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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3月 21
日至 29日 ，“奔跑吧·少年”2025年
河南省青少年拳击冠军赛在洛阳举

行，代表濮阳参赛的市体校小拳手在
赛场上摘金夺银，取得了优异成绩。

此次大赛由省体育局主办，省重
竞技航空运动中心指导，洛阳市体育

局承办， 共有来自全省各地 22支队
伍近 120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 创河
南省青少年拳击赛事参赛人数之最。
比赛按照年龄和性别分为男子甲 、
乙、丙，女子甲、乙、丙共 6个组别，并
按组别和重量级设置了79个小项。

来自市体校的拳击队员在赛场

上斗志昂扬、攻防兼备，展现了良好
的技术素养。 他们眼神坚毅、步伐敏
捷、出拳有力，面对强敌毫不退缩 。
经过数日的激烈比赛， 我市选手获
得了 4枚金牌 、3枚银牌 、4枚铜牌
和 16个第五名的好成绩，为濮阳赢
得了荣誉。 ⑩

��本报讯 （记者 白国华 通讯员
韩群涛）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决

策部署，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
商务局等 9个部门联合印发 《濮阳
市农村转移劳动力“家门口”就业创
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

根据 《方案 》规划 ，到 2025年
底，我市将建成 5个返乡创业园区、
2处乡村新型就业创业载体 、3个
“家门口”就业示范点、9个乡镇零工
市场， 打造 2个农村转移劳动力就
业示范项目。 届时，预计实现农村转
移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2万人 ，培
育创业主体 5000家， 带动就业 1.5
万人。到 2026年，9个县（区）将实现
就业创业载体全域全覆盖， 累计带
动就业 5万人 ， 培育创业主体 1.2
万家 ，构建起 “外出就业 +本地吸
纳 +返乡创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
局。

“载体筑巢 ”行动 ，打造家门口
就业平台。 依托县域资源优势，整合
农业科技园、扶贫车间等存量资源，
搭建智能化返乡创业平台。 借助农
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园区 ，推
广 “合作社+农户”“公司 +农户”
“园区+农户” 的创业带动模式，打
造乡村创业小镇、 充分就业创业村
庄等新型就业创业载体。 盘活乡村
闲置用房，引入劳动密集型企业、非
遗工坊等，设立乡村“家门口 ”就业
示范点，优先安置大龄劳动力、脱贫
人口等困难群体。 在农村转移劳动
力较多的乡镇或村庄， 设立乡镇零
工市场，满足灵活就业需求。

“技能提升 ”行动 ，以订单式培
训促精准就业。 针对农村劳动力技
能短板，开展“四清”（清基本情况、
技能水平、培训意愿、就业方向 ）摸
底工作，建立动态数据库，并定制电
商运营、民宿管理、非遗手工艺等特
色培训课程。 同步实施 “马兰花计
划”创业培训，覆盖所有有创业意愿

的农村劳动者， 组织农村创业带头
人交流合作，打造创业社群。

“项目培育 ”行动 ，激活乡村多
元业态活力。 积极拓展养老服务、乡
村旅游、非遗传承等就业新业态。 盘
活乡村闲置校舍、民房，设立日间照
料中心，吸纳农村劳动力。 深度挖掘
乡村自然景观、物质文化遗产、生态
农业等特色资源，打造集休闲观光、
农事体验、 文化传承于一体的乡村
旅游项目，开发民宿、餐饮 、手工艺
品制作等岗位。 推动非遗工坊与电
商融合，构建“旅游 +产业”融合模
式。 此外，完善乡村物流基础设施，
引导物流企业在乡村设立村级快递

收发站点、仓储中心、分拨中心 ，为
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创业护航 ”行动 ，资金服务双
保障。 全面落实创业贷款、孵化补贴
等扶持政策， 对吸纳脱贫劳动力就
业的企业给予奖励。 在全市范围内，
持续扩容农民工专家库， 为创业者
提供全链条创业指导。 ⑩

濮阳小拳手省级赛场摘金夺银

3月30日上午，家住华龙区任
丘街道康辉小区的明丽君像往常一

样，用轮椅推着因病瘫痪的 80岁丈
夫张留记外出散心。 “你看这春天多
美呀！ 垂柳挂满嫩绿的新芽，碧桃一
片火红，樱花含苞待放，草坪也开始
返青了……”她边走边和丈夫聊天。

在明丽君的精心护理下， 瘫痪
30年的丈夫全身没生过一次褥疮，
肌肉、大脑也没萎缩。 邻居夸奖说：
“久病床前有贤妻。 老张上辈子修行
好啊！ 娶了个这么贤惠的老婆。 ”
1996年 3月的一天， 在中原测

井公司工作的张留记突发脑溢血昏

迷， 明丽君第一时间找车把他送到
医院抢救。 后来，张留记虽然病情得
到及时控制，但双腿却无法行走了。
当初住院的那些日子， 张留记想到
自己突然间残疾了，成了家人、单位
的累赘，情绪低落、脾气陡增。

张留记不愿吃饭， 往往是妻子

劝几句他才吃一勺， 时常还抬手把
勺子打掉，可明丽君从不生气，一直
笑着安慰丈夫。 明丽君听人说喝豆
浆对病人恢复体质好， 就从老乡家
借来手摇石磨，每天一大早磨豆浆，
煮好后提着保温桶走近 2公里路程

到医院，一勺一勺喂张留记喝。 丈夫
住院 20多天 ，她日夜陪护 ，得空就
给他揉捏腿脚。

丈夫出院回家后， 明丽君照顾
得更是无微不至。 明丽君每天早晚
用温湿毛巾给丈夫擦洗身体、 按摩
四肢、拍打腹背肌肉；为让不能走的
丈夫吃得好消化、有营养，明丽君每
次做饭，都将不同的鲜肉、蔬菜切成
碎粒，熬成浓粥。 怕丈夫晚上睡觉从
床上掉下来， 明丽君在卧室门口支
起一张折叠床， 睡一会儿就抬头看
看丈夫睡的位置， 几十年她没睡过
一个囫囵觉。 明丽君每天 5点就起
床，烧水、做饭、上街买菜，然后为丈

夫擦身体、打胰岛素、穿衣服、洗刷、
喂饭喂药，不辞辛苦。 在明丽君的精
心照料下，张留记全身没长褥疮，肌
肉弹性好，身上、家中没有一点异味。

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防止张
留记大脑萎缩，每天只要天气允许，
明丽君都用轮椅推着丈夫， 或在小
区干道、广场，或到油田总部基地公
路上转 1个多小时， 和遇到的老同
事、老乡、老战友、邻居聊聊天，回忆
过往；沿途看看花木变换、人文百态、
车流涨落；在家，她或给丈夫读报刊，
或一起收看新闻联播、影视剧。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明丽君就
这样用柔弱的双肩挑起照顾瘫痪丈

夫的重担。“他生病瘫痪了，我得用心
护理，多给他些爱。三十年来，我几乎
没离开过老伴儿。 ”明丽君说，在爱面
前，她不后悔也未曾埋怨，每天能陪
伴在丈夫身边是最大的幸福。 ⑩
本报记者 袁冰洁 通讯员 韩学忠

������本报讯 （记者 王庆红 通讯员
鲁玉文） “以前办退休要跑四五个窗
口， 现在一张社保卡全搞定！ ”3月
31日，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刚办好退
休手续的李阿姨笑着竖起大拇指 。
据了解， 市纪委监委推动社保经办
部门加强“退休一件事”高效办理，
全面简化手续，实现一卡通办，办理
时间从 35个工作日缩减到 20个工

作日，真正做到了让群众少跑腿、数
据多跑路。

社保服务的质量， 直接关乎群
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市纪委监委
围绕建立标准化、安全化、便民化的
社保服务体系，坚持“一张清单管到
底”， 推动社保经办部门制定 43项
标准化工作规程、14项业务管理制
度， 破解企业职工退休档案审核积
压、办理时限长体验差、应享待遇兑
现缓慢等长期困扰的瓶颈性问题 ，
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利用各
种业务服务平台，推动更多事项“网

掌办”“就近办”“免申办”，实现政策
“主动找人”， 让参保职工群众 “无
感”“零打扰”地享受政策红利。

社保服务的便民化不仅体现在

城市，更延伸到乡村。 市纪委监委监
督推动社保业务下沉， 真正打通社
保服务“最后一公里”，将 530项“全
省通办”社保业务前移到 98个乡镇
（街道），18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高频业务前移到 3133个村 （社
区），在全市建成 117个社银便民服
务网点， 在全市政务服务窗口设置
13台自助一体机，构建了“城区步行
10分钟、 乡村全覆盖” 的社保服务
圈。 一位村民感慨地说：“我刚刚到
村室申请了养老待遇， 不用像以前
一样大老远跑到县城去办理， 真是
太方便了！ ”这种“家门口”的社保服
务，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社保服务
的温度和速度。

在提升社保服务质量的同时 ，
市纪委监委聚焦社保基金领域突出

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推动建立
人社、法院、公安、民政等 11个部门
的信息数据归集共享工作机制 ，查
处相关风腐问题 110件，处理、处分
293人，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 35份，
推动建立和完善制度机制 71项，从
源头上堵塞漏洞， 筑牢社保基金安
全防线。 此外，紧盯社保基金安全运
行的风险防控机制， 督促社保经办
部门建立受审分离机制，变“受审融
合”为“受审分离”，全面优化前台统
一受理、后台审核办理的经办模式，
实行全业务链条闭环管理， 有效防
范廉政风险。

“社保服务既要跑出便民‘加速
度’，更要守好群众‘养老钱’。 ”市纪
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强
化监督执纪， 一手抓社保服务水平
的提升， 一手深挖彻查违纪违法行
为，推动社保服务更加标准化、安全
化、便民化，为群众的幸福生活保驾
护航。 輥輳訛

三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瘫痪丈夫———

有力监督为社保服务“增温加速”

市纪委监委

濮阳开展农村转移劳动力“家门口”就业创业专项行动

3月30日 9时，南乐县烈士陵园的
晨雾尚未散尽，松柏在微风中轻晃。

庄严的国歌声响彻整座陵园， 伴随
着五星红旗迎风摇曳， 志愿者曹瑞涛双
手捧着一个被红布包裹着的玻璃箱，缓
步走到武改印面前， 郑重地将遗物交还
给烈士后人。 一阵微风拂过，红布掀开一
角，一双布面泛黄、鞋底磨损的布鞋静静
躺在透明展盒中———鞋底针脚细密 ，鞋
面线痕交错，像是被岁月撕开的伤口，镌
刻着那些战火纷飞的斑驳记忆。 这双鞋
是由武同考的母亲亲手缝制， 后武同考
转赠予他当时的指导员徐邦礼。

徐邦礼，1950年 11月跟随部队入朝
作战，1951年 8月负伤回国。战斗中他荣
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所在连队荣获集
体一等功。70年后，徐邦礼郑重委托老战
友孙广付、房来廷、杨培善，后又转托战
友曹家麟之孙曹瑞涛， 将这双他珍藏了
70年的布鞋，送还给了烈士后人。武改印
手捧遗物，眼眶含泪，双手微微颤抖。 这
场特殊的仪式，不仅是一次遗物的归还，
更揭开了尘封多年的战场记忆———关于

牺牲、承诺与漫长的寻找和等待。

终生遗憾

———武同考没能与邻居同回

“那年是我经历过最冷的冬天， 长津
湖的雪有半人高， 气温达到零下 40多摄
氏度。”仪式上，95岁志愿军老兵房来廷拖
着年迈的声音， 缓缓讲述着 1950年到
1951年之间发生在长津湖畔的经历，“我
们 77师是从山里的小路穿过去的，78师
是从湖西面穿过去的，山很陡……”触目惊
心的回忆仿佛又把人拉回到了那个战火纷

飞的年月。 彼时的朝鲜战场，物资极度匮
乏。一双布鞋或许能多换一条命。徐邦礼
曾穿着这双布鞋拼杀于战场， 而武同考
却在后来的敌机轰炸中牺牲 ， 年仅 29
岁。

据曾与武同考并肩作战的邻居回

忆，他们一起离开家乡，一起奔赴战场。
但后来只有邻居回来了， 武同考没有回
来。 长津湖战役期间，在华川阻击战中，
武同考给前线战士送饭时， 遭遇美军飞

机轰炸。 邻居眼睁睁看着武同考倒在眼
前：“救不了，也带不回来。 ”

武改印说，奶奶直到离世，也没能等
到儿子回家。 武同考是武改印的二伯，武
改印却从未见过武同考。 关于武同考唯
一存在过的痕迹， 就是家里仅存的一张
革命烈士证书。 在奶奶和邻居的讲述中，
他对武同考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武同考，
1922年出生于南乐县元村镇操守村 ，
1947年参军，经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 1951年 4月， 时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20军 58师 172团 1营 6连炊事员的武

同考牺牲于朝鲜战场。

巨大欣喜

———英雄遗物荣归故里

多年来，从武改印的奶奶到父亲、再
到儿子武瑞峰，武家人一直有一个心愿，
希望能迎回武同考的遗骸， 让烈士得以
落叶归根。 然而武同考没有留下任何遗
讯和遗物，安葬的具体位置也无从知晓。
每每看到电视里播放志愿军遗骸归国的

新闻，武改印总是怀着期盼的心情，却始
终没看到名单里出现“武同考”这个名字。

三年前， 武瑞峰把寻找烈士的信息
告诉了濮阳风铃寻亲团队等志愿者团

队。 曹瑞涛在志愿军寻亲服务团、志愿军
老兵帮扶计划提供的众多线索中， 发现
老英雄徐邦礼与武同考同属一个部队。
在得知烈士家属寻亲后， 徐邦礼郑重嘱
托山东抗美援朝老兵孙广付、房来廷、杨
培善、曹家麟、曹瑞涛等人，希望将这双
鞋从北京送回武同考的家乡濮阳， 让他
的亲人有个念想。

今年 3月， 濮阳风铃寻亲团队等志
愿者团队积极策划多方协调， 在征得参
与方同意后， 终于铺好了这条烈士遗物
的“返乡路”。 曹瑞涛受托护送烈士遗物
回家，房来廷、杨培善两位抗美援朝老兵
一起来到了捐赠现场。

“徐邦礼老英雄回忆，当时作战条件
很差，冰天雪地，自己的脚受伤了，武同
考曾送给他一双布鞋， 徐邦礼保存了 70
多年，而今这双鞋又回到烈士故里。 ”曹
瑞涛说，“这双鞋代表了烈士的寄托，代

表了深厚的战友情和母子情。 ”
数十年的日夜期盼， 几代人的辛苦

找寻，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告慰。 这双曾
经陪伴过武同考和徐邦礼的布鞋， 记载
着长津湖畔的足迹， 承载着岁月与感情
的沉淀，回到了它的起点———濮阳。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仿佛亲人重回家乡，好似烈士荣归故里。

深度思考

———谁才是最可爱的人

武改印双手接过遗物， 嘴角微微抽
动：“二大伯，70多年了， 您终于回来了。
我们来接您了！ ”

老英雄房来廷带来了在朝鲜战场上

缴获的美军战利品， 这是足以让他骄傲
一生的战绩。 在老英雄杨培善的腰间，也
挂着一个布袋，取出里面的东西，是一个
白瓷茶缸， 清晰地印着一行字———赠最

可爱的人。
仪式现场，观礼的人们庄严肃穆，退

伍军人腰背笔挺，志愿者心怀敬仰，少先
队员围坐在两位老者身边， 听他们讲述
英雄的故事。 “现在的幸福来之不易，来
之不易……” 老英雄杨培善缓缓地抒发
着心中的感慨。

仪式结束了， 武改印将布鞋交予南
乐县烈士陵园纪念馆收藏。 临别时，已近
晌午， 阳光在地上投下每个人厚重的身
影，如同一桩心事终于落地。 武改印看着
陈列在纪念馆里的布鞋， 轻声说道：“走
了 70多年才到家，您辛苦了，明年清明
再来看您吧！ ”

风吹过树梢，发出簌簌的声音，仿佛
有人在轻声应答。

记者手记 ： 一双布鞋跋涉 70 年光
阴，跨越硝烟与和平，终于重回故土。 针
脚间凝结着母亲的不舍、 战友的托付和
四代人的守望。 当泛黄的布鞋静静躺在
纪念馆中，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战士
的足迹， 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集体致
敬。 历史不会忘记，那双穿越战火与时光
的布鞋，正以最朴素的姿态诉说着：忠魂
归处是故乡。 輥輳訛

本报记者 赵春晖 通讯员 张卫华

■ 我们的节日·清明

一双布鞋，70 年后重回故里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通
讯员 李辉 张扬 李焕军） 在清
明节到来之际 ，3月 29日 ，中
原油田关工委组织 “老石油”、
石油青工 、“石油娃 ”70余人 ，
通过聆听英雄讲述革命故事、
祭扫烈士墓、 观看英烈事迹等
方式， 共同追思革命先烈丰功
伟绩，向先烈表达敬意。

老青少三代石油人来到濮

阳市烈士陵园， 怀着对英烈无
比崇敬的心情，缓缓迈上台阶，
来到革命历史纪念碑前。 青工
代表和少先队员代表向革命烈

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全体肃立，
向革命烈士纪念碑三鞠躬。 少
先队员合唱 《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歌声嘹亮，表达了继
承先辈遗志的坚定决心。 青工
代表带领集体宣誓，誓言铮铮，
响彻陵园， 展现了新时代石油
人的精神风貌。

随后， 全体人员依次走到
烈士墓碑前，怀着崇敬之情，向
烈士敬献精心制作的鲜花和手

捧花， 表达对革命烈士最深切
的缅怀之情。献花完毕，大家站
在墓碑前，深深三鞠躬。 随后，
大家擦拭墓碑， 观看烈士的英
雄事迹。

扫墓结束后，“老石油”、石
油青工和“石油娃”分别开展相
关活动。 中原油田关工委和濮
阳市油田六中联合举办了 “国
旗下的思政课”。 “五老”讲师团
成员白银周声情并茂地讲述了

自己参加自卫反击战的故事，
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对和

平的珍视。 中原油田勘探开发
研究院、信息中心的青工代表，
则开展了团日活动， 听老一辈
石油人讲述开发石油的故事，
积蓄为油田打造千万吨级一流

油气公司的力量。 輥輳訛

久 病 床 前 有 贤 妻

———来自抗美援朝烈士武同考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四月
春光好，正是踏青时。 3月 29日，省
文化和旅游厅发布“老家河南·豫乡
春韵 ”———河南春季乡村旅游主题

线路产品，线路涵盖自然风光游、乡
村探秘游、 赏花品茗游等多种特色
玩法。 其中， 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
村、华龙区岳村镇东北庄村、濮水小
镇和戚城遗址上榜。

濮阳市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

的“青来计划·蘑菇点灯”项目，是全
国首个“蘑菇主题 IP”农旅深度融合
示范项目。项目以“神奇的蘑菇世界”

为主题，以“识蘑菇、品蘑菇、创蘑菇、
购蘑菇”为主线，展示蘑菇全新世界，
集科普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打
造了高端蘑艺空间，让观众领略了蘑
菇世界的奥秘与神奇。东北庄村是全
国有名的杂技村，2009年被原河南
省旅游局列为全省十个农家乐示范

村之一， 并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是国家森林乡村。濮水小镇是融合中
原地域特色，集文化旅游、休闲养生
于一体的综合型小镇， 提供全方位
体验式消费。 戚城遗址位于华龙区
古城路与京开大道交会处西南角 ，

据文献记载，东周戚邑为春秋时期卫
灵公外孙孔悝的封邑， 故又名孔悝
城。 遗址东西长约420米， 南北宽约
400米，面积近17万平方米（含城垣），
地表现存春秋晚期城址一座。 戚城遗
址是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 ，濮阳深入挖掘 、继承 、
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 推动乡村
旅游与文化、农业、康养等产业深度
融合， 已打造各类乡村旅游点 200
余处，2024年入选省乡村康养旅游
示范村创建单位 4家， 乡村旅游已
成为濮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輥輳訛

������3 月 31 日，市实验小
学组织全校师生开展“我
们的节日·清明” 主题升
旗仪式。 升旗仪式后，四
（11） 中队的少先队员又
带来集体诗朗诵《不朽的
丰碑》， 带领大家开启一
场缅怀与传承之旅。 輥輳訛

本报记者 黄立 通讯

员 王敏 吕筱 摄

中原油田
老青少三代人
缅怀革命先烈

������连日来， 中原油田
采油气工程服务中心在

所辖 7 个片区持续举办
“我们的节日·清明”缅
怀先烈诗词朗诵活动。
活动旨在通过诗会和朗

诵比赛等形式，让职工
在诵读经典中感受激情

燃烧的岁月，激发爱国
主义情怀及干事创业的

热情与责任担当。 輥輳訛
本报记者 史式灿

通讯员 孙博 摄

������在清明节来临之际，中原油田物业服务中心党委组织 30 余名党员和青年志愿者，于 4
月 1 日赴濮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张复振纪念馆开展“守护红色记忆 传承革命精神”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 图为该中心党员、志愿者在整理纪念馆环境。 輥輳訛

本报记者 贺德敬 通讯员 徐卫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