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9日，正值初冬时节，记者走

进位于西峡县丁河镇的丁河猕猴桃小

镇，不同于收获季的满眼绿色，映入眼

帘的是一片片密集的猕猴桃藤架，排列

错落有致，一排排缺少绿叶掩衬的灰色

猕猴桃藤枝在固定架上显得整齐有序，

给猕猴桃小镇带来了别样的冬季景观。

丁河猕猴桃小镇是北京市顺义区对

口援建的京豫合作项目，2019年建成，区

域面积21.5平方公里，为推动小镇可持续

发展，丁河镇运用全域党建理念，跨区域、

层级，吸纳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党委等

3个县外党组织，县猕猴桃生产办公室等

8个县直党组织，丁河镇区域内6个村党

支部以及非公企业、镇直部门、社会组织、

专业合作社等各领域党员建立联合党委，

下设五个专班党支部，统筹各领域人才、

技术、项目、资金等优势资源，建立健全议

事协调、工作对接等制度机制。

冬天虽然不是猕猴桃的收获季节，但

这几天丁河镇副镇长安超却在忙活着冬

季猕猴桃树的施肥、剪枝等方面的培训作

业和150亩猕猴桃园的改造建设（包括水

淹地的土壤改善）。

临近中午饭点，安超还在和西峡县猕

猴桃生产办公室主任李勇、副主任袁云凌

在位于丁河镇简村四组的猕猴桃园基地

里商量着土壤改善方案。“需要改造建设

的150亩猕猴桃园主要分布在简村、茶峪

村和木寨村，其中50亩猕猴桃树因品种

老化，需要进行高接换头，从而提升亩均

效益，另外100亩的猕猴桃园因受前期水

灾影响，需要重新对土壤进行改善，重新

栽植新苗。”安超指着面前等待改造的猕

猴桃园说道。

安超介绍，猕猴桃小镇联合党委下设

的顺西合作专班、脱贫攻坚专班、产业发

展专班、集体经济发展专班、文化旅游专

班等五个专班党支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

合力联建组织、共建队伍、筹建阵地、创建

机制、合建基地、帮建项目，着力构建党建

引领促进乡村振兴、促进脱贫攻坚、促进

集体经济发展等的全域党建新模式，致力

培育集现代农业展示、农副产品综合加

工、猕猴桃产业科研培训、猕猴桃田园生

态修复、乡村休闲度假、特色民俗文化娱

乐于一体的特色小镇。

安超不仅是丁河镇副镇长，还是猕猴

桃小镇联合党委下设的文化旅游专班党

支部书记和集体经济发展专班党支部副

书记，他这几天忙活的猕猴桃园的改造建

设项目，正是集体经济发展专班党支部的

分内事。

如今，丁河猕猴桃小镇立足于深化顺

西合作、促进产业升级、推进农游一体，新

建坑塘坑坝11个，农家乐、采摘园、垂钓

园20余处，完成2000亩水肥一体猕猴桃

示范基地建设，区域内万亩猕猴桃基地商

品果率从50%提升到85%以上，实现了

区域内生态宜居、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

和谐统一。

西峡县运用全域党建理念，创新开展

“包联建促”活动，乡村两级在县派力量的

基础上，整合本地企业、专业合作社、外出

务工人员和县外有联系的社会力量，联建

组织。目前，全县289个村跨领域、跨行

业、跨层级的联建共建实现全覆盖。

现在，西峡县各级联合党组织指导推

动全县农村基层组织标准化建设规范化

运行率达95%以上，新建、改建党建阵地

和基础设施阵地72个，新上集体经济发

展项目89个，新建食用菌、猕猴桃产业基

地21个，制定完善便民服务、民主科学决

策等制度机制423项，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乡村振兴、壮大集体经济注入了

强大动力。

党旗插在哪里党旗插在哪里 哪里形成哪里形成““新高地新高地””

“因需而建，因需而联”，特色小镇、幸福社区、民营企业、项目建设、食品安全……把联合党支部建在
哪里，哪里的党员就会形成合力；党员合力深耕发展，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党旗飘扬的发展“新高地”。

□于晴

强村富民、细化服务、推动发展，西

峡县把联合党支部建在哪里，哪里的党

员就会形成合力。无论是猕猴桃种植技

术推广、企业转型升级，还是服务社区的

公益事业，基层构建起的党建工作服务

体系，让群众真真切切触摸到党建脉搏、

感受到党建温度。

基层党建重在办实事。对广大群众

而言，基层干部和党组织就是践行群众

路线的温度计，冷了、热了，堵了、通了，

群众都能第一时间感受到。加强基层党

建，终归是为了给群众解决问题，只有把

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基层党建才能善

始善终、善作善成。

基层党建重在有办法。哪里有党组

织，哪里就有战斗力，哪里党建抓得实，

哪里就有蓬勃朝气。党组织安营扎寨在

企业、在田间地头，要的就是成为解难题

的“诸葛亮”，服务发展的“操盘手”。完

善流程、优化机制，灵活地联合党支部充

分发挥集纳资源、合力解题的优势，把机

制化作“谋思路”与“找出路”的杠杆。因

需而建，因需而联，带着问题谋发展，才

能做到脑中有思路、眼里有问题、手上有

招数、脚下有路子。

基层党建重在好作风。政治路线确

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服务社

区的退休党员任俐，虽然人退休了，但干

事的心没有退休，将热情化作实干，作为

党员，她成了社区最活跃的人。树立使

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把为群众谋福祉作

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员富

于责任感，就能温暖一片群众；党组织充

满战斗力，就有万家灯火的温馨。

离群众更近，党建工作更实。让党员先

锋“领头羊”跑出“领跑样”，用基层党组织

“强堡垒”催生发展“强动能”，定能在党建引

领的带动下，奏响县域治理的“最强音”。

□本报记者李海旭李政通讯员范亚康

11月9日，和往常一样，凌晨5点左

右，西峡县原商务局副局长任俐就已准

时到达位于西峡县水电路与古城路附近

的莲花社区居家养老助餐点。

每天早起到助餐点进行服务的这个

习惯，任俐自2019年退休以来已经保持

了。“自2019年3月1日助餐项目运行以

来，除去假期，到今天，助餐点已经运行

了620天。”尽管是公益服务，但任俐对此

非常上心，就连助餐点的实际运营天数

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任俐所在的助餐点由民政系统补

贴，主要为全县60岁以上的老人、困难群

众和残疾群体提供便宜午餐和晚餐，但

由于爱心早餐服务在该助餐点一直是空

白，为让环卫工人和独居老人吃上暖心

的免费早餐，任俐还牵头发起了爱心早

餐项目，由西峡县的爱心人士进行捐资

捐款，义工和志愿者进行做饭、端饭、洗

刷等服务。

记者在跟任俐的交谈过程中，最明

显的感受是，她给人一种想干点事的饱

满劲头。虽然人退休了，但任俐干事的

心没有退休，用任俐的话说就是：“退休

之后还能有机会在社区干点事，这是莲

花社区的干部群众对我的信任和鼓励。”

据了解，像任俐这样到社区报到的

科级“服务员”在莲花社区就有10多位。

在莲花社区，干服务工作的不仅有

任俐这样刚退休的“年轻党员”，还有上

了年纪的刘文学。

今年68岁的刘文学是从西峡县城区

第二初级中学退休的一名老教师，精神

十足的刘文学，说起话来声音是洪亮的，

任谁也不会把他和68岁这个年龄数字联

系到一块。2019年，刘文学作为双报到

党员加入莲花社区这个为群众服务的大

家庭后，这位有27年党龄的退休老教师

又重新忙碌了起来。

“我平常就在与莲花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一路之隔的居家养老助餐点里端个

饭、刷个碗、打扫一下卫生，干点力所能

及的小活儿，只要有空闲，一般早上6点

左右我就到助餐点了。在助餐点帮忙的

人里，我的年纪并不是最大的，还有枓定

业、陈群成他们的年龄都超过了70岁。”

刘文学说话时显得很谦虚。

刘文学的身份不仅仅是助餐点里的

义工，在莲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张挂

在墙上的服务牌上显示着刘文学的另一

个身份：民事调解服务队党支部成员。

该社区的民事调解服务队党支部成立于

2019年8月，现有志愿者10名，其中党

员3名，隶属于莲花社区联合党总支。据

刘文学介绍，民事调解服务队都是由莲

花社区的退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

老模范等自发组成，对邻里纠纷、上访老

户和特殊利益群体开展定点定向调解服

务，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

近些年，西峡县持续深化以“双报到

双服务双评议”活动为载体的城市党建

工作，通过全域联结、同向发力，以全域

党建巩固创建文明城市成果，提升社会

治理水平。在城区18个村（社区）成立党

建工作部，横向联结266个机关事业单

位、77个非公企业、33个社会组织与社区

党组织；引导带动8000余名在职党员干

部职工、离退休干部、“两代表一委员”、

流入党员、居民代表等5类人员向居住地

网格报到，共成立83个联合党支部，成功

打通“神经末梢”，激活“红色细胞”，实现

了城市治理服务由社区“独角戏”到多方

参与“大合唱”的转变。

“2020年以来，西峡县在推进全域党

建向纵深落地落细落实上进行了初步探

索，我们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照搬照抄，

不急于求成，努力做到靶向精准、循序渐

进。在农村领域，始终聚焦三大任务，不

搞大而全、不搞拉郎配，围绕‘因需而建、

因事而联’，通过力量集聚、资源下沉，广

泛汇聚农村党建工作合力。在城市领域，

始终聚焦共治共享，不推倒重来、不盲目

扩张，努力做到区域联动、规范运行，以全

域党建巩固创建文明城市成果，提升社会

治理水平。在两新领域，始终聚焦引领发

展，不强调齐步走、不要求千篇一律，努力

做到引领有力、互融共促，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两新组织健康发展。希望通过我们

的努力，来推动西峡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

发展，从而为南阳建设河南省副中心城

市，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贡献更大力量！”周华锋说。

“有一棵大树，根植伏牛山，福荫八

方；有一种情怀，永远跟党走，不忘初心；

有一种梦想……”这是写在西峡县仲景宛

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展馆内的一段

话。从1978年建立西峡县制药厂党支部

（党员人数35人），到1995年成立河南省

宛西制药厂党总支（设7名支部委员、5个

基层党支部、党员人数67人），再到成立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仲景宛

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现有11个基层党支

部322名党员，党建工作始终贯彻该企业

发展全过程，也是西峡县非公企业党建良

好发展的一个缩影。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仲景宛西制药）是西峡县一家民营中药

制造企业，创建于1978年，主要生产以

“仲景”牌六味地黄丸、逍遥丸和“月月舒”

牌痛经宝颗粒为代表的10个剂型100多

种中成药产品。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万企帮

万村”先进民营企业、河南民营企业100

强等荣誉，连续多年跻身中国中药企业

50强。

近年来，西峡县结合县域产业发展实

际，围绕做大做强大健康产业，以仲景宛

西制药为龙头，联合中药材种植基地、金

融单位、大中专院校、县直有关单位成立

联合党委，着力实现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注入“红色基因”的强

大动力。11月9日下午，记者走进仲景宛

西制药，企业洁净的厂房和现代化车间令

人眼前一亮，闻着迎风吹来的中药味让人

精神了许多。“在仲景宛西制药40多年的

发展历史中，企业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

党建高质量助推企业发展高质量。但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产业发展对信息、技术、人才、政策等方面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形

成了新的挑战。”仲景宛西制药常务副总

经理李明黎表示。

为推动非公企业的良性发展，2020

年6月，在经过深入调研、沟通、对接的基

础上，西峡县委成立了仲景宛西制药联合

党委，县委书记周华锋担任联合党委书

记，汇聚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政府

部门、村党组织、银行、高等院校等各领域

党员骨干力量，集智聚力，共同推动健康

产业高效发展。

在仲景宛西制药的参观通道走廊

内，展示牌上清楚地写着：“仲景宛西制

药联合党委由4个非建制性专班党支部

组成。”据介绍，4个非建制性专班党支

部分别是村企合作专班党支部、银企合

作专班党支部、校企合作专班党支部、政

企合作专班党支部，而这4个非建制性

专班党支部也分别承担着不同职责。

在联合党委统筹领导下，仲景宛西制

药以健全的“党建链”疏通了“工作链”上

的堵点、消除了“服务链”上的痛点、攻克

了“产业链”上的难点，该企业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持续提升。仲景宛西制药成

为河南省第一家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上市

企业，“仲景”牌六味地黄丸连续多年全国

同类产品销量领先。

建立联合党委的最终目的是在党建

引领下，推动企业健康发展，实现党的战斗

堡垒更加坚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更

加有力，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更有成效。如

今，西峡县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达到了

100%，全县非公企业党组织班子成员和

企业经营管理层交叉任职达80%以上，企

业生产经营能手中党员占比达90%以上。

“实现‘两个确保’，关键

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10月

26日，河南省召开的第十一次

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做好党的

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抓好

党建作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强力引

擎，近年来，西峡县在河南省

委、省政府和南阳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全域党

建理念，紧扣服务人民群众、

提升治理水平、促进中心工作

等方面，在推进全域党建向纵

深落地落细落实上进行了认

真实践和探索，取得了突出成

效，受到群众好评。

党员共聚力 点燃乡村发展“新引擎”

党员齐努力 营造非公经济腾飞“大气候”

党员同出力 办出幸福社区“一席宴”

让党建更“实”，离群众更近短评

莲花社区双报到党员参与“清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 陈思远摄

——西峡县创新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党建篇

丁河镇猕猴桃小镇产业发展专班党支部专业技术人员对农户开展技术培训 刘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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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农家书屋学党史悟思想 刘禾摄

县委书记周华锋走访香菇种植户 李钡摄

猕猴桃小镇联合党委所在地丁河镇木寨新村 陈思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