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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笔

者来到城关镇东

街社区，采访了

刚刚获得平顶山市 2022 年“最美退役军

人”、党支部书记曼经伟。

“一日为军人，终生有军魂。从退伍那

天起，我就暗下决心，牢记自己是一个兵，退

伍不褪色、退伍不退志。为人民服务是我一

辈子的职责，我现在是一个‘兵’支书，当好

群众的领路人、贴心人，是我的初心使命。”

曼经伟手捧“最美退役军人”荣誉证书，心情

无比激动。

曼经伟 1994 年入伍，1997 年 12 月光荣

退伍，成为东街社区的一名干部。戎装虽

脱，军魂尚在。曼经伟带着军人的坚毅在社

区工作中履行着自己的铮铮誓言。

他敢于拼搏、乐于奉献，凭着一股永不

服输、争先创优的韧劲，满腔热血献社区，一

心一意为群众。先后荣获了“脱贫攻坚百日

提升行动五好工作者”、“平顶山市第三次全

国农业普查先进个人”。由于成绩突出，

2020年底，他当选为东街社区党支部书记，

成为群众交口称赞的“兵”支书。

经济发展的领头雁

产业兴，社区兴。如何整合资源、盘活

资产、发展壮大社区集体经济，曼经伟下足

了功夫。他依托社区股份合作社，成立餐

饮、广告、物业、建筑等公司，对外承接业务，

拓宽经济渠道。同时，硬起手腕进行“三资

清理”，提前收回原

仙客来宾馆部分房

屋使用权，打造特

色餐饮美食城仙客

来美食广场，为返

乡创业人员及在家

闲散劳动力搭建创

业 就 业 平 台 。 近

期，他通过外出招

商，与河南颐城控

股有限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打造高标

准医养结合一体化

养老服务中心，目

前，该项目正在进

行房屋施工改造。经过他的大胆创新，社区集体经

济收入由原来的10多万元增加到100多万元。

“连心桥”打通求学路

在县城净肠河下游有一座小桥，去年夏季，几场

大雨冲毁了路面，导致无法通行。

“开学时间临近，小桥如不及时修缮，不仅居民

出行困难，小学生上学放学也要绕行较远路程，给家

长和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带来诸多不便，咱们要尽快

打通河对岸学生的求学路。”曼经伟在征得镇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后，立即召集社区干部商议修桥事

宜，随后紧锣密鼓筹措资金、安排专业人员开工修

桥，并现场紧盯施工进度。经过十多天日

夜兼程，一座长12米、宽3米的崭新小桥在

开学前如期竣工。

“桥修好了，孩子们上学放学再也不用

绕一大圈路了，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曼书记真心为我们居民着想。”看着孩子们

走在崭新小桥上那开心的模样，社区居民

高兴得合不拢嘴。这座小桥被居民们暖暖

地称为“连心桥”。

曼经伟心系百姓，查民情、纾民忧。他

还筹措资金40余万元对东街新村的建新路

实施道路硬化、下水道整修，解决了路面坑

洼不平、雨天积水泥泞的状况。短短几个

月，他带领社区干部规划监督修路1000多

米、疏通下水道2000多米、更换下水道盖板

36 块、安装路灯 82 盏、安装变压器 3 台、修

缮群众危房3户。

“事关民生无小事。当干部就要为群

众着想，办实事、办好事，不断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曼经伟话语中透着朴实。

困难群众的贴心人

“我没有经济收入，又遇上交通事

故，不是你发动村民为我捐款筹集医药

费，我们母子真不知道咋办，太感谢你

了。”2022 年 6 月 9 日，社区 7 组居民张志

红 坐 着 轮 椅 把 一 面 写 着“ 为 人 民 办 实

事 做群众贴心人”的锦旗送到曼经伟

手中，泣不成声。

张志红的小儿子因脚部先天性残疾需

要做矫正手术，但

无力承担巨额的手

术费。曼经伟了解

情况后，主动与有

关部门沟通，协助

张志红申请了未成

年 人 医 疗 救 助 基

金，顺利进行了矫

正手术。然而，雪

上加霜，不久后，张

志红和康复期的儿

子又遭遇了交通事

故，母子二人伤情

严重被紧急送往郑

大 一 附 院 进 行 抢

救。张志红再次陷入绝望。曼经伟得知这一情况

后，又一次伸出援手，立刻发动社区党员、干部、群众

为他们母子捐款。“谁都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帮一

点就帮一点，我先带头捐款。”在他的带领下，5元、

10元、100元……不到2个小时，捐了5000多元。“你

要坚强，有社区有我在你啥也别怕，有困难尽管说。”

曼经伟第一时间把捐款送到张志红手中，鼓励她要

坚强地面对生活。

这就是一个退役军人的担当作为，曼经伟以丹

心铸军魂，一片“兵”心献社区，“最美退役军人”是对

他最好的诠释。

（岳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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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县

文物保护利

用服务中心

征集到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二

月二十八日出版发行的《大众日报》藏

品一件。该报纸长 58cm,宽 39cm,竖版

繁体字印刷，对开四版，其中在第二版

刊发一篇题为《由封建走向民主的赵

官营》的文章，对我县赵官营村在中国

共产党某领导机关驻村工作下，从封

建走向民主的转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

专题报道。

赵官营村形成于北

魏 太 和 年 间（477- 499

年），明代为军屯营地，因

率兵军官姓赵，故名“赵

官营”。文中记载：该村

历史上是个比较繁华的

集镇，也是一个强固的封

建堡垒。村中封建掠夺、

武装统治和封建势力内

部派别斗争等特点很能

代表河南一般农村情况。

文中提到：“中国共

产党的某领导机关”即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

移居该村，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帮农

民夏收夏耕、宣传政策提高农民觉悟

程度、组织武装防匪自卫、开展反恶霸

的民主斗争、整顿农会组织等以保护

群众既得利益为目的的驻村工作。

文中叙述：赵官营村在推进社会改

革中也曾走过弯路，过左或过右的政策

导致了农会多被流氓掌握，群众损失极

重、土地重分使农民惶惑不安。农民对

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办法感到

“摸不着底”，怕解放军“站不住脚”多不

敢接近。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进

驻后，投入很大的人力畜力帮助农民夏

收夏耕以及实施合理的社会政策，秩序

得以逐渐稳定。

当时，河南地区反动地主一向以武

装统治农民。赵官营全村2325人，5860

亩土地，地主约占人口8%，占有全村土

地约 39%；约占人口 42%的贫农仅占有

全村土地的11%。村中占统治地位的地

主实际是土匪头子，以两大姓氏为首的

封建统治集团对农民残暴压迫、敲诈、

剥削和奸淫，该村匪霸曾组织红枪会与

解放军对抗，武装威胁群众。随着开

封、郑州等城市先后解

放，赵官营村民在驻村

工作组支持下组织武

装“村基干自卫队”等

一系列积极的斗争，自

此赵官营的农民才得

以进一步解放。

赵官营村是中共

中央中原局驻地，有中

共中央中原局旧址、新

华社中原总分社旧址、

中州农民银行旧址、李

雪峰旧居、中原局财经

委员会办事处旧址等革命文物。村中

现存七十至九十年代建筑保持了北方

传统建筑风格，多为砖木结构灰瓦顶，

在面积和体量上形成一定的规模，是北

方传统建筑的缩影。2013年6月商酒务

镇赵官营村被河南省住建厅等公布为

“河南省传统村落”，2014年3月公布为

“河南省第六批历史文化名村”。（注：

《大众日报》创办于1939年，是我国报业

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习近

平总书记对《大众日报》创刊80周年曾

作出重要批示。）

来源：宝丰文物

1949年《大众日报》刊发

由封建走向民主的赵官营

“连心桥”修好后，村民们自发送来了多面赞扬的
锦旗（前排左四为曼经伟）。 马琳琳 摄

人物风采

（上接第一版）将生态建设纳入乡村振兴工作中，按照“四水同

治”的总体规划，加快水系连通等重点项目建设，先后实施以北

汝河、昭平台水库、龙兴寺水库等为水源的水系连通节点配套工

程，新建闸、坝等拦蓄水设施17座，治理河道、疏通沟渠130.05

公里，恢复灌溉渠道13.3公里，并指导李庄乡、赵庄镇、肖旗乡等

实施引水入乡工程，畅通“毛细血管”，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全面助推乡村振兴。

产业做强 让“底子”厚起来

在李庄乡翟集村，醋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味，也是

他们血脉中的传承。现在，绝大多数村民都会酿醋,村里有大小

酿醋作坊150余家。

“以前生活条件艰苦，都是骑着自行车、挑着担子到处叫

卖。”50岁的翟集村酿醋人付怀胜说，他于1995年开始学习酿醋

技艺，现在经营起了自己的店铺，之前破旧的小房屋也“摇身一

变”成了新楼房，年收益近20万元。

为做大做强醋产业，李庄乡成立了醋业协会，由一名班子成

员帮助协调解决醋业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同时，以冯异醋

业、翟集醋业等企业为主导，发挥龙头作用，采取“支部+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利用网络电商平台，整合醋业资源，优化

资产配置，全力打造文旅米醋小镇。

在宝丰县源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内，一座座大棚连方

成片，棚内一排排瓜秧“站立式”生长，白嘟嘟、圆滚滚的“菌瓜”

吊在瓜秧上。

据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文胜伟介绍，我县紧跟国家现代化农

业发展方向，独创了“瓜-菜-菌”轮作新模式。每年11月至次

年3月底种植羊肚菌，4月至10月发展瓜蔬种植，目前已建设多

种规格的种植大棚2000余座，羊肚菌、赤松茸种植面积2300余

亩，带动就业3000余人，年产值1.5亿元，已成为我省重要的珍

稀菌种植基地，发展势头强劲。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我县延链补链、培育壮大

特色优势产业、强力推进“乡村强县”建设。截至目前，全县种植

花椒5万余亩，生猪年存栏量达35万头，奶牛存栏1.5万头、年产

鲜奶10.44万吨。培育石桥乳业、李庄花生等5个特色产业小镇

和翟集米醋、韩庄秋月梨等82个农业特色专业村。李庄乡翟集

村、大营镇清凉寺村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乡村特色

产业亿元村名单。

组织铸“根” 让“里子”强起来

“火车快不快，全靠车头带。”今年以来，李庄乡紧紧抓牢党

建引领“牛鼻子”，通过培养“思想解放、眼界开阔、示范带头”的

党员干部，走出了支部“引”、企业及合作社“帮”、人才“带”的农

村产业联合发展模式，全面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各位老铁，这是祁家村现摘的新鲜葡萄，好吃不贵，赶紧下

单！”8月16日，在李庄乡父城电商直播间，姬家村第一书记张佳

佳正在推销葡萄等系列农产品。

如何让各村的农产品全部实现“不出村”销售，李庄乡一直

在努力探索。今年以来，李庄乡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积极

探索“党建+电商”模式，利用“第一副书记”人才优势，成立电商

工作室，培育支部直播人才，并通过“渔在乐”“打造百名网红，助

力乡村振兴”等活动，吸引更多群众投身、转型到电商行业，增强

乡村振兴“造血功能”。

赵庄镇依托大黄村小商品批发市场，打造电商产业党建联

合体，引进逆流渔具、星光文化传媒等公司，直播销售渔具、文玩

等，辐射带动全县9个乡镇，建成渔具电商供应链基地5个、渔具

产品生产线20条，培育渔具电商企业120余家。

今年以来，我县按照“五星”支部创建标准，积极构建党组织

抓产业、村干部领产业、党员促产业、农户有产业的“一村一品”

产业格局，推动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组织资源转化为发展

资源，以党建“灯塔”照亮乡村振兴之路。截至目前，我县已初步

形成10个主导产业突出、特色产业鲜明的乡镇，82个特色产业

优势明显的村。

蓝图已擘画，使命在激励。宝丰儿女以“改天换地的豪情”，

在古父城大地上奏响乡村振兴的动听旋律，谱写出新时代“乡村

美、产业兴、农民富”的新篇章。 （杨海楠 王世超）

史海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