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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供需桥梁”
实现“双向奔赴”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
业， 助力重点企业吸纳人才，5 月
23 日， 川汇区人社局在川汇区零
工市场举办了高校毕业生暨重点

企业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上 ，41 家重点企

业带来了涵盖物流、教育培训、人
力管理、 物业服务等领域的 1100
多个岗位。

在招聘会现场， 重点企业招
聘人员主动与求职者沟通， 耐心
详细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疑问 。
求职者手持简历， 详细了解岗位
要求、 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等信
息。 川汇区人社局工作人员贴心
地为重点企业和求职者免费提供

职业指导、求职登记、社保等方面
的政策咨询服务， 帮助他们更好
地了解就业政策和市场动态。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现场达成
就业意向 220人。

就业是民生之本， 关乎着千
家万户的幸福。 川汇区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他们将
继续以开展招聘活动为重要抓

手 ，不断强化和健全用工求职服
务体系 ，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提
供更加高效 、 便捷的服务平台 ，
全力确保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社

力量。 ②25 （张锦玉）

加强合法权益保障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为提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专业
化水平，强化“调解、仲裁、审判”协
同联动，近日，我市举办全市调解员
仲裁员培训班暨调裁审衔接培训

班。 全市工会调解员、各县（市、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员、 基层
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参加培训。

培训过程中， 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院长赵绍辉围绕调解技巧和

调裁审衔接机制， 分享了大量司法
实践经验， 阐述了如何高效衔接提
升纠纷化解效率； 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业务骨干吴景瑞、 谢凤霞结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
多部法律法规，通过真实案例，对劳
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和二倍工资

支付、年休假工资、工伤保险待遇争
议等，进行了深入讲解；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刘凯则聚焦新就

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等， 从证据收
集、法律适用、审理思路等方面进行
细致分析， 帮助参会人员掌握相关
案件处理技巧。

通过开展此次培训，我市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队伍不仅提升了专业素

养，更为工会、仲裁机构、法院三方搭
建了沟通协作的桥梁，有力推动了调
裁审衔接机制的完善。我市将以此次
培训为契机，持续深化劳动争议多元
化解机制建设，不断提升劳动争议化
解效能，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②25（宋日升）

精准施策促就业 贴心服务助企兴
������5 月 26 日，由商水县委、县政府
主办的商水县 2025 年民营企业服
务月专场招聘会在商水县市民之家

举行。此次招聘会以“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为主
题，搭建高效供需对接平台，全力破
解企业用工难题， 助力重点群体实
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在招聘会现场，48 家企业提供
了涵盖制造业、 服务业等领域的就
业岗位 3000 个， 吸引了 1600 余名
求职者。

此次招聘会是商水县开展民营

企业服务月活动的首场大型现场

招聘会。 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招聘
人才，商水县人社局建立“专员式”

联系服务机制 ， 活动专员与企业
“一对一”联系，深入摸排求职者就
业意愿和企业用工需求，通过多种
渠道广泛宣传， 确保企业与求职者
精准对接。

此次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招聘

模式。在线下，商水县人社局工作人
员设置了政策宣传区、企业展示区、

高校毕业生服务区等， 发放宣传资
料 2000 余份。 在线上，工作人员在
直播间与求职者实时互动， 解读岗
位信息，为他们提供全方位、多层次
的就业服务。

据统计 ，当日 ，有 713 名求职
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②25

（李跃）

陈学西：“杀敌英雄”威震四方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这面旗帜是老家乡亲们送来的，
是对我父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所作贡献的褒奖。 ”近日，记者走进西
华县箕城路教育局家属院陈学西的老

宅。 他的子女讲述他的事迹，并向记者
展示了一面写有“杀敌英雄”字样的三
角形锦旗。

旗面边缘已泛白起毛 ，“杀敌英
雄”四个大字却依旧如跳动的火焰，将
人们的思绪带回硝烟弥漫的抗日战

场。若陈学西还健在，今年已是百岁高
龄。这面浸染着硝烟与热血的锦旗，无
声地诉说着他传奇的战斗生涯。

北平学子 毅然从戎

1925 年 7 月，陈学西出生于河北
省邢台市西黄村乡桐花岭村。 陈学西
的童年原本是幸福的， 父亲在北平燕
京大学工作， 母亲在北平担任小学教
师。在北平求学的日子里，教室里琅琅
的读书声与胡同里小贩的吆喝声交织

在一起， 构成了他对城市生活美好的
记忆。

然而，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
枪声打破了这份宁静。 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邢台很快沦陷。陈学西从父母
口中得知， 凶残的日寇在他的家乡烧
杀掳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当时还在读初中的陈学西， 胸中
燃起抗日怒火。 他多次向父母提出要
回乡打鬼子，却因年龄小遭到拒绝。

日寇在陈学西的老家桐花岭村北

面的山头上修筑了炮楼， 将这座宁静

的山村变成人间地狱。 乡亲们在日寇
铁蹄下挣扎求生的消息， 如重锤般敲
击着少年陈学西的心。

“父亲常对我们说，他梦里总是浮
现乡亲们被日寇欺负的场景。 他不甘
当亡国奴 ， 一门心思就想着抗日杀
敌！”陈学西的儿子陈振生回忆道，“为
回乡杀鬼子，父亲时刻关注抗战消息，
还偷偷攒路费、打听回乡路线。 ”

1940 年，陈学西的父母终于被陈
学西的执着与决心打动， 含泪同意他
回乡随祖父母生活。从北平到邢台，路
途充满艰险， 满腔热血的陈学西毫不
畏惧。他乔装成难民，机智躲过日寇的
层层关卡，穿越重重封锁线，历经艰辛
终于回到桐花岭村。 当他的双脚踏上
家乡的土地时， 空气中还残留着硝烟
味， 远处日寇炮楼阴森的轮廓刺得他
眼眶发红。他握紧拳头，立下誓言：“一
定要把鬼子赶出去，为乡亲们报仇！ ”

由于思想进步， 陈学西很快被地
方党组织吸收进民兵队伍。起初，他跟
着战友们传递情报、站岗放哨、夜袭敌
人，进步神速。 没有枪，他们就自制土
枪；没有弹药，就自造地雷和手榴弹；
缺乏作战技能， 就刻苦练习打枪和爆
破；没有战斗经验，就主动向其他抗日
武装学习。 陈学西带领桐花岭村十多
个热血青年组成抗日民兵队， 在不断
历练中，战斗力日益提升，成为当地赫
赫有名的抗日游击武装。

激战日寇 尽显血性

“我们村南面有条小河，北面有三
个山头， 日寇在这三个山头上各修了

一座炮楼。 如今，遗址还在，我们小时
候还在那里玩耍过。”陈学西的子女回
忆道。

当时， 日寇还在距离桐花岭村十
多里的一个村庄设立大型据点， 驻有
数百名日寇和大批伪军， 频繁对周边
抗日武装和乡村进行扫荡抢掠。 由于
桐花岭村离据点很近， 成为日伪军重
点袭扰的目标， 也成为抗日游击战的
最前沿。为更好地打击敌人，陈学西在
日寇据点附近设置了隐蔽观察哨，一
旦日伪军出动， 消息就能迅速传递给
游击队。

在与日寇的一次次交锋中， 陈学
西和民兵们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
1942 年春天， 桐花岭村被阴云笼罩。
一日清晨， 站岗的小增远远望见大批
敌人逼近， 慌乱中投掷的手榴弹爆炸
声成了警报信号。 正在祠堂召开民兵
会议的陈学西抄起土枪冲向村口，只
见十几个鬼子端着枪疯狂扫射。

激战中， 小增腹部中弹倒在血泊
中，在村东头放牛的张妮被流弹击中，
村民海深为掩护妇孺撤离被日寇的刺

刀刺穿胸膛， 陈学西咬牙将最后一颗
子弹射向敌人……这场惨烈的战斗，
让年轻的陈学西对日寇的仇恨更加刻

骨铭心。

巧炸炮楼 威震四方

随着战斗经验不断丰富 ， 陈学
西逐渐成长为桐花岭村武装委员会

主任 、村长 。 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 ，
他深知不能硬拼，必须智取。

为打掉村北的日寇炮楼 ， 他带
领民兵乔装成送香油的商贩 ， 将汽
油灌入特制油瓶，外面裹上棉絮。 这
些准备工作都在夜晚秘密进行 ，凝
聚着众人的智慧与心血。

当他们推着装满 “香油 ” 的独
轮车靠近炮楼时 ，站岗的伪军闻到
浓郁的油香 ，警惕性瞬间松懈 。 就
在伪军验货的一刹那 ，陈学西猛地
掀开油布 ，点燃导火索 ，迅速将十
几个燃烧瓶扔进炮楼 。 霎时 ，炮楼
内爆炸声与日寇的惨叫声此起彼

伏 ， 整座炮楼瞬间化作冲天火柱 。
这场漂亮的火攻 ，让陈学西的名字
传遍十里八乡。

“多年前 ， 我们回乡参加爷爷
葬礼时 ，还专程去那里参观 ，寻觅
当年的战斗痕迹……” 陈学西的子
们说 ，这些炮楼遗址是日寇罪行的
铁证 ，也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当年战
斗的惨烈。

村头设伏 勇挫敌锋

1944 年秋，日寇对桐花岭村发动
大规模“扫荡”。 陈学西接到儿童团送
来的紧急情报后，迅速组织群众转移。
望着漫山遍野寻找地方躲藏的乡亲

们，他决定冒险设伏阻击敌人。此时的
陈学西， 已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民
兵指挥员。

他带领十余名民兵背着自制土地

雷，爬上两侧山头。当日伪军进入山谷
时，陈学西率先拉响地雷，飞溅的弹片
和碎石打得敌人阵脚大乱。 趁敌慌乱
之际，民兵们的子弹、手榴弹如雨点般
倾泻而下。战斗进入白热化，日寇用重
机枪疯狂扫射， 子弹在陈学西耳边呼
啸而过。他高喊“给群众报仇”，带领民
兵顽强阻击。

为给群众转移争取时间， 陈学西
指挥队伍且战且退。 他们携带充足弹
药迅速爬上村头两边山头，利用山石、
树木、 草丛隐蔽起来， 精心布设伏击
圈。队伍刚部署完毕，数百日伪军便已
逼近。当敌人进入埋伏圈，陈学西一声
令下， 埋伏的民兵突然开火， 枪弹齐
发，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过了一会儿，
敌人从枪声和爆炸声判断出我方人

少、武器差，便进行疯狂反扑，用长枪、
机枪和钢炮不断向两边山头扫射轰

击。 战斗愈发激烈，陈学西沉着指挥，
利用地形与敌周旋。 这场以少敌众的
战斗持续两小时， 民兵们以牺牲两人
的代价，成功阻滞敌军进攻，为乡亲们
安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战后， 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授予
陈学西“民兵英雄”“民兵模范”称号。
日寇悬赏通缉陈学西的布告贴满村

庄。多年后，当子女问他面对敌人是否
害怕时， 他坚定地说：“战场上杀红眼
了，有什么好怕的？ 一上战场杀鬼子，
就什么都不怕了。 ”

大义锄奸 捍卫家国

在抗日斗争中， 陈学西不仅要抗
击外部敌人，还要清理内部叛徒。村里
有两名汉奸为虎作伥， 其中一人是他
的远房亲戚。 当得知这位亲戚为日寇
传递情报时，陈学西强忍悲痛，连夜带
人将其擒获。

面对亲戚“念及亲情”的求饶，他
红着眼眶说：“国难当头， 亲情岂能抵
过同胞的鲜血！ ”随着两声枪响，正义
的子弹终结了叛徒的罪恶。

一次战斗中， 陈学西和叔伯大爷
被日寇包围。游击队员迅速突围，陈学
西侥幸脱险， 但他的叔伯大爷却受伤

被俘。日寇要求用陈学西“换人”，遭到
拒绝后残忍杀害了他的叔伯大爷。 多
年后， 陈学西的子女们仍会回到当年
的战场，追寻父亲战斗的足迹。

抗战胜利后， 陈学西继续投身革
命事业。 1945 年 7 月，他参加八路军，
在太行军区四十二团二营五连服役，
先后参加邯郸战役、定陶战役等，因作
战英勇被评为“杀敌英雄”，并从普通
战士晋升为排长。 1946 年，他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冀鲁豫军区、平
原军区等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
响应号召来到基层任职， 开启新的奋
斗篇章。

英雄虽逝 浩气长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 1955 年
至 1960 年期间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 1960 年 9 月，河南省委作出
‘关于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加强生产第
一线’的决定，父亲积极响应号召，从
省检察院下放到西华县奉母公社。”陈
振生介绍，1962 年后， 陈学西先后在
西华三高、 城关高中任校长，1987 年
退居二线，1990 年 1 月离休。

英雄的精神薪火相传。生前，陈学
西常骄傲地说：“我当过陆军， 三儿子
当过海军，小儿子是空降兵，两个女婿
也是当兵的 ， 我们家陆海空三军齐
全！ ”他的 6个子女虽在不同岗位，但
都传承着父亲忠于党、 忠于人民的信
念。在工作中，他们或扎根基层服务群
众，或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2005年、2015年，陈学西先后被授
予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70 周年纪念
章。 2019年，陈学西去世，享年 94岁。

如今，那面写着“杀敌英雄”的锦
旗虽已褪色， 但陈学西的故事在家乡
代代相传。邢台市纪念馆里，他的战斗
故事被永久珍藏。每年清明时节，总有
人带着鲜花来到当年的战场遗址，缅
怀那段气壮山河的岁月。

父老乡亲赠给陈学西写有“杀敌英雄”字样的三角形锦旗。 （记者 王吉城 摄）

陈学西（资料图）。

陈学西的功劳证（资料图）。

（上接第一版）
法治保障强底线， 走好乡村治

理“便民路”。 积极推进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 ，制定村规民约 ，强化
村民规则意识 、 培育契约精神 ，以
法治精神与文化疏导群众情绪 ，破
解基层治理的法治难题 。 探索 “村
综治中心 +矛盾调处室 +五老协
会+律师”多元调解模式，实行人民
调解 、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等多方
联动 ， 充分发挥网格员 、 驻村民
（辅 ）警 、村法律顾问的作用 ，依法
调处村民身边的各类矛盾纠纷 ，推

动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
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
治环境 。 同时 ，通过网格微信群转
发普法动态 、 典型案例等信息 ，结
合治安巡逻 、诉求化解 、法律咨询
等方式 ，定期开展法律宣传服务活
动，从源头上化解矛盾 、解决纠纷 ，
实现 “小事不出村 、矛盾不上交 ”。
今年以来 ，该村已成功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 25 起，实现“零信访”。

智治支撑提效能 ，走好基层治
理 “创新路 ”。 持续深化 “党支部＋
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 ” 基层

治理体系建设 ， 投资 20 余万元打
造了 “数字乡村 ”治理平台 ，将全村
网格信息 、网格事项等动态数据通
过网络汇聚成 “社会治理一张图 ”，
及时回应社情民意 、 化解矛盾纠
纷 ，实现智慧化治理 。 构建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便民服务体系 ，提升党
支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今年
以来 ，该村通过 “数字乡村 ”治理平
台办理村内民生事项 80 余件 。 同
时 ，依托平台优势 ，将信息化触角
延伸至基层治理 “神经末梢 ”，构建
起高效协同的基层治理体系 ，先后

安装 “数字乡村 ” 监控摄像头 37
个 ，且全部实现互联互通 ，村民安
全感持续提升 。

高集乡党委书记马廷俊表示 ，
王屯村是全乡扎实推进党建引领

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先进典型 。 目
前 ，该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群众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增强 。
下一步 ，高集乡将在全乡大力推广
该村的经验做法 ，持续深化治理创
新 ，不断探索新路径 、新方法 ，推动
乡村治理再上新台阶 ，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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