较多，路面出现破损，江丹积极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在县人大常委会的

指导协调下，促使有关部门很快对道路

进行维护，为进城群众提供了交通便

利。这让人大代表联络室在农村受到

群众的认可。

谈及未来，江丹说：“农业希望，还

是在现代化、机械化，希望有更多的农

民掌握新技术，勇当‘新农人’，农业才

有干头、有奔头。”②5

舞动健康文明美舞动健康文明美

技能赋力产业技能赋力产业 匠心筑梦南阳匠心筑梦南阳

本报讯 （记者于晓霞）5
月 16 日，南阳市“牧原杯”第

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河南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拉开帷

幕，全市 600 余名选手将同台

竞技，赛场争锋。

本届大赛由南阳市人民

政 府 主 办 ，南 阳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河 南 工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承 办 。 大 赛 以

“技能赋力产业 匠心筑梦南

阳 ”为 主 题 ，共 设 置 赛 项 55

个 ，23 支 代 表 队 、621 名 选

手、217 名裁判参加，是我市

规格最高、赛项最多、规模最

大 、技 能 水 平 最 高 的 职 业 技

能竞赛。

亮 绝 活 ，炫 技 能 ，展 特

色 。 在 为 期 3 天 的 比 赛 中 ，

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 600 多

名 选 手 将 在 赛 场 上 展 开 激

烈 角 逐 ，奋 勇 争 先 ，尽 显 南

阳 新 时 代 技 能 人 才 的 风

采。②5

南阳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今日开赛

600余名“匠人”赛场争锋

（上接 01版）街道干部、社区“两委”班子、群

众代表都会凑在一起，以“同心墙”“议事林”

为平台，决策共谋、共建发展。“同心墙”“议事

林”架起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激活

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两首“民谣”
见证八里岔悄然蝶变

“这片地原来是污水坑，通过人居环境整

治，如今被建成圆梦广场，闲暇，居民们会聚

在这里锻炼身体、举办活动。”踏入美丽干净

的八里岔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发生的翻

天覆地变化。

曾经的八里岔是出了名的软弱涣散村。

“有女不嫁八里岔，村又脏，道又破，晴天一身

土，雨天稀泥汤，晚上一片黑，污水肆意淌。”这

首民谣是几年前八里岔社区的真实写照。近

年来，在妇联的帮助下，八里岔社区发生了彻

底改变。

办公室听到的都是问题，走基层看到的

都是“办法”。八里岔社区妇联充分发动群

众，成立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达 200余

人，社区充分发挥巾帼志愿者服务队优势，从

群众最关心的出行难、脏乱差着手，带领群众

硬化水泥道路 5 公里、铺设污水管网 2000 余

米、安装太阳能路灯 120余盏、建设分布式光

伏污水处理站 2 座、栽种绿化树木 14000 余

棵、建成 4个广场和 1个展馆。

开展了以“幸福社区”为主题的乡村环境

整治行动，改造社区背街小巷、安装路灯、建

设广场游园、粉刷墙体，实现污水坑变身圆梦

广场，坑洼泥泞巷道变身水泥路，破旧院落变

身菜园、果园、花园、游园，废弃旧房变身村史

家风馆，围绕过去的传统文化与当前群众的

现实需求建成了八里岔社区“八大景”，混乱

村变身样板社区，外在改变了环境，内在改变

了民心，昔日贫穷落后的村庄一跃成为远近

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现在的八里岔社区流传着一首新民谣：

“运河边，国道旁，城南八里岔美名扬；古有进

士上殿堂，现有八里岔状元郎；人民民主凝民

心，‘五星’支部创建忙；环境整治齐动手，脱

去旧貌换新装。”

新民谣的诞生真实反映了八里岔社区的

华丽蝶变。

“德育”为本
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每天清晨 6点，在八里岔社区的晨读点，

琅琅读书声荡漾开来，浓浓书香弥漫在整个

社区，成为唤醒新一天最动听的音符。

服民以道德，渐民以教化。在胡小芳眼

里，推进新时代社会基层治理，根基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抓住了“人民”二字，基层善治的

答卷便可生动作答。胡小芳发动和利用社区

妇联力量，成立了巾帼读书会，深挖本村的进

士文化、耕读文化、德孝文化，建成书香苑、状

元墙、村史家风馆；挖掘乡土文化，建成民俗

文化墙；挖掘法治文化，建成法治巷；挖掘党

建文化，建成红歌一条街，传播优良思想、化

解家庭纠纷、助推移风易俗，为乡村治理建设

凝心铸魂。

在 胡 小 芳 的 带 领 下 ，八 里 岔 社 区 读 书

之风渐盛，返乡大学生、休假教师纷纷组织

开展晨读活动，积极成为领读志愿者，晨读

活动已成为该社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去

年暑假，690 多位周边村庄和社区的学生连

续 49 天 到 圆 梦 广 场 参 加 社 区 举 办 的 公 益

晨读活动，掀起了全民读好书、好读书的新

风尚。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这个读书活动以后，

我每天坚持带孩子一起过来。自从参加了这

个晨读活动，孩子在暑期不仅远离了手机、电

脑，增加了阅读量，还磨炼了意志，培养了良

好的生活习惯，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居

民李女士对孩子参加晨读活动后的进步和变

化感到由衷高兴。

读书是方法，促进全民素质大提升是根

本目的。近两年，八里岔社区考入二本以上

优秀学子 31人。“榜样榜和加油榜”广泛宣传

读书活动和家风家训创建取得的成效。巾帼

志愿者服务队成员袁小存，曾经遇到问题不

知道如何沟通，夫妻关系一度紧张。通过跟

着读书会学习，不仅经营好了自己的家庭，还

成了西八里岔暑期公益晨读点的负责人。“我

虽然现在八十有余，但是我爱党初心有增无

减……”82 岁的陈壮奎老人在巾帼读书会的

影响下，学党史、听党课，亲笔写下入党申请

书。

外修生态、内修人文。两年来，八里岔社

区传承悠久的德育文化作为培育乡风文明的

重要内容，扎实推进“德孝”建设，进一步探索

出一条“以道治村、以德化民、以孝育人、以和

养心”的和美乡村新路子，把“孝”文化融入治

村、治家之中，让乡村德治在新时代新农村生

根发芽。

社区常态化开展“星级文明户”“好媳妇”

“好婆婆”“五美庭院”等评选创建活动，邀请

“好媳妇”娘家人登红毯，开展感谢妇女娘家

人相关活动。争当“最美家庭”“五美庭院”

“好婆婆”“书香家庭”之风盛行，好家风、好家

训深入人心。

今 年 春 节 ，社 区 隆 重 举 办 了 春 节 民 俗

展 演 和 孝 老 敬 亲 活 动 ，在 外 游 子 和 乡 贤 看

到家乡的变化，捐出 20 多万元帮助社区建

设，在外务工乡亲主动捐出闲置的宅基地，

让 社 区 建 设 主 题 广 场 ，八 里 岔 乡 风 越 来 越

淳朴。

胡小芳说，目前的三里岔社区已经是远

近闻名的“三零平安村”（零上访、零事故、零

案件），真正做到了路不拾遗。下一步，社区

还要带领乡亲们办好面粉厂、手套加工厂，新

上马一批好项目，让乡亲们不断增强获得感、

幸福感。②6

善 治 心 安 百 家 宁

江丹（右）在调试植保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