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4年 10月 21日 星期一

责编：徐 杰 审读：金 霞

信阳·县区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聂建武

在新县千斤乡这片充满
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有一位默
默奉献的“文化使者”，他就是
杨光灿。他以坚定的信念、无
私的奉献和不懈的努力，在基
层一线的“三区人才”志愿者岗
位上，为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文化振兴的使命。

千斤乡总人口 4 万余人，
素有“文化之乡”的美誉。依
托千斤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杨
光灿积极探索“一村一队、一
村一歌、一村一志、一村一馆、
一村一训、一村一匠”的文化

“六个一”。他招募社员成立
了千斤乡街道唯美戏曲传承
文化合作社，致力于让群众享
有更加充实、丰富、高质量的
精神文化生活。

千斤杨摆柳艺术团——
唯美戏曲传承文化合作社，是
一支“接地气”的演出小分队，
犹如行走在全县各个乡镇和
社区的一支“轻骑兵”。2018
年，在杨光灿的带领和全体社
员的共同努力下，合作社被命
名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

作为“三区人才”志愿者，
2022年以来，杨光灿积极争取
相关单位支持演出资金 2 万
元。他带领团队分别到陡山河
乡、苏河镇、千斤乡等乡镇村
组，以及敬老院、学校等地演
出，每到一处，观众平均人数达
到了200人次，他们的精彩演出
深受广大干群的好评。

合作社成立以来，社员们
在杨光灿的带领下，风雨无
阻，自觉参加训练。为了提高
节目质量、增强观赏性，杨光
灿积极与乡政府对接，邀请专

业老师十余人来指导节目排
练和人员培训。他组织社员
根据地方特色、时代特色进行
节目内容优化，老调填新词，既
突出了地方特色，又讴歌新时
代、赞美新生活。指导专家根
据杨高山村的特色创作了《银
杏树下是我家》等脍炙人口的
歌曲，并根据歌曲编排舞蹈，在
全乡引起了极大反响。高质量
的节目不仅带动周边群众自愿
参与，更吸引了大批游客。

然而，基层文化的发展并
非一帆风顺。杨光灿深知乡
村文化的未来和发展必然要
在创新上下功夫，在后继有人
上培养接班人，在传播手段上
做探索。作为一个“三区人
才”志愿者，他坚信，未来的

“乡村大舞台”一定会释放光
彩，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事业
也会更加辉煌。

文化使者：杨光灿的坚守与奉献

胡译丹

“服装加工车间开在家门
口了，走路几分钟就到。来这
里上班既能照顾老人、小孩，
又能学技术挣钱，多好。”“家
门口就业，孩子上学、我上班，
我成为‘打卡’上班拿工资的

‘上班族’。”近日，在息县天创
服饰杨店乡喻庄村分厂，缝纫
机“哒哒哒”响个不停，大家正
在学习毛衫加工机械的使用
和缝纫技术，车间虽然简单，
但配套齐全。大家一边学习
一边交流缝纫技巧，一派繁忙
景象。

在毛纺织行业里，缝盘工
是一个特殊工种，也是不能用

机器取代的一个关键工种。
“缝盘是毛衫产业链条上的重
要一环，因为这个环节全自动
机器不能取代，必须工人操作
机器进行缝制。”息县天创服
饰杨店乡喻庄村分厂负责人
介绍说。

据了解，为拓宽村民增收
致富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今
年以来，杨店乡积极承接全县

“产能下乡”行动，利用闲置厂
房、旧村部等资源，在汪楼、喻庄
和天创合作，建设缝盘加工厂2
处，有效增加留守妇女收入，带
动就业400余人次。

“用这个很简单，培训一
周 俺 就 基 本 掌 握 缝 盘 技 巧
了。”正在车间干活的女工杨

民华高兴地说，“以前围着灶
台转，如今围着机器转，缝盘
下乡真不赖！”现在杨民华每
月能拿到3000元的工资，过得
很幸福，也收获了更多自信。

大力引进企业吸纳一批，
大力发展产业消化一批，引导
返乡创业带动一批，在推进乡
村振兴过程中，息县县委、县
政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依托
园区带动、产业集聚等方式，
将企业建到家门口，把生产线
搬到村里，千方百计带动群众
就地就近灵活就业，把老乡留
老家，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铺就乡村振兴“快
车道”。

乡村就业工厂 托起“家门口”的幸福

本报讯（方东升）今年
以来，罗山县丽水街道党
工委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
线优势，统筹区域统战资
源，坚持“大统战”工作格
局，发挥“轴心”作用有效
推进辖区基层党建和统战
工作。

汇 聚 人 才 ，发 挥 力
量。该街道把统一战线的
人才汇聚优势发挥到位，
积极把街道、企业、社会各
界人士的人才组织起来，
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智
慧，为街道的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力量。

上 下 联 动 ，多 方 协
商。该街道做到有事好商
量、有事勤商量、有事细商
量，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参
与的立体协商平台，让协
商议事在基层扎根生长，
把诉求解决在身边。充分
调动统战成员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

据悉，街道党工委将
继续积极搭建统战成员和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连
心桥”，聚合统战凝聚力，
激活统战新动力，推动基
层统战工作提质增效。

罗山县丽水街道：

聚力打造引才“强磁场”

本报讯（张瑞丽）今年
以来浉河区董家河镇始终
把招商引资作为全镇经济
发展的“第一抓手”，牢固树
立大招商大发展意识，力求
以招商引资大突破助推发
展动能大提升。

下好项目谋划“先行
棋”。该镇坚持“项目为王”
的理念，紧紧围绕资源禀赋
进行整体系统谋划，重点招
引茶产业、文旅产业类头部
企业。目前已开展实地招
商交流32次，洽谈对接项目
18个，完成签约4个。

提升营商环境“软实
力”。该镇结合“四上企

业”入库及基层站所评议
工作，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宣传惠企政策，全面
走访企业收集问题建议，
加强对“小升规”企业调度
指导和协调服务，共召开
助企纾困办公会 15 次，协
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难题
6条。

董家河镇坚持“走出
去、引进来”的发展战略，
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户，
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发
展，让该镇成为投资兴业
的热土和人民幸福生活的
美丽家园。

浉河区董家河镇：

跑出招商引资“加速度”

10月20日，在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社员正在将刚收获的晚稻装
车。眼下正是光山县晚稻收割时节，当地农民抢抓时机加紧收割晚稻，确保丰收果实颗
粒归仓，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