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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瑞才

一排排别致的徽派建筑———青瓦、青墙，马头翘角，
墙线错落有致，自然古朴 ,简单典雅；万亩高产现代农业
种植基地, 村民用的是管道天然气， 每家每户房前有片
田、房后是果园，出门摘瓜果……如果没到过沈丘县冯
营镇李寨村，怎么也不会把它与幸福宜居、文明富裕等
联系到一起，更不会和“中原文化名村”“全国美丽乡村
创建试点村”“全国农村改善人居环境保障基本示范村”
“全国文明村”等荣誉产生任何关联。

“10 多年间，这个位于豫皖两省三县交界处的小村
庄，集体资产从‘一穷二白’到‘资产过亿’，村民人均年
收入增长近 10 倍……这一切还得从该村党支部书记李
士强说起。 ”冯营镇宣传委员张艳霞表示，2011 年，农民
企业家李士强选择回乡接任李寨村党支部书记。

从那时起，李士强为李寨村规划了“企业帮扶、村企
共建”的发展蓝图———与河南亿星集团携手合作，共同
创立了李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立了 7 个专业合作
社，成立了 4 个村集体经济实体；持续聚焦“番茄小镇”
“千头繁育牛场”以及“千亩供港蔬菜大棚”三大核心产
业项目；精心打造“康养旅游示范村”等“十件实事”相关
项目，带动村集体资产实现了“一无所有”到突破亿元的
巨大跨越。

“如今的李寨村，文化广场、村‘两堂三中心’一应俱
全，村养老院里配套设施齐全，村里设有长寿基金，80 岁
以上老人每年可领钱；村小学里配备了电脑室、语音室、
多媒体室，村里设有教育发展基金，对村里考入重点初、
高中和高等院校的孩子，给予奖励……”张艳霞说，近年
来，富起来的李寨村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
手抓”，积极涵养淳朴民风、良好家风和文明乡风。

“原来村里滥办酒席、大操大办、相互攀比、不厚待
老人等陈规陋习使人情关系变了味。 ”该村党支部副书
记李鹏辉告诉记者，近年来，李寨村将移风易俗工作作
为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实践渠道，通过移
风易俗“小切口”，展现文明实践“大气象”，推进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厉行勤俭节约，努力让文明新风浸润群众
心田。 经过不懈努力，大操大办、高价彩礼、封建迷信活
动等陈规陋习在李寨村“销声匿迹”。

为高效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细走实， 李寨村
“两委”坚持把乡风文明建设作为“灵魂工程”来抓，先后
建设“两堂三中心”，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详细的红白
事操办规范，明确规定宴席规模、礼金标准等“硬杠杠”；
村文化礼堂如今已经成为理论宣讲和移风易俗宣传“主
阵地”和村民的“会客厅”；日间照料中心、儿童课后活动
中心精准服务“一老一小”，营养餐厅、医养室为老人提
供贴心照护，阅览室、游乐区为儿童搭建成长乐园。 村内
构建起了“朝夕相伴”的幸福生态圈。

如今的李寨村，实现了人居环境“外在美”与乡风文
明“内在美”的有机统一。 李鹏辉表示，未来，李寨村将推
进移风易俗工作，弘扬文明新风，探索更多工作举措，以
润物无声之势，绘就新时代乡村文明的动人画卷。

文明李寨的幸福宜居“密码”

李寨村新貌。 资料图

“万商兴周”宏图展
□记者 徐启峰 通讯员 张慧颖

5 月 18 日，青海省周口（河南）商会揭牌仪式在
青海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标志着周口市异地商会再
添新成员。

随着这一重要周商平台落地祖国的西北地区，
我市“凝聚周商、服务发展”的商会建设成效加速显
现，一幅“万商兴周”的活力画卷正徐徐展开。

商会矩阵扩容：异地布局彰显“周商力量”
青海省周口（河南）商会的成立，是周口市构建

“全国商会网络”的重要一步。 在此次会议中，韩心中
当选该商会首任会长，与会领导为商会揭牌。

出席商会揭牌仪式的市政协副主席、 市工商联
主席赵万俊指出，青海省周口（河南）商会将成为连
接青海与周口的“桥梁”，希望商会承载“政治建会、
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的使命，弘扬“重义
守信、奋勇争先”的周口精神，为两地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 我市商会建设呈现蓬勃态势： 截至目
前， 全市已培育市属行业商会 50 家、 异地商会 172
家、海（境）外商会 13 家，形成了“覆盖全国、辐射海
外”的组织体系。 从长三角到京津冀，从西北边陲到
沿海城市，哪里有周商，哪里就有商会的旗帜，周商
群体正以商会为纽带，实现从“分散经营”到“抱团发
展”的时代跨越。

品牌引领聚心：“周商大会”激活“强磁场效应”
近年来，我市以“周商大会”为核心品牌，连续五

届举办大会及六次“情系家乡周口行”活动。
“周商大会” 是为全球周商精心打造的 “专属节

日”。该活动累计吸引 1823人次周商回乡参会，签约项
目 231个、投资 1379亿元，成为凝聚乡情、汇聚资源的
“强磁场”。

近年来，我市通过持续弘扬“重信守义、敢为人
先”的周商精神，成功将“周商”打造成对外展示形象
的亮丽名片，让在外周商找到“根”的归属，更激发了
在外周商反哺家乡的热情。

双向赋能发展：返乡经济与公益事业齐头并进
商会不仅是商业协作平台，更是社会责任载体。

近年来，异地周商累计捐赠款物 1.2 亿元，助力我市
乡村振兴和民生改善；“周商回归” 工程则激活产业
升级引擎———1700 余人次周商返乡创业， 创办企业
1316 个、落地项目 268 个 、投资 1715.91 亿元 ，带动
20 余万人就业。

从“资本外流”到“万商归巢”，我市构建起“人才
回归、资金回流、技术回援”的发展新格局，返乡经济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极点。

创新机制协同：构建跨区域商会“生态圈”
为破解地域限制，我市创新“纵向贯通、横向协

同、内外联动”机制：建立“座谈会+推介会”等多元交
流模式，2024 年以来召开 6 次商会联席会议，促成 14
家市属商会战略合作；推动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商
会纵向联动，与 10 余家长三角区域商会达成深度合
作；指导 4 对商会结成友好商会，实现跨行业、跨区
域信息互通。

如今 ，周商群体正从 “单打独斗 ”走向 “抱团共
赢”，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
展生态圈。

精准服务护航：打造亲商安商“优环境”
周口市工商联以“娘家人”的担当，为商会发展

提供全周期服务：建立返乡创业“绿色通道”，实现政
策解读 、项目审批 “一站式 ”办理 ；开展 “周商大走
访”，分赴全国商会倾听诉求、解决难题；首创异地商
会党建指导员制度，选派 32 名党建指导员实现党的
建设全覆盖；编纂《周商周才名录》，为精准招商提供
决策参考。 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商会发展有“温度”、
周商创业有“底气”。

从青海省周口（河南）商会的揭牌到全国商会网
络的完善，我市正以“活力勃发”的姿态，书写“万商兴
周”的大格局。

随着商会平台功能不断升级，万千周商的智慧与
力量将持续汇聚， 为周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在中原崛起的征程中奏响更加激昂的“周商乐章”。

淮阳中学一学生在该校文化艺术节中弹奏古筝。 为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推动素质教育向纵深发
展，5 月中下旬，淮阳区多所中小学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充分展现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记者 侯俊豫 摄

校园文艺舞台 绽放青春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