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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社区

本报讯 （记者 张延 通讯员
平艳） 近日，延津县石婆固镇南秦
庄村百米荷花塘，迎来了盛花期。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让这里变得
格外热闹。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
个美丽的荷塘，曾经是一个垃圾遍
地、荒草丛生的废弃沟渠。

7月18日，晴空万里，南秦庄村
荷塘附近的梨树上，许多蝉扯着“喉
咙”，不知疲倦地“叫着夏天”。荷塘
内，荷叶如绿盖轻摇，荷花或含苞待
放，或盛开娇艳（如图）。荷塘里的红
色锦鲤肆意地游来游去，很是惬意。

“你看这荷花多漂亮，我每天吃
过晚饭后，都会带着孩子来这转转
看看，小孩高兴，大人也高兴。”村民
秦艳彬告诉记者，你可能想不到，8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
弃沟渠。

据南秦庄村党支部书记秦天
周介绍，他们村的这个荷塘，原来
是一条荒草丛生、垃圾遍地的废弃
沟渠。2017年，村里开始对这条河
沟进行改造。“现在，废弃沟渠变成
了荷塘，还养了鱼，环境也改善了，
村集体也增加了收入，群众也得到
了实惠。”秦天周高兴地说，现在，
每到春节，村里就会按人头给村民
发莲菜。

村民秦义说，由于今年气候和
光照条件比较充足，这些荷花长势
良好，开花的数量也比较多，极具观
赏性。村民晚上有了游玩去处，也
吸引了周边群众前来拍照打卡。

据了解，近段时间，该村荷塘周
末客流在一二百人次，傍晚时分人
最多。

昔日荒沟草丛生
今日荷花别样红

本报讯 （记者 刘志松 实习生 张
俪海）“十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让
我有机会到上海学习。我将所学知识用
于实践，带领村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7月17日，家住辉县市沙窑乡罗姐寨的
司栓保表示。

前不久，司栓保作为辉县市致富带
头人的杰出代表，参加在上海交大实施
的 2024 年乡村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
项目，结束培训，他顾不上领略上海的风
光，就马不停蹄地回到家乡。

司栓保深知，此次赴上海交大学习的
机会来之不易，这不仅是个人提升的契
机，更肩负着带领家乡走向富裕的重任。

培训期间，上海交大精心安排了一
系列丰富多彩且极具针对性的课程。从

农业产业发展的前沿趋势到农村电商的
创新模式，从乡村治理的有效策略到农
业科技创新的应用实践，每一堂课都让
司栓保受益匪浅。专家渊博的知识、生
动的案例，以及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司栓
保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

在课堂上，司栓保总是积极参与讨
论，与来自全省各地的“头雁”们交流经
验。他发现，虽然各地的情况有所不
同，但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目标——让乡
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这种思想的碰
撞和交流，让他拓宽了视野，也为他未
来的工作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和思路。

司栓保跟随团队深入到上海周边
的先进地区，目睹了现代化农业产业园
区的高效运作、美丽乡村的独特风貌

以及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成功的案
例让司栓保认识到，只要找准方向、勇
于创新、真抓实干，自己的家乡也能实
现华丽转身。辉县拥有丰富的历史文
化和自然资源，完全可以打造出具有自
身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

司栓保带着先进的理念、丰富的知
识和满满的信心，回到了辉县市这片生
他养他的土地。

一回到家乡，司栓保根据所学的知
识，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产业发展
等方面进行调整。他计划引导蜂农调整
思路，发展特色蜂业，在现有的基础上，
提高蜂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他还推动
合作社的有效运营，实现规模化生产和
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发展农村电商方面，他计划培养
一批懂网络、会营销的新型农民。通过
电商平台，让辉县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
山，销往全国各地，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收益。

司栓保表示，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他将继续发挥“头雁”的
引领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担当
和奉献，带领乡亲们不断探索创新，为实
现辉县市乡村的全面振兴而不懈努力。

“头雁”归来话振兴

本报讯 （记者 崔敬）“市场监管
部门执法人性化，让我深受教育。以后，
我一定守法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7
月16日，封丘县一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高女士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提出“移出
经营异常名录”申请，不进行行政处罚。

近期，高女士在银行办理业务时被
告知，因未按时申报2023年度年报而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被联合惩戒，银行
拒绝其贷款业务申请。原来，因为工作
疏忽，高女士的公司忘记进行2023年度

企业年报。
高女士了解到，企业未按期公示年

报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
款。企业因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
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
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
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
销营业执照。

最终，在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高女士提交了申请移出经营异常

名录所需的材料，及时纠错，按照程序完
成信用修复。当天上午，就将企业移出
了经营异常名录。

据了解，封丘县连续 3 年针对县域
市场主体未年报、逾期年报行为实施了
包容审慎监管和服务型执法。极大提
高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经营者对信用监
管和信用修复制度的知晓度，引导其
依法依规申请信用修复。3年来，当地
在宽展期内共为200余户经营主体完成
了信用修复。

年报异常后果很严重
“宽限”解决信用被修复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秦
安伦） 7月17日，记者了解到，日前凤泉
区大块镇大块村委会院里锣鼓喧天，热
闹非凡，村民为村委会送来锦旗，感谢村
委会铺设管网、修整路面，解决了玉河商
店门口多年的积水问题，让老百姓心中
的“烦心路”变成了“幸福路”。

据了解，大块村的新秀路穿村而过，
主干道两侧胡同道路居多，年久失修，还
没有路灯，每到雨雪天气，小路更是难
走，给村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
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一直以
来，村里的几条胡同不仅是村民们的“心

头病”，也是村两委干部放心不下的“牵
挂事”。

“交通便利了，乡村振兴就有‘道’
了，乡亲们致富就有‘路’了。”大块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学新说。
去年年底，大块村在年终总结时表示，
排除万难，一定要把“烦心路”改造成
凝聚民心的“幸福路”，真心实意为群
众排忧解难。

今年，在大块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大块村村委会说干就干，组织群众
代表积极参与，从规划设计到道路施工
全过程监督，先后对村内的多条主要道

路重新修建。为使工程早日完工，刘学
新和“两委”班子成员每天坚守在道路施
工一线，协调指导，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我是村里的老人了，在村里生活
了一辈子，以前道路坑洼不平，每逢下
雨下雪，走路得格外小心。现在路修好
了，不仅平整宽敞，而且环境也干净整
洁了，日子也越来越幸福了。”大块村一
位秦姓老人说。

刘学新表示，下一步，大块村“两委”
将继续用实际行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让全村共享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让
乡亲们的日子不仅有“甜头”，更有“奔头”。

“烦心路”变成“幸福路”
村民赠送锦旗表谢意

本报讯 （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泽琳）7 月 17 日，记者了解到，日前，在
延津县僧固乡沙庄村玉米地里，该村
小板凳调解员与村民王润国在一起，
正在商量他与邻里耕地地边纠纷的解
决办法，经过调解员耐心劝导，双方当
事人敞开心扉谈看法，最终促进意见
达成一致。

“我们村成立的小板凳调解队，队员
都是老党员老干部，我和邻居三十多年

的纠纷，通过他们调解，解决得好，非常
满意。”王润国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僧固乡积极探索
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有效途径，通过整
合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和力量，组建
小板凳调解队，倾听群众心声，畅通民意
渠道，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
在萌芽状态。

沙庄村“两委”结合村里实际，挑选
出一批品行优、威望高、信誉好的老党员

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组建小板凳调解
队。小板凳调解员走街串巷、深入家户，
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小板凳调解员的身
影，宅基地纠纷、雨水倒灌、耕地纠纷、修
路等，一桩桩邻里间的小事，在小板凳调
解员调解下顺利化解。

沙庄村党支部书记焦文芳说：“我们
村自成立小板凳调解队以后，解决了很
多问题。通过他们的努力，现在村里的
纠纷少了，群众之间也和谐了。”

小板凳调解队解难题
化解村民纠纷促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