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职人员工作日午餐禁酒
实则是种贴心保护
□付永奇

近期，“河南公职人员 24�小时禁
酒令”的消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
发舆论热议。 虽经核实为不实信息，
但公职人员禁酒这一话题再度成为
大众关注焦点。 事实上，多地早已明
文规定公职人员工作日不得饮酒，尤
其是工作日午餐禁酒，已成为普遍性
制度。 这一举措不应被片面解读，从
本质上来说，它恰恰是对公职人员的
有力保护。

从健康角度看，饮酒过量对身体
机能的损害不容小觑。若公职人员长
期在工作日午餐饮酒，易养成不良生
活习惯，日积月累会在体内埋下诸多
健康隐患。公职人员肩负为人民服务
的重任， 健康体魄是其恪尽职守、履
行职责的基础。 禁酒令的实施，能减
少因工作应酬产生的过度饮酒现象，
从根源上守护公职人员的身体健康，
使其以饱满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

在工作层面， 工作日午餐饮酒
会对工作效率与成果造成严重负面
影响。 公职人员承担的工作繁杂琐
碎且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需保持清
醒理智的头脑和敏捷活跃的思维。若
中午饮酒，下午极易昏昏欲睡，处理
文件难以高效精准，参与会议讨论无
法充分表达见解，与群众沟通交流也
会失了分寸， 导致出现工作延误、决
策失误等问题。 禁酒令的执行，能确
保公职人员在工作时段维持良好的
精神风貌，提升政府部门整体办事效

能，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从廉政建设角度分析，“酒杯中

的腐败”现象屡见不鲜。 一些别有用
心之人常将酒桌当作利益输送的“温
床”，以美酒佳肴为诱饵，企图腐蚀公
职人员廉洁奉公的初心。 工作日午餐
禁酒，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隐藏于酒
桌之下的腐败链条，助力公职人员远
离违规酒局，躲避陷入腐败漩涡的风
险，为公职人员的职业生涯筑牢防护
堤坝，维护政府公信力和良好形象。

此外，禁酒令对公职人员回归正
常社交生活意义重大。过去，部分公职
人员因工作频繁出入酒局应酬， 身心
俱疲，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也被挤
压。禁酒令的出台，为其生活带来新秩
序，使其能合理规划时间，将更多精力
倾注于家庭生活和健康积极的社交活
动，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公职人员工作日午餐禁酒并非
限制个人自由，而是一场全方位的保
护行动。 当然，在执行过程中要注重
分寸，避免“一刀切”，充分考量特殊
情况与合理需求。只有以科学合理的
政策为导向，配以严谨规范的执行流
程， 才能促使禁酒令释放最大效能，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构建健
康有序的工作环境奠定坚实基础，让
公职人员在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更
好地为人民服务。 ①7

周口中视眼科医院协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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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璀璨之星 绽青春华彩
周口市锦诚高级中学

□记者 刘华志 王吉城

在广袤的豫东大地，周口市锦诚
高级中学（简称锦诚高中）已深耕教
育十五载。这所承载着教育初心的学
校， 始终保持着破浪前行的姿态，散
发着独特的教育光芒。 近日，记者走
进这所满溢活力与希望的校园，探寻
其在创新教育探索和艺术体育教育

发展中的斐然成就与卓越实践，真切
感受“让每个孩子都灿烂” 的教育理
念如何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花似锦。
特色教育 赋能学子全面成长

走进锦诚高中， 现代化校园环
境令人眼前一亮：宽敞明亮的教室、
高标准配置的学生公寓、 干净整洁
的学校餐厅， 为师生打造了一个理
想的学习生活环境。 而 1 万多平方
米的高标准体艺楼、 国家标准运动
场及室内外篮球场等一流设施 ，更
彰显出学校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高度

重视。
在美术课堂上，学生挥动画笔勾

勒心中图景；音乐教室里，学生悠扬
的歌声与乐器声交织成动人旋律；舞
蹈教室内，学生轻盈的舞姿尽显青春
活力。

“我们依托多元课程体系，深度挖
掘学生潜能。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课程设置以学生为中心，除严格落实国

家课程方案外，还开设丰富的校本课程
与选修课程， 精准对接学生兴趣与需
求，让每个学生都能绽放独特光芒。

体育课程同样精彩纷呈。除日常
教学外，排球、篮球、乒乓球等特色项
目备受学生青睐。王老师表示：“我们
根据学生身体素质与兴趣爱好，量身
定制个性化教学方案，对具备体育天
赋的学生重点培养。 ”

学校排球队连创佳绩、捷报频传
便是有力佐证 ：2024 年河南省青少
年排球锦标赛中，男子排球队勇夺季
军，女子排球队斩获第四名；在浙江
长兴举行的沙滩排球全国精英赛中

亦表现优异。 值得一提的是，2025 年
河南省沙滩排球注册运动员共 34
人，锦诚高中占 28 席。

学校每年定期举办校园运动会、
歌手大赛、 文艺晚会等大型文体活
动，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 在
歌手大赛彩排现场，学生在台上尽展
才艺，台下师生掌声雷动，青春的自
信与活力尽情绽放。

文学社、摄影社、机器人社等社
团组织，则大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
活。 文学社学生说：“加入社团后，我
的写作水平提升显著，还结识了许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 ” 多彩社团活动，
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兴趣特长、创新精
神与实践能力。

精细管理 铸就优质教育品牌

科学管理是学校发展的基石。锦
诚高中构建了清晰完善的管理架构

与制度体系，确保各项教学工作分工
明确、责任到人。

教学管理方面，学校秉持精益求
精的态度。校长卢传志介绍：“我们严
格选用教材和教辅材料，按教学大纲
开齐开足课程， 保障学生全面发展；
严格遵循主管部门要求，做好学生建
档、注册等工作。 ” 对于学生学业水
平考试、高考等关键环节，学校均安
排专人负责，确保万无一失。

教师办公室内，墙上挂满详实的
教学计划与学生成绩分析图表。郭老
师表示：“学校通过开展集体备课、公
开课、 示范课及教学比赛等活动，促
进教师互学共进， 全力提升教学质
量。 ”

在学生管理中，学校坚持平等关
爱原则。卢传志强调：“学生虽然学习
基础有差异， 但我们坚持一视同仁，
不抛弃、不放弃任何学生。教学中，教
师因材施教，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与良好习惯，实现‘低进优出，高进
高出’的育人目标。 ”

课堂上，教师以生动案例讲解知
识，引导学生积极互动，让不同层次
的学生都能在轻松氛围中有所收获。

安全工作亦是重中之重。学校将

校园安全工作纳入教育改革全局，立
足管理提升，明确工作重点。 午餐时
分，食堂内秩序井然，校领导与学生
一同用餐，亲切询问饭菜质量。 学生
纷纷表示：“饭菜美味又卫生，我们吃
得很放心！ ”
师资雄厚 领航学子逐梦征程

锦诚高中师资力量雄厚，不仅聘
请黄冈教育专家治校，特邀新高考一
线名师指导，更注重本校教师的培养
与发展。

董事长刘锦英介绍：“黄冈教育
专家与新高考一线名师带来教学前

沿理念与丰富管理经验，引领学校在
教学改革、课程设置等方面紧跟教育
潮流，为学生提供高品质教育。 ”

学校积极组织教师参加专业培

训与学术交流， 全方位提升教学水
平。新入职的刘老师说：“在学校的培
养下，我在教学设计与课堂管理上进
步显著，如今更有信心教好学生！ ”

在锦诚高中，每位教师都以 “让
每个孩子都灿烂” 为使命，凭借扎实
学识与教育情怀，引领学生在知识海
洋中遨游，在艺体舞台上绽放光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 站在新起点，锦诚高中将坚守教
育初心，持续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
成长筑牢根基，助力更多学子奔赴灿
烂未来。 ②27

“小蒜头”成乡村振兴“大产业”
□记者 张志新 通讯员 付峰

眼下， 正值大蒜成熟上市，走
进项城市范集镇郭王村蒜农吴长

红家的田地里，一股淡淡的蒜香味
扑鼻而来。 出蒜、拾蒜、剪蒜、装袋、
装车……蒜农们来回穿梭，忙得不
亦乐乎。

“今年我家种植了 60多亩大蒜，
长势非常好，不仅个头大，而且均匀，亩
产 3500斤左右。 按当前市场行情，加
上蒜薹的销售收入， 除掉成本后每亩
纯收入可达 3000元，效益非常可观。 ”
丰收的喜悦让吴长红笑得合不拢嘴。

在范集镇， 喜获丰收的蒜农远
不止吴长红一家。 连日来，成片的大
蒜田里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种植户
们趁着晴好天气，将致富的“金疙瘩”
一颗颗挖出，归整码齐、装车，尽管脸
上挂满汗珠，却难掩丰收的喜悦。

大蒜产业不仅为当地农民带来

经济效益，还带动了群众就业。郭王
村村民王东洋一早便和邻居们到田

间务工：“现在每天能挣 80多元。大

蒜采收期约 10 天，家门口就能轻松
赚到 1000元，非常知足！ ”他边说边
麻利地干着手里的活。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一头系着农民的“钱袋子”，一头牵
着乡村发展的动力。近年来，范集镇
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导向，立足
地理、气候和土壤优势，因地制宜扶
持群众发展大蒜种植产业， 通过科
学管护、畅通销售渠道，把“小蒜头”
打造成乡村振兴的“大产业”。目前，
全镇大蒜种植面积 5000 余亩，这颗
“金蒜盘”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
要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大蒜规模
化、特色化发展，引进深加工企业，
延伸产业链，让产业振兴底色更足、
成效更实。 ” 范集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 ②11

“三夏”战场有青年
□记者 田亚楠

天气渐热，西瓜正当季，但种植
200 亩西瓜的韩然军却无暇顾及自
家瓜田，而是奔走在金黄的麦浪间。
“种瓜是我的事业，但粮食安全是全
村人的命脉。”作为郸城县双楼乡韩
老家村党支部书记， 他分得清轻重
缓急。

韩然军今年 32 岁，是一名返乡
创业者。这些年，他带领村民种植西
瓜，让很多村民尝到了甜头。不少外
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 跟着他
创业，他们联合成立合作社，干得风
生水起。

麦熟一晌，虎口夺粮。韩然军深
知青年群体蕴藏的巨大潜力。 在共

青团郸城县委的指导下， 他迅速组
建了一支青年志愿者队伍，投身“三
夏”生产。 这支队伍既是“防火巡逻
队”，骑着电动车穿梭田间，宣传禁
烧政策；又是“抢收突击队”，优先帮
助困难户收割、晾晒，确保小麦颗粒
归仓。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在“三夏”
生产的关键节点， 共青团郸城县委
发出 《关于动员全县各级团组织和
青年志愿者积极投身“三夏”生产工
作的倡议书》，吹响了青年助力“三
夏”生产的集结号。全县各级团组织
闻令而动， 广大青年志愿者踊跃参
与，一支支青年突击队如星火燎原，
迅速奔赴田间地头。

在双楼乡小赵村，党支部书记

王博文同样忙得脚不沾地。这位曾
经的麻醉医师， 如今返乡创业，已
是乡村振兴中的“多面手”。他将医
疗工作中 “预防为主 ”的理念引入
农业生产，创新建立“三夏”安全防
控体系。

“医疗背景让我更注重标准化
管理。”王博文积极响应共青团郸城
县委号召， 组织青年志愿者积极投
身“三夏”生产一线。 他组建了由村
医、农机手、电工组成的“安全诊疗
队”，对全村农机设备、电力线路、仓
储设施开展“体检”，并设置田间急
救点，为农机手提供健康监测服务。

“这个年轻人有文化、懂技术，
给我们带来了新思路。 ”小赵村村
民赵建好感叹道。 这些年，王博文

带领村民改造废弃校舍建成的 11
间标准化银耳种植棚，不仅带动村
集体年增收 50 万元， 更探索出一
条“种植+加工+电商”的产业融合
发展之路。

“三夏”生产，是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战役， 是一场关乎粮食安全与
农民增收的硬仗。在这场战役中，共
青团郸城县委的引领和返乡创业青

年的担当， 成为麦田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

“我们要做青年与乡村的‘连心
桥’。 ”共青团郸城县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他们将持续深化 “青春建功
乡村振兴”行动，通过搭建平台、优
化政策、强化服务，让更多青年在希
望的田野上绽放青春光彩。 ②11

激活基层“微治理” 织密民生“幸福网”
———淮阳区安岭镇张庄村的文明变迁

□记者 李瑞才 通讯员 韩天锐

清晨，阳光筛过细密的柳叶，在
平静的池塘上铺开一片跃动的光

点。白红山穿着整洁的制服，正仔细
清点着胡同口的分类垃圾桶———这

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不远处，几位
老人坐在马扎上悠闲交谈。 白红山
经过时， 他们纷纷热情招呼：“红山
啊，今天又来巡胡同啦！ ”这幕温馨
场景，是胡同长白红山的工作日常，
也是淮阳区安岭镇张庄村为进一步

解决基层实际问题， 激活乡村治理
末梢，实施“胡同长制”后，该村发生
的新变化，呈现出来的文明新气象。

“每名胡同长都是村 ‘两委’的
‘千里眼’‘顺风耳’。 胡同长的作用
就是向上直通‘两委’，向下紧贴群
众，确保‘小事当天处理，难事限时
协调、及时解决’。”从教师岗位退休
的白红山是经过村民公议推选出来

的第一批胡同长。白红山说，这批胡
同长通过政策宣讲、矛盾调解、应急
处置等一系列岗前培训后， 把每条
胡同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田”，把政
策传达到户、民意收集上传、环境秩
序维护、邻里纠纷初调、应急信息报
送当成本职工作， 用温情服务向村

民承诺：家门口无论有啥事，都会有
人介入及时管。

白红山表示，胡同长绝非“单打
独斗”，背后有一套精心设计的运行
机制支撑。 如村里创新实施的“胡同
议事会”制度，赋权胡同长定期召集
所辖户代表，就胡同内环境整治、小
型设施维护等事务进行民主协商。
议事结果由胡同长整理上报，村“两
委”据此决策并安排资源支持。 这种
“小事胡同议、大事村里定”的模式，
极大提升了议事效率和决策精准

性。 “胡同长制”的深入实施，让张庄
村的村容村貌、 治理生态以及乡风
文明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条条曾经
杂乱的小胡同，变得干净清爽、绿意
盎然； 及时发现化解小矛盾让邻里
关系在温情调和中悄然升温； 从医
保缴费提醒到惠农补贴第一时间通

知，让政策落地更顺畅精准，使一张
张 “需求清单” 变为群众 “幸福答
卷”；接地气的宣传科普和移风易俗
要求，让文明新风劲吹，使广大村民
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持续攀升……胡
同长连起了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治

理的“千条线”，成为凝聚人心的“黏
合剂”，让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
理生态圈悄然成型。 ②11

免费“大锅菜”助力麦收
□记者 张洪涛 通讯员 青俊

“这里的服务真好！ 包吃包住，
还能洗澡、洗衣服，可周到了……”
日前， 在太康县符草楼镇郑老庄村
的麦田里， 收完麦子准备离开的农
机手郑刘山，眼神里满是不舍。

是什么让郑刘山如此留恋？ 这
源于在郑老庄村开展的一场 “爱心
餐助麦收”公益活动。

麦收时节是村民一年中最忙碌

的时候。 太康县税务局驻郑老庄村
第一书记陈新义和该县红十字会常

务副会长、 县政协委员焦阳光商量
后，决定在村里设置“麦客驿站”，并
免费提供“大锅菜”，让前来收麦的

“麦客”和村民能按时吃上热乎饭。
5 月 29 日，经过紧张筹备，“爱

心餐” 在郑老庄村村委院子里正式
开张了。 “今年夏收，有爱心人士为
我们做免费‘大锅菜’，节省了很多
抢收时间。”郑老庄村党支部书记郑
先扬说，“爱心人士的贴心服务，让
大家甩开膀子加油干， 麦收的劲头
更足了。 ”

临近中午， 村民和农机手们风
尘仆仆地从麦田赶来， 不大的村委
院子顿时热闹起来。 大家端着热腾
腾的小鸡炖冬瓜， 围坐在一起有说
有笑，谈论着今年的收成。 “农机手
来郑老庄村，只管收麦，别的事不用
操心。我们包吃包住，提供全流程保

姆式服务。”焦阳光指着村委旁边的
“麦客驿站”介绍道。 驿站内不仅提
供免费的茶水、 食物和简单的医疗
用品，还设有休息区，农机手们劳作
之余，可以在这里休息，补充体力。

其实，像这样的公益活动，焦阳
光和陈新义二人早在 11 年前就组
织开展了。 2014 年，为让环卫工人
吃上一顿热乎饭， 焦阳光在太康县
组织发起了“爱心早餐”项目，每天
为县城里的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

餐，受到大家一致好评。“爱心早餐”
开始提供后， 陈新义第一时间报名
志愿服务，每天凌晨 5 时起床，为环
卫工做饭、端饭，11 年来风雨无阻、
雷打不动，多次被评为“太康县优秀

志愿者”。
这场“爱心餐助麦收”公益活动

也吸引了爱心企业和人士的关注。5
月 31日，河南星动能源有限公司为
村民送来了数百件矿泉水和粽子等

物资。此外，为全力服务好郑老庄村
的“三夏”生产，河南星动能源有限
公司和太康县税务局还组织成立了

2 支共计 40 余人的麦收志愿服务
队，每天在村里为农机手们送饭、帮
缺少劳力户收麦，受到村民好评。

“乡亲们， 明年麦收我们还来
给大家做‘大锅菜’！ ”午饭时，焦阳
光和陈新义走到群众中间 ， 大声
说。 话音未落，现场立即响起一片
叫好声。 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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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农服农业科技公司创新融合高效农机与先进种植技
术，整合种、肥、机等要素开展科学种植，倾力打造“玉米高产
示范方”，以科技力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动能。 图为 6 月 3 日，郸城县胡集乡房庄村的田间地头，周
口农服农业科技公司正运用卫星定位技术进行玉米播种，整
齐规范的种植间距展现出智慧农业的魅力。 记者 刘俊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