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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导区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范

鹏飞 李格格） 6 月 20 日上午，淮阳区
委书记、 区长王献超主持召开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先导区建设工作推进会。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注重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学查改，促
进乡村全面振兴， 推动农业强省建设”
专项行动为引领， 进一步统一思想认
识、明确建设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加快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导区。

会议指出，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

要统一思想认识， 深刻认识先导区建
设对淮阳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注重
将外地先进经验与本地实际相结合，
努力把工作思路、工作方案、工作举措
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工作
成效。要聚焦核心任务，坚持以党建引
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为抓手， 以村级集
体化发展为导向， 高标准高水平做好
全域规划，深化拓展产村一体、田村一
体、社会治理一体“三位一体”推进模
式，实行路网、田网、水网、林网、电网、
数网“六网”融合共进，分类推进乡村
建设片区化、组团式发展，积极为乡村

全面振兴探索新路子。 要强化责任担
当， 区乡村三级必须以扎实开展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

机，坚定扛牢主体责任，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 人人作示范， 以更高标
准、 更实举措推动先导区建设任务落
地落实。各个专班必须主动作为、统筹
协调，部门必须协同高效、密切配合，
确保各项工作不棚架、不落空。要建立
健全工作机制， 严格落实区委书记月
推进机制、专班推进机制、督导通报机
制、项目分包机制、奖惩机制“五项机
制”，努力走出一条平原农区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新路子。
会上，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

春华宣读《中共周口市淮阳区委 周口
市淮阳区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周口市淮

阳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制型先导区

建设工作指挥部的通知》。副区长段祥
灵传达《周口市淮阳区 2025 年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创制型先导区建设工作方

案》，宣读任务分工。
吕振龙、朱高建、王晖、刘锋等区

领导出席会议。 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
责人、先导区涉及乡镇（街道）党（工）
委书记参加会议。

出彩淮阳 添彩有我

超 声 造 影 破 不 孕 难 题
多科室协作助新生命诞生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娄莹 文/图） 孕育新生命是许多家
庭的美好心愿， 但对部分人来说却
困难重重。近日，周口市第一人民医
院超声科、妇科、产科帮助长期不孕
的王女士成功诞下宝宝， 让这个家
庭重燃希望。

结婚多年的王女士与丈夫育有

两个女儿，渴望再添新成员。在备孕
三胎的过程中，四处求医，尝试多种
治疗方法， 却未能如愿。 2024 年 5
月，经朋友推荐，王女士来到周口市
第一人民医院产科。 产科副主任医
师郝纪英接诊后，凭借经验，初步怀
疑其输卵管存在问题， 遂安排其做
进一步检查并将其转诊至超声科。

超声科主治医师黄怀瑜建议王

女士进行输卵管超声造影检查，通
过宫颈置管， 利用实时三维容积重
建等技术，动态观察宫腔、输卵管及
盆腔情况，精准评估输卵管通畅度。
相比传统造影， 输卵管超声造影无
辐射、成像清晰、安全无创，检查次
月即可备孕。 检查中， 妇科副主任
医师许春灵置管， 黄怀瑜发现王女
士输卵管粘连、通而不畅。

随后， 郝纪英与许春灵根据检
查结果，为王女士制订治疗方案，涵
盖药物调理、排卵监测、受孕指导及
孕期管理等。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
疗下 ，王女士成功受孕 ，并于 2025
年 6月 20日顺利分娩。

淮阳中学举办“学生心中的大先生”主题演讲大赛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李

涛） 为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深入
发掘师德典范，6 月 18 日晚， 淮阳中
学在群贤楼三楼报告厅举办 “学生心
中的大先生”主题演讲大赛，以演讲之
声传递敬师之情， 以榜样之力点亮育
人初心。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

幕，全体师生肃立致敬。演讲比赛中，

20 位学生深情讲述身边教师春风化
雨的点滴故事 。 在他们眼中 ，“大先
生 ”或是深夜备课的剪影 ，或是解惑
时温暖的眼神，或是人生迷途中的那
盏明灯。 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周红春
老师深情献唱原创歌曲《大先生》，悠
扬的歌声表达了对辛勤园丁的赞美

之情。
优秀教师颁奖环节将气氛推向高

潮， 获奖教师从淮阳中学党总支书记
白子兴、校长徐良、副校长魏泰来、副
校长张会杰手中接过证书， 台上师者
荣光，台下掌声如潮。现场还对演讲大
赛优秀选手进行了表彰。

活动最后 ，白子兴作总结讲话 。
他表示 ， “大先生 ”之谓 ，不仅在学
识之渊博 ，更在品格之崇高与育人
之赤诚 。 他号召全体教师以 “大先

生 ”精神为炬 ，坚守教育本真 ，引导
学生成长为有理想 、有担当的时代
新人 。

本次活动以学生之声定义师者典

范，以榜样力量重塑价值坐标，是一次
生动的师德教育实践， 在校园厚植见
贤思齐、尊师重教的沃土，为淮阳中学
锻造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注入澎湃

的精神动力。

红旗中学一教师获佳绩
第二届河南省中小学多文本阅读教学优秀教学设计大赛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时伟 ） 在刚刚落幕的第二届河南
省中小学多文本阅读教学优秀教

学设计大赛中 ，红旗中学语文骨干
教师孔■凭借其精心设计的课例

《诵读宗璞美文 ，感悟生命之美 》获
得中学组一等奖 。 这不仅是对孔■
个人教学艺术的高度认可 ，更是红
旗中学深耕课堂 、锐意创新的生动

注脚 。
孔■的获奖教学设计精准契合

红旗中学“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育
人理念。 她巧妙选取著名作家宗璞笔
下的经典篇章，打破单篇精读的常规
模式，通过多文本的深度关联与比照
阅读，为学生铺设了一条由文字通向
生命哲思的幽径 。 课堂设计层层递
进，从宗璞笔下草木的坚韧意象到其

文字中流淌的生命咏叹，孔■引导学
生于涵泳间触摸语言的温度，在群文
碰撞中感悟 “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
的深邃意境。 这一设计不仅是对省级
多文本阅读教学要求的创新回应，更
是红旗中学语文组探索“大阅读观”、
提升学生人文素养与思维品质的典

型成果。
“真正的阅读教学是带学生跨越

文本藩篱，抵达与生命共鸣的深处。 ”
孔■在分享获奖心得时如是说 ，“宗
璞先生笔下那些历经风雨依然绽放

的紫藤萝，映照的正是生命在困境中
的尊严与希望。 我们期待学生在诵读
中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向阳而生
的力量。 ”这一教学实践完美契合红
旗中学长期倡导的 “情感浸润式”课
堂理念。

6 月 24 日， 在北
京博瑞莱智能科技周

口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忙着检测调容调

压开关。 该公司高度
重视科技创新，经过多
年的技术攻关，研发出
调容调压开关这一专

利产品，先后获得河南
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
金奖。正常变压器安装
这种开关，最高能节约
30%的用电量。

记者 侯俊豫 摄

“急救地摊”送救命技能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薛锋 文/图） 6 月 21 日晚， 在淮阳
伏羲文化广场，一个别样的“急救地
摊”吸引大家的目光，为广大群众送
上救命技能“大餐”。

这个“急救地摊”上摆放的有应
急救护知识手册 、《10 分钟漫画应
急救护 学生版》、 气道异物梗阻急
救知识宣传彩页及自动体外除颤

器（AED）、心肺复苏训练模拟人等
急救教具。

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志愿者
耐心向群众讲解心肺复苏急救知

识、AED 使用方法、 气道异物梗阻
的急救方法及防溺水知识； 利用模
拟人示范心肺复苏的操作步骤。 活
动吸引过往群众驻足聆听， 学习急
救技能。

“我的孩子在模拟人上反复练
习心肺复苏按压动作， 终于学会了
心肺复苏技能。 ”张女士说，她带孩
子出来散步， 没想到还学习了急救
技能。 大家纷纷表示， 这样的活动
很有意义， 他们不仅学到了急救知
识， 还增强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
能力。

保持奋斗姿态 展现时代担当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范鹏飞 王凯） 6 月 24 日下午，淮阳
区委书记、区长王献超到陈州高中，
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以《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奋力书写为
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

章》为题的思政课。
思政课上，王献超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围绕“新时代青年应该树立
什么样的个人理想、 展现什么样的
时代担当、经受什么样的吃苦磨炼、
保持什么样的奋斗姿态”四个问题，
与学子进行深入交流。 通过引用历
史人物和当代青年的先进事迹，生
动诠释了理想、担当、吃苦和奋斗的
内涵， 勉励学子不负韶华、 不负时

代、不负人民，以实际行动书写属于
自己的青春篇章。

王献超强调， 新时代青年要树
立崇高且坚定的理想， 将个人理想
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他勉
励学子保持奋斗姿态， 学会在挫折
中汲取经验、在低谷中调整状态、在
困境中寻求突破， 坚持不懈追求梦
想。要展现时代担当，积极投身社会
实践，关注民生问题，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为社会
创造价值、为国家作出贡献。要厚植
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
教诲， 立志民族复兴， 勇担时代重
任，敢于吃苦挑战，在青春的赛道上
奋力奔跑， 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
好成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区领导郭诚、范恒礼等参加。

超声科工作人员为王女士做检查。。

蓝天救援志愿者手把手教小朋友心肺复苏技能。。

朱春光：以青春之力呵护百姓口腔健康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王伟

在淮阳城区， 提起周淮口腔门
诊部， 不少老人会笑着说：“就是那
个从郑州回来的娃开的， 看病细心
得很！ ” 这位被乡亲们挂在嘴边的
“95 后”青年，正是放弃省城医院工
作、毅然返乡的党员朱春光。返回家
乡的 7 年时间里， 他解决了不少父
老乡亲“看牙难”的问题。

2017 年，从河南大学口腔医学
院毕业后， 朱春光因优异的临床表
现被郑州市口腔医院破格留用。“郑
州的专家号难挂。路费加上诊疗费，
对咱农村人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
朱春光说，在接诊时，他经常遇到凌
晨五点坐大巴赶来的淮阳老乡。 基
层医疗机构口腔科设备陈旧、 人才
匮乏的现状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

头。 2019 年盛夏，他向所在医院递
交辞职信， 带着一批诊疗设备回到

家乡， 在淮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支
持下开办口腔门诊部。 为破解技术
瓶颈， 他每月邀请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口腔科专家到淮阳坐诊 ，3
年间累计接诊基层患者 1.2 万人
次， 让乡亲们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
诊疗服务。

医者仁心，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朱春光将
诊所库存的 800 只 N95 口罩和 200
升消毒液捐赠给淮阳高速路口防疫

点。 得知武汉返乡人员需要 24小时
监测体温，他主动请缨加入党员先锋
队，在寒风中坚守卡点 37天。 2022年
底，退烧药紧缺，他辗转联系到平顶
山药企，自费采购 5000片布洛芬，在
门诊部门口设置免费领药点，并手写
告示“每人限领 4 片，把机会留给更
需要的人”。 冯塘村的张大娘至今记

得，那天，朱医生的手被冻得通红，还
一遍遍叮嘱她退烧药的用法。

深耕公益，让健康口腔惠及更多群众

“很多老人不重视口腔健康，牙
疼得吃不下饭才来就医。 ”疫情形势
稳定后， 朱春光成立由 12人组成的
“口腔健康轻骑兵”，带着便携式诊疗
设备走进 23 所中小学 、17 家敬老
院。 在淮阳区实验幼儿园，他们教孩
子唱《刷牙歌》。 2023 年，他发起的
“青苗护齿计划”为 9600名适龄儿童
完成窝沟封闭，该计划被纳入淮阳区
政府民生实事清单。 2024年，在新站
镇敬老院开展口腔健康义诊活动时，
他发现 80多岁的李秀兰嘴里没有一
颗牙，咀嚼困难。 他立即取出携带的
口腔取模材料， 为老人制作牙齿印
模。 回到门诊部后，他为老人制作全
口假牙。 假牙做好后，他第一时间为

老人戴上。李秀兰老人戴上假牙后非
常开心，试着吃了一根黄瓜，说她多
年没有吃过黄瓜了， 今天可算吃上
了。 朱春光说，李秀兰老人偷偷回屋
拿出用层层旧布包裹的一叠零钱送

给他，说是她的一点心意。 朱春光一
再推辞，李秀兰老人感动得两眼闪着
泪光，不停地说“谢谢”。 李秀兰老人
的话让朱春光的团队深受鼓舞，更让
他们坚定了做公益的决心。

如今， 朱春光的口腔门诊部已
成为周口市基层口腔医疗示范单

位， 带动 5 名医学院毕业生返乡就
业。 朱春光指着门诊部新引进的口
腔 CT 设备说， 他们计划在 3 个乡
镇设立分诊点，让乡亲们“小病不出
村、大病有转诊”。 从都市白领到乡
土医者，这位青年党员用行动证明：
当青春与乡土碰撞、 专业与热忱共
鸣， 定能在乡村沃土中绽放出耀眼
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