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无怨无悔的

奉献精神、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紧紧围

绕我市平安建设总体工作目标，切实把

检察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实

际行动为建设平安汝州、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她就是市检察院

办公室主任魏娜。

躬身一线办实事 群众身边贴心人

1997年，魏娜通过招录考试进入市

检察院，先后在检察院办公室、计财科、

反贪局工作，现任市检察院办公室主任。

工作中，她严谨细致，雷厉风行，出色地

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工作之余，她还积

极深入学校、社区、企业参与法律宣传和

志愿服务等活动，在行动中践行检察初

心，展现了新时代检察干警的风采。

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

的了解，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魏

娜积极组织干警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开展大走访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走进检察院，参加检察开放日 12次、

召开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座谈会 6次，收

集整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建议 43

条。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电话、微信、

“汝州检察”公众号，及时推送检察工作

信息 300余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纷

纷为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检察干警

的敬业奉献精神点赞。为增强公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她牵头制定工作方案，组

织干警设立法律咨询台，用群众的语言

和群众的方法来解决群众的问题，当场

化解群众身边小矛盾 20余件，法律咨询

500余人次。她还带领干警走进学校，为

孩子们上了一堂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

通过法治宣传无声的浸润，调动了我市

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工作的积极性，

提升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构建法

治汝州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真抓实干转作风 聚焦重点勇争先

魏娜协助市检察院党组“抓落实、

提水平”，注重在参谋服务中提升各项工作水平，着力推动工

作创新发展。她结合实际，牵头制定了涉农检察联络工作一系

列的意见方案制度，实行“一乡一检一员”，把涉农检察工作进

一步做优做实。涉农检察联络员提供公益诉讼线索 5起，协助

化解矛盾纠纷 9起，对接检察官为涉农检察联络员提供法律

咨询 40余次，帮助涉农检察联络员化解邻里纠纷 30 余次，打

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该项工作荣获平顶山市检察机关

年度特色亮点工作一等奖。涉农检察联络员提供的涉及维护

军人合法权益案件，荣获河南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

例之一。

立足岗位提能力 硕果累累创佳绩

魏娜紧紧围绕上级检察机关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

紧扣“特色、亮点”做好信息稿件的撰写、编发工作。组织起草

的重要综合文稿被高检院转发 6 篇、省检察院转发 14 篇、平

顶山市检察院转发 37篇，推动了检察机关转型发展。她牢固

树立“管理就是服务，服务也是管理”的理念，坚持全院一盘

棋，加强督查督办，把检察重点工作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爱民实践承诺十件实事”有机结合，建立明细台账 43 项，逐

项进行任务分解，并明确责任部门、完成时限。她紧盯时间节

点，通过发送书面提示函或督办通知、电话或当面提示催办等

形式，持续跟踪督办落实，共督办 60余项重点工作。协助检察

院党组召开 27次重点工作讲评推进会，助推了各项工作部署

落地见效。在她的带领下，市检察院办公室全体干警始终以饱

满的热情和卓越的追求投身检察事业，先后荣获平顶山市妇

联“三八红旗集体”称号、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集体三等功 2

次。她个人先后获得了“全省检察系统计财装备先进个人”“全

省档案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郭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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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兵”。这是胡克亮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这句话，也在他雷厉风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中得以体现。

胡克亮今年 45岁，在绿色军营淬炼 3年后回

到家乡汝州，一直在乡镇工作。2015年 12月，他接

受组织安排，负责王寨乡脱贫攻坚工作。脱贫攻坚

圆满收官后，他又全身心投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

“这面文化墙，时刻警醒我们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表示我们决心用执着坚守，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为了牢记使命，胡

克亮规划了办公室迎门墙，墙面上大标题为“弘

扬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第二行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事业”；第三

行是 24 字精神，“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

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

2021 年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

年，胡克亮深知肩头的责任有多大，担子有多

重。在上级的关注支持下，这一年，王寨乡争取

财政衔接资金近 600 万元，用于发展奶牛养殖

基地项目、育肥猪饲养栋舍项目、羊肚菌种植项

目。

汝州市亿鑫源牧业公司地处王寨乡温庄村

南，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被中国奶业协

会、省畜牧局认定为“学生饮用奶源基地”“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企业，是省政府认定的“返乡创业助

力脱贫攻坚优秀企业”，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畜

禽标准化示范场”。

这个奶牛养殖基地项目整合了王寨

乡、夏店镇集体经济扶持资金 350万元，建

设 2座标准化奶牛养殖大棚，1座挤奶厅。

项目建成后，由亿鑫源牧业租赁经营，为期

10年，每年租金不低于投资额的 10%。项目

惠及王寨、夏店两个乡镇 14 个村，年增收

34.98万元。育肥猪饲养栋舍项目惠及 8个

村，年增收 15.36万元。

在这里，值得一说的还有王寨乡裴家

村的羊肚菌种植项目。

2021 年 4 月，驻裴家村第一书记杨建平和

村两委会经过多方考察论证，决定与河南玖创

农业发展公司在裴家村流转 40 亩土地，投资近

百万元兴建 73 座大棚，建设羊肚菌种植基地。

同时，用第一书记项目资金和“娘家人”———中

国人寿保险河南分公司捐赠资金，建设了 43 座

大棚，供村民承包种植，并配套建设了一座烘干

房。

虽说是多方考察论证的好项目，又有河南玖

创农业发展公司全程保驾护航，但仍让不少村民

心生嘀咕，担心亏本，难下决心。为此，在 2021年

11月正式上马前，杨建平带头高调承包了 2个大

棚，“领头雁”效应立显。

一季下来，裴家村扶贫专干冯桃桃包了 2个

棚，除去租赁费等成本开销，净落 1.3万元。3组组

长裴红卫包了 4个棚，其间，架不住脱贫户尹润润

的再三恳求，转给了尹润润一个，留在手里的 3个

大棚每个净落 7000多元。再看尹润润，1个棚的纯

收入达到了 1.2万元，出菇量达到了 400斤，是其

他人 2个棚的产量之和。杨建平也由此成为羊肚

菌种植的行家里手。

王奕萌今年 18岁，是王寨乡小剌湾村人，去

年进入大剌湾村帮扶车间汝州市超强鞋业公司工

作，因年轻、心灵手巧，被安排在电脑花样机工位。

“她这个岗位很重要，制作的鞋面用在出口产

品上。这台电脑花样机，价值 2万多元。”超强鞋业

技术生产负责人唐向雷笑着说，王奕萌的收入也

不错。

“我是乡村振兴一新兵”。胡克亮说，经过 10

多年发展，超强鞋业帮扶车间这个密集型务工平

台，已辐射带动全乡 33个行政村的服装、鞋帽、箱

包、电子元件等代加工点稳步发展。

这就是胡克亮，“小车不倒年年推”，“推”出了

一个个特色产业，“推”出了一户户父老乡亲的共

同富裕。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胡克亮：我是乡村振兴一新兵

胡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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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耐凡：巧手编织 绽放精彩

编织的各种篮子

编织作品展示

张耐凡与她的手工作品

魏娜（右二）向群众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一经一纬编出无穷创意，千丝万缕

织就多彩生活。手工编织是最古老的手

工技艺之一，在原料、色彩、工艺等方面

形成了天然、朴实、清新、简练的艺术特

色，是人们喜爱的一种手工艺品。

今年 50岁，家住市区仓巷街 113号

的张耐凡从事手工编织已有十多年。她凭

借着手工编织绝活，获得了身边朋友和顾

客们的交口称赞。

8月 26日，记者见到她时，张耐凡正

坐在凳子上，用天然环保藤条在手中交

错翻飞，不一会儿杂乱无章的各种藤条

就顺畅起来，在她的手中变成了精致漂

亮的家居生活用品。她编出的花篮样式

新颖、色彩鲜艳、绿色环保、经久耐用，既

可以作为买菜的菜篮子，也可以作为装

水果、小食品的果篮子，哪怕什么都不

装，只是将篮子摆放在家中就能装点家

居。

“手工编织看似简单，却有着繁琐的

制作过程。过去使用枝条，现在用的是天

然环保藤条。这种材料编织出来的工艺品

品相好、质量高，环保时尚，前来订制的人

络绎不绝。”在张耐凡的家中，随处可见手

工编织的蓝、筐、罐、包、帽、盒等生活用品

和工艺品，形态时尚，结实耐用。

“这些编织好的物品都是别人订制

的，像墙上挂着的这个手提挎包，是我结

合特色金属拉链编织而成，客人出了 400

元购买。”张耐凡介绍，她将藤编技艺融入

现代箱包的设计理念中，既完美结合了实

用性与艺术性，又与人们倡导的绿色环保

意识相契合，颇受顾客喜爱。

张耐凡有这样的好手艺是来自家庭的

传承，她的母亲和奶奶都会做一手出色的针

线活。上初中时，张耐凡偶然碰到闺蜜在编织

毛衣，她对此十分感兴趣，便开始跟随闺蜜学

习编织，编织的图案样式也十分别致。婚后张

耐凡跟随丈夫摆摊卖书，做钢架安装，闲暇之

余，心灵手巧的她便利用捡拾的废弃塑料包

装条编织了篮筐、饰品等，在自己店内展示，

赢得了顾客和周边朋友的赞赏。

“看上的顾客也不问价格高低，就直

接将展品买走了。”张耐凡告诉记者，由于

当时店内钢架安装生意繁忙，生活压力又

过大，她也只是闲暇之余编织几个作品，

慢慢地便搁置了这项手艺。

多年后，生活逐渐好转，张耐凡再次

燃起了编织梦。“现在我不只是把编织当

成一种爱好，更是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梦

想，我要将它发展成产业来做。”坚定想法

后，张耐凡又重新“捡”起自己的编织手

艺。她采用仿藤条色的环保线条编织手工

艺术品，同时在微信朋友圈、抖音等平台

上发布自己编织的作品，获得了网友们的

大力赞赏，甚至有同城网友到她家现场求

学。

一手编织绝活，既是兴趣，又能发

家致富。“既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手艺失

传，也是为了能够带动村民致富，我决

定开办自己的培训班。”张耐凡思考良

久，遂有了开办培训班的想法。她认为，

这样既能和喜欢这门技艺的人共同进

步，又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更能带

动大家走上致富路，让编织技艺为手工

艺人带来实惠。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桂晓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