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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记者李梦露

唐户村位于新郑市观音寺镇，距离

市区10公里，唐户村三面环水，村北有

沂水河，村南有九龙河，村西紧邻南水

北调干渠新郑段。

唐户村南侧村道分出一条小路朝

道路旁的坡下延伸。十几米的小路末

端处，灌木丛掩映着一个绿白相间的钢

结构集装箱，如一间房子那么大。

走近集装箱，门口蓝色牌子上赫然

写着“观音寺003号”。路过集装箱继续

往下走，能看到一方小池塘，水质清澈，

水面上铺满了亭亭的荷叶，水面下有鱼

影忽隐忽现，池塘周围则满是郁郁葱葱

的林地，像一处放大的田园风盆景。

“集装箱”和“盆景”都是唐户村生活

污水处理站的组成部分。“‘集装箱’是高

效生物膜反应器，唐户村400多户村民

产生的生活污水由地下铺设的6565米

排污管道以雨污分离的方式收集至这个

反应器中，经过一系列的环保处理，能达

到一级A水质。”泽衡环保公司的工作人

员彭江解释。

泽衡环保公司是唐户污水处理站的

运维方，6月10日，彭江到污水处理站进

行例行的运维巡检。

一级A水质是什么概念？能喝吗？

“一级A是污水处理能达到的最高等级，

不可以饮用，但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彭江

说，生活污水里含有大量的氮、磷等营养

元素，一般不含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经过

分解处理后，污水和少部分的活性污泥是

天然的肥料，可以灌溉树木、养鱼等。

污水处理站下方的“盆景”用的全部

都是处理过后的中水。“唐户村的莲藕产

业发达，处理站建成初期，唐户村的一位

村民在村委的帮助下，挖出了这个池塘，

在其中养鱼种藕，完成了水的二次利

用。”观音寺镇党委书记马聪锋说，镇上

有部分村庄将处理后的水用来进行村里

的绿化，改善生态环境。

“观音寺003号”是唐户污水处理站

的编号。目前，新郑全市范围内都实现了

村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共建处理站225

个，每个处理站都有一个编号，唐户站就

是其中之一，每天能处理100吨污水。

新郑市推进集中治污是出于南水北

调干渠水质保护的需要。新郑市是“南

水”进入郑州的第一站，南水北调中线干

渠新郑段总长度为36.59公里，经过新郑

市的十个乡镇办，涉及观音寺镇的十个

村，干渠每年向郑州供水54000万立方

米，其中包含新郑的5000万立方米。

新郑市为污水处理项目下了不少功

夫，“由于涉及居民户众多，污水管网的

建设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根据规模不

同，每个污水处理站投资500万元到

800万元；建成后交给第三方环保公司

运行管理，定期检测水质。”马聪锋说。

如今集中治污加上村内绿化让新

郑市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对南水北调

干渠水质形成有效的保护。据彭江了

解，目前新郑市是河南省所有县市中污

水处理做得最好的地方，现在生活污水

不会对环境形成二次污染，也不会形成

黑臭水体，中水再次利用也有助于涵养

地下水源。

“‘南水’为我们新郑的生活用水和

工业用水提供了保障，我们作为最大的

受益者，也应该为南水北调干渠水质保

护作出贡献。”马聪锋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马松
昭）“前不久，客商来到我们村的合作社，

一下订了20万斤血桃，准备销往香港。

但现在桃少客户多，只能供给他10万

斤。你看，那边正在收桃、分拣、装礼品

箱、入冷库，积够一车后发货，24小时

后，大年沟血桃将摆上香港的商超。”6

月19日，在鲁山县首届血桃采摘节启动

仪式结束后，该县熊背乡大年沟村党支

部书记王长海指着不远处说。

当天，在偏僻的大年沟村的道路

上、桃园里，人流熙熙攘攘，众多自驾车

游客来到这里摘桃、品桃、买桃。“我们村

已成为网红村，除春季桃花盛开季节外，

血桃成熟季节这种情况也将持续10天

左右。”王长海说。

大年沟村处于深山区，属富硒土

壤，已有多年血桃种植历史。

血桃是当地野生毛桃与其他桃的

杂交品种，熟果果皮红黄青相间，以果肉

鲜红、桃味浓郁、甜而著称。“就在六七年

前，拉到城里五六毛钱一斤还不好卖。

现在不用出村，没有低于五块一斤过。”

大年沟村48岁村民闫中怀说，这几年，

他将血桃种植面积由两三亩扩大到14

亩，尽管大部分桃树还未进入盛果期，但

以往每年卖桃的收入已达三四万元。

血桃火了，该县、乡、村因势利导，

鼓励当地村民扩大血桃种植面积，并给

予资金、政策支持。熊背乡把血桃作为

主导产业，组建起血桃产业党支部，全乡

血桃种植面积也从不到500亩迅速扩大

到6000余亩。大年沟村成立了鲁山县

中山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基

地+合作社+农户+电商”的模式，统一技

术、管理、销售，全村种植户达90%以

上，年销售收入超300万元。血桃通过

电商销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

线城市，引来不少回头客。2018年，大

年沟村还成功入选第八批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

随着大年沟血桃越来越“火”，该村

又拉长产业链条，建立起集苗木培育、果

苗批发、物流仓配、保鲜库租赁、休闲采

摘等服务于一体的产业体系。

“我们通过做大传统产业、做强特

色产业、做优新兴产业、优化产业布局、

创新营销方式等措施，打造了一批规模

化、专业化的产业发展基地，实现了乡有

主导、村有特色、户有增收的产业发展格

局。”熊背乡党委书记冉栓伟说。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黄永杰）6

月17日，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中铁建设集

团华中分公司联合主办的送文化进工地

暨农民工唱红歌颂党恩活动在新郑项目

工地举行。

由百余名农民工组成的合唱方阵，队

容整齐、精神饱满，以相互拉歌的形式演

唱了《歌唱祖国》《咱们工人有力量》等红

歌。嘹亮的歌声、高昂的激情展现出新时

代劳动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唱出城市

建设者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热爱，引

起了现场农民工的强烈共鸣。

“我们已经排练一个月了，每天在工

地上干完活都会找空地练一练。”刚走下

舞台的蒋志兵一脸兴奋地说，“在党的领

导下，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咱老百姓也

扬眉吐气，靠勤劳的双手，日子芝麻开花

节节高，这些红歌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吕腾
飞 张伟）近日，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纪

工委印发专项工作方案，开展优化营商

环境“四个专项”护航行动，积极构建

“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亲清政商关

系，为优化营商环境“经开样本”提供坚

强作风纪律保障。

“聚焦损害营商环境突出问题，以

‘专项问题排查、专项监督检查、专项舆

论宣传、专项警示教育’为主线，精准发

力、真查实纠，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

生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

善发展作用，助力‘十四五’规划部署顺

利开局起步。”该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

书记戴子建说，“四个专项”护航行动是

进一步推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有效载体。

按照方案安排，该区纪工委将全面聚

焦纪检监察机关监督首责，建立纪检监察

走访企业“督导+服务”制度，健全“信、访、

电、网、码”问题反映渠道，收集各职能部

门在惠企政策落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突出社会监督，开展“扫码评服务”，着力

提升服务水平和工作作风。开展“亲清政

商关系”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

进家庭“五进”宣传活动，提升职能部门与

企业共建廉洁意识。把查处问题与督促

整改相结合，注重从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

例中发现普遍性问题，紧盯案件剖析、问

题整改、警示教育、建章立制四个环节，做

实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晁松杰）

6月18日，由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省

服装行业协会牵头成立的河南省服装行

业职业教育委员会和河南省服装产业职

教联盟成立大会在漯河成功召开，开启了

我省服装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征程。

该联盟按照“平等、合作、创新、共

赢”的原则，致力于构建“专业共建、人

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

担”的紧密合作模式，更好地实现资源

共建共享、优势互补、融合育人，让产业

与教育、企业与专业协调发展，真正实

现校企“双赢”和“多赢”的良好局面。

据悉，我省“十四五”期间服装产业

发展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全省规模以上

服装和相关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3000亿元，培育年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以

上企业30~50家，形成百亿级产业集群

10~15个，叫响一批河南品牌，打造一

批领军企业，建成全国重要品质服装制

造基地。

“市政府将倾斜政策、倾斜资源，为

职教联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服务，

营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漯河市副市

长栗社臣表示，要充分发挥行业、企业与

职教的深度融合优势，纵向挖掘校企合

作的深度，横向发展校企合作的广度，加

强漯河服装行业的指导、评价和服务，帮

扶漯河市优秀服装企业做大做强，把服

装产业培育成漯河市的优势产业。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
王志强）6月18日，濮阳县在清河头乡东

大韩村处、北金堤段桩号19+430举行

2021年军民联防抢险实战演习。

本次实战演习模拟黄河花园口站发

生22000立方米每秒以上超标准洪水，国

务院下达启用北金堤滞洪区命令，渠村分

洪闸按10000立方米每秒泄洪。届时，濮

阳县滞洪区主溜行洪，北金堤全线偎水，

最高洪水位超过部分堤段堤顶高程0.3

米。桩号19+430处出现渗水、管涌、坍

塌等险情。

濮阳县迅速集结民兵防汛分队、清河

头乡亦工亦农抢险队等110余人进行分

工、查险、报险、抢险、救护。军民联防队

迅速进行修筑袋子堰、挖掘机投铅丝石

笼等演练，同时开展无人机水情实时监测

和防汛应急抢险队巡堤查险。这次实战

演习全面检验了濮阳县军民快速反应和

协同作战能力，提升了军民的防汛抢险意

识和实战操作水平。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记者6月18

日从平顶山市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了

解到，经过8年奋斗，平顶山市同全国一

道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10.03万户33.18万名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51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2013年的8541元增加到2020年

的15550元。

脱贫攻坚期间，平顶山市近20次承

办全国、全省性现场会，扶贫宣传等25

项工作经验、典型做法得到国家、省领

导肯定或批示，在全国、全省推广，农村

危房改造工作被国务院督查激励。3个

集体、4名个人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

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据悉，8年来，平顶山市累计选派

2060支驻村工作队、2614名驻村第一书

记、10102名驻村工作队员，以及60423

名结对帮扶干部，将全市最精锐的力量

集结在脱贫攻坚一线战场。他们走遍千

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用

脚步丈量民情，用汗水荡涤初心。

基础设施先行，是实现脱贫之根。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平顶山市累计

投入财政扶贫资金56.24亿元，对接实

施项目3700多个；新、改建农村公路

4094公里，20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硬

化路；建成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702

处；完成鲁山、叶县2个贫困县及512个

贫困村、452个中心村电网脱贫改造；完

成贫困地区基站建设1696个，20户以

上自然村实现4G网络全覆盖。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之策。脱贫

攻坚以来，平顶山市聚合产业扶贫八要

素，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01家，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699个，

发放户贷户用扶贫小额信贷12.12亿元、

精准扶贫企业贷款6.65亿元，建成光伏

扶贫项目2642个、生猪“千头线”324条、

扶贫车间146个，形成汝州蚕桑、舞钢鸽

茶、鲁山菌果等优势主导产业。

促进就业，是实现脱贫之本。脱贫

攻坚以来，平顶山市发展各类就业创业

扶贫基地3000多个，有劳动能力和就

业愿望的80911名贫困劳动力全部实

现转移就业，有培训意愿且符合培训条

件的80043人接受精准培训。118764

人返乡下乡创业，创办实体110459个，

吸纳贫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11420

人。开发公益岗位2.8万个，解决“三

无”人员就地就近就业。

创新铸经典，是脱贫攻坚之智。脱

贫攻坚中，“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构

建遏制因病返贫的牢固防线；“千头

线+”模式，为破解养殖污染助力产业脱

贫开出新药方；“小广播、大喇叭”工程，

搭建党与贫困群众互联互通的桥梁；

“红装志愿者”行动，让贫困群众成为自

强自立的行动主体；“返贫救助综合保

险”，筑起精准防贫“拦洪坝”等。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汝
涛）6月16日一大早，商水县练集镇闫

桥村“党员胡同长”闫世勤就忙碌起来，

挨家挨户检查门前卫生，宣传村规民约

和疫苗接种。该村村民梁小花说，有了

“党员胡同长”，村容村貌、村风民风大

为好转。

今年以来，练集镇以“构建和谐富

美新练集”为目标，在全镇实施网格化

管理，推动落实“党员胡同长”区域管理

机制，把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

基层农村的“神经末梢”，实现基层治理

与服务能效双提升。

练集镇推行的“党员胡同长”制，即

在村党支部统一领导下，按照“一编三

定”工作模式，在每个村以胡同划分网

格，每条胡同选出一名责任心强、热心

村里事业、在村内居住时间较长的党员

担任“胡同长”，每名“党员胡同长”覆盖

20户至40户群众。为方便群众，各村

在每个胡同口醒目位置设置了公示牌，

标注“党员胡同长”的姓名、职责、管辖

范围及手机号码、微信号，群众有什么

急事、难事、烦心事，对胡同治理有什么

意见，对乡镇、村里的工作有什么建议

或意见，都可以随时联系“党员胡同长”

进行反映。无论谁家有事，“党员胡同

长”都会第一时间到场帮忙，尽心尽力

解决困难，不好解决的问题就及时反映

到村里。“有事找胡同长”已成为不少村

民遇到问题时的第一反应。

为确保工作实效，该镇结合各村实

际，进一步明确“党员胡同长”职责，“党

员胡同长”在党的政策宣传、环境卫生

监督、邻里纠纷调解、社会治安维护、社

情民意收集、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等

方面，协助村“两委”开展工作。同时，

该镇还强化对“党员胡同长”的培训和

监督管理，把“党员胡同长”走进群众、

服务群众情况纳入农村党员积分管理，

作为年度民主评议党员的重要依据。

截至目前，该镇共有430名“党员胡

同长”上岗，累计收集意见建议216条，

办理群众服务事项673件（次），调解矛

盾纠纷98起，栽植各类绿化树木6万余

株，清理“三堆”410个。

商水县练集镇

430名“党员胡同长”上岗

代号“观音寺003”

鲁山县 10万斤血桃销香港

6月20日，在郑州花园路刘庄公交场站内,21路车长王培的女儿给刚刚结束运营工作的父亲送上亲手绘制的父亲节礼物。

本报记者李躬亿通讯员张志强摄

他用初心换来干群心连心
——记许昌市人防办驻禹州市郭连镇张涧村第一书记刘建刚

平顶山市脱贫攻坚交出亮丽答卷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四个专项”行动优化营商环境

河南省服装产业职教联盟在漯河成立

濮阳县举行
军民联防抢险实战演习

新郑市

农民工唱红歌颂党恩

同饮一渠水同饮一渠水同饮一渠水同饮一渠水 共谋新发展共谋新发展共谋新发展共谋新发展

□本报记者李东辉代珍珍

“我被朋友们戏称为‘驻村专业

户’，前后四次下乡，一次挂职锻炼，三次

驻村工作，累计8年时间。”6月18日，记

者见到了刘建刚，他笑着说。

他曾是许昌市人防办驻禹州市郭连

镇张涧村第一书记，今年2月11日结束

驻村工作。

“张涧村有842户3499人，2017年以

前，曾是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村，也是贫困发

生率超过2%的非贫困村，各项事业发展严

重滞后。在刘建刚书记和村‘两委’的共同

努力下，仅用3年时间，张涧村就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

省级‘文明村镇’、禹州市‘脱贫攻坚红旗

村’。”禹州市郭连镇党委书记马利说。

服务中心让群众真开心

2017年11月，刘建刚被组织派到禹

州市郭连镇张涧村任第一书记。

“干工作，就要从百姓最急、最盼、最

忧的事情干起。”刘建刚说，“原来的老村

室格局不合理，党员活动室、便民服务厅

的面积都不足15平方米，一些可以正常

开展的活动因为场地局限更是无从谈

起。”

刘建刚驻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强

做优党建阵地，但把理想变成现实并不简

单。

“党建阵地项目建设既不能为了省钱

去应付差事、随便凑合，更不能不切实际、

盲目超前，追求‘高大上’，还要以组织部

门的阵地建设要求为标准，量力而行。”两

个月内，刘建刚带领村“两委”成员先后在

周边实地考察村室20余处，网上搜索N

处，最终确定了“U”字形的村室建设方

案：一层中式，实用、大气。

2018年年底，占地7.5亩、开放式的、

建筑面积649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及

配套的文化广场终于建成。“服务中心自

投入使用以来，各项功能日臻完善，如今，

这里已经成为全村最亮、最热闹、人气最

旺、欢声笑语最多的地方。”刘建刚说。

“原来是去人家的地方观摩，现在人

家来这儿观摩，骄傲！”现任张涧村党支部

书记李永敏说，2020年，省、市、县、乡、村

来张涧村党群服务中心调研、考察、观摩、

交流经验的团队多达40余次。

幸福院里让老人真舒心

4月15日上午，张涧村幸福院活动中

心响起生日歌，李永敏精心准备，在为赵国

祥老人庆祝生日。欢声笑语中，他为赵国

祥老人送上了生日祝福，幸福院的老人们

共同分享了生日蛋糕、分享了生日的喜悦。

“原来一天‘凑合’吃两顿饭，现在变

成了一顿四个白蒸馍，自己都吃胖了。”特

困供养残疾户贺新聚说。

张涧村有许多留守老人，因无人照

料，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经常吃坏肚子。

看到这样的情况，2020年6月，刘建刚和

村党支部书记李永敏琢磨，决定成立医养

结合特色村幸福院。幸福院开张以来，每

天有30多人在幸福院就餐，村“两委”成

员和巾帼志愿服务队每天两人一组在幸

福院服务。

与幸福院相连的是张涧村标准化的

卫生室，2020年1月正式启用，原来分散

坐诊的三名村医实现了集中坐诊、设备共

享、药品公管。在许昌市人防办提供物质

援助的基础上，刘建刚又积极协调许昌

市中医院捐赠了10张医疗床及心电图机

等医疗用品及设备，挂牌成立了许昌首家

三甲医院与村卫生室的“医联体”。

“真正把优质医疗资源引进村，让偏

僻卫生室‘伴上’大医院，留下一支‘不走

的卫生健康服务队’，让老年人能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也是我驻村以来最暖心的

成就！”刘建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