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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道乡王楼村曾经是省级
贫困村，由于地处半丘陵地区，
石厚土薄，受气候条件限制，村
民经济收入主要靠种植小麦、玉
米等粮食作物，基本属靠天吃
饭，收入偏低且不稳定，很多青
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打工。

2018 年 10 月，石道乡王楼
村被省蚕科院确定为精神文明
建设帮扶村之后，省蚕科院高
度重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该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

“发挥蚕业科技优势，以产业带
动农民致富，逐步提升村民经
济收入和文明素质”的工作目
标，成立帮扶工作领导小组，派
出副院长、蚕业专家周其明和
第二党支部骨干人员组成的帮
扶工作队，一方面帮助开展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另一方面帮

助该村发展桑蚕种养、规划蚕
桑产业系列化开发。

当村“两委”号召村民种桑
树养蚕时，很多村民对桑蚕养殖
能致富的说法将信将疑。为消
除顾虑，村“两委”和省蚕科院等
驻村帮扶单位多次入户给村民
做思想工作，先从贫困户开始，
向他们宣传桑蚕养殖的利弊和
预期效益，并且给出每亩补贴
1000元、连续补贴 3年的优惠政
策。2018年底，村主任陈海亮带
领 8 户群众率先尝试，种了桑
树。2019年 5月，陈海亮开始第
一 次 养 蚕 8 张（1 张 等 于 1 万
只）。在省蚕科院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养蚕一个月，净收益 8000
多元，其他村民户跟他一样，也
尝到了养蚕的甜头，全村养蚕的
积极性逐渐高涨起来。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在惠济区
刘寨街道办事处，有这样一位被居民
亲切称为“珊闺女”“珊阿姨”的社区工
作者——徐珊。在基层工作的 7年时
间里，她用“铁脚板”丈量“民生路”，先
后走访辖区居民 2100余户，服务群众
3500余人，及时化解群众矛盾 200余
件，在平凡岗位上写就不平凡。

徐珊 2018年进入刘寨街道工作，
先后负责信访、综治等工作。2021年
刘寨街道弘润社区成立后，她转换角
色走进社区，扛起弘润社区副主任的

“社区管家”职责。小到邻里纠纷，大
到旧楼区整修，无论发生什么事，她总
是第一个冲在最前线，敢于接“烫手山
芋”、乐于做“热锅蚂蚁”，把居民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记在心上、落在
行动上。

“我的工作很家常、很碎小，比如
每天巡查楼院的环境卫生、哪家的水
电没有关、哪家私拉乱扯电线、哪户
居民吵架有矛盾、哪家的狗狗不文明
出行、哪位老人出行不方便……”说
起工作，徐珊“滔滔不绝”。这些大众
眼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徐珊看来却
是直连居民“心门”的大事。她凭借

“铁脚板”入户实地走访排查管辖的二
号网格中的 3个楼院 255户 551人，她
的网格巡查日志随手记上，月累计300
余条。

她创新“五问五必访”工作法走访
辖区 400多位老人，制作 36个微网格

老年人情况一览图，为重点关注对象
送去暖心问候，提供亲情帮助，用心用
情接下各类矛盾纠纷的“烫手山芋”，
义不容辞协调化解……在社区老人的
眼里，徐珊是贴心的“珊闺女”，在社区
孩子们的口中，徐珊是温柔的“珊阿
姨”，在困难群众的心里，徐珊是温暖
的“贴心人”。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
徐珊也获得了认可——2023年获评郑
州市劳动模范，2024年获得河南省劳
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群众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起点，自
己身上的担子依然很重。“今后我将继
续尽职尽责、开拓创新，在社区这个平
凡的岗位上用一颗赤诚之心点亮社区
万家灯火！”徐珊说。

劳模匠星耀绿城

消夏晚会送欢乐
点亮群众夜生活

本报讯（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穆莉娟 徐少杰 文/图）近日，中牟
县狼城岗镇“清凉一夏”文化惠民活
动在狼城岗镇北堤村亮相，为辖区群
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表演。

晚会在北堤村文化广场举行。
伴随着小表演者虎虎生威的武术表
演，文化活动拉开帷幕。结伴的年
轻人、休闲健身的老年人等陆续来
到晚会现场，在轻松的氛围里体验
晚会带来的乐趣。

武术、舞蹈、腰鼓、二重唱等节
目轮番上演。台上流光溢彩，台下
人头攒动，整场晚会，观众的热情伴
着徐徐的晚风传遍四方。

活动现场还组织小志愿者通过
向村民发放宣传资料，广泛宣传移风
易俗。倡导村民从自身做起，破除陈
规陋习、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
操大办等，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
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努力
营造树新风、破旧俗的浓厚氛围。

蚕宝宝助力
王楼村“破茧”走上致富路
建成标准养蚕大棚30座，年创效益160多万元

积极访企送政策
促进企业大发展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彭飞） 为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
动，日前，商都路办事处联合郑东新
区金融服务局开展入企走访活动，通
过专项政策解读、开展融资对接，“手
把手”送政策、“面对面”听诉求、“实
打实”解难题，为企业提供更加紧密
的政企服务，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本次走访调研，先后来到点都
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泰丰医
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河南骞源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4家企业分别与
企业负责人开展座谈，听取关于企
业经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
的情况汇报，了解企业股改和融资
意向。东区金融服务局将最新的股
改政策及各大银行相关融资重点产
品、相关服务等向企业一一介绍，有
效对接企业信贷需求，帮助企业解
决融资难题，以金融助力企业高质
量发展。商都路办事处就2024年度
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条件、申报流程
及政策扶持进行了详细解读，帮助
企业逐条梳理高企申报资质，查漏
补缺，针对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问
题提供了针对性的建议和支持，鼓
励企业积极组织申报，享受政策红
利，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桑蚕养殖技术简单，
劳动强度不大，周期也短，
收益高，就养了一些，比种
地强多了。这可得感谢驻
村单位的帮扶。”7月8日，
登封市石道乡王楼村村民
王梅玲摸着自己养蚕抽丝
加工而成的蚕丝被，心里
美滋滋的。

提起桑蚕养殖带来的
收益，王楼村很多桑蚕养
殖户都会像王梅玲这样，
对村“两委”班子以及帮扶
该村的省蚕院科、郑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驻村工作
队、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武
装部等驻村帮扶单位赞不
绝口。

效益初显：
年创经济效益160多万元

如今，在石道乡党委政府和省蚕
科院等驻村帮扶队单位的支持下，王
楼村新建了冷库、抽丝厂，并购置了抽
丝机与通水架电等配套设施，为蚕桑
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桑
蚕养殖已成为王楼村的主导产业，已
发展养蚕户 26户，栽植桑树 260余亩，
养殖规模达 300 多张，建成标准养蚕
大棚 30座，年创效益 160多万元，并初
步形成了集种桑、养蚕、抽丝、蚕被制
作等一体的产业链条，村民们“破茧”
致富路越走越顺畅。

“我们王楼村还计划发展桑椹采摘
园、桑椹酒加工、桑叶茶加工销售、蚕蛹
加工、蚕沙销售等，进一步拉长养蚕产
业链条，努力让小蚕桑给村民带来大幸
福。”王楼村党支部书记王伟东表示。
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秦松玲 温亚旭 文/图

帮扶金点子：因地制宜发展桑蚕种养

河南省劳动模范徐珊：

用“铁脚板”丈量“民生路”

居民在欣赏精彩的表演

大棚里养殖的桑蚕结好了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