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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报讯（记者王侠）4月24日，记者从省

统计局获悉，近日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

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14228.79亿元，

同比增长 4.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14.96亿元，同比增长6.7%；第二产业增加值

6119.07亿元，同比增长5.8%；第三产业增加

值7494.76亿元，同比增长3.6%。

总体上看，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保持稳

步回升、持续向好的态势，工业、投资、消费等

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超过全国，为稳定全

国宏观经济大盘作出了贡献。

农业生产总体稳定。小麦面积稳定、苗

情较好。尽管全省小麦播期普遍推迟，但种

植面积继续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为夏粮丰

收打下坚实基础；针对小麦晚播致使苗情长

势弱等情况，全省全面开展“科技壮苗”专项

行动，狠抓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

理，全省小麦苗情转化持续向好，与常年基本

持平。畜牧业生产形势总体良好。生猪产能

恢复好于预期，一季度全省生猪出栏1834.84

万头，同比增长16.9%。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宋亚鹏陆梦娇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因为身体

及工作原因不能参加志愿服务，特殊党费，

支援抗疫，向战斗在一线的所有人员致

敬！”4月18日，漯河市源汇区马路街街道

八一路社区的工作人员收到署名为“一名

普通的共产党员”的信，里面是足足1万元

的现金。这笔特殊的党费，感动了众多漯

河人。

4月10日，郾城区发生疫情，漯河中

心城区按下“暂停键”。刹那间，繁华喧嚣

的街道安静下来。与“暂停键”同步的是，

每个党员的手机都响了起来，“双报到”的

信息在屏幕上闪现。

疫情发生后，漯河市委书记刘尚进明

确强调“坚决果断快速扑灭疫情，全力以赴

打赢打好防控阻击战”；市长秦保强迅即赶

赴前线指挥部现场调度，迅速启动平急转

换，市区两级嵌入扁平一体指挥，组建工作

专班，统筹各方力量，根据疫情形势变化科

学研判，精准施策，常抓不懈，外防输入，织

密扎牢全市疫情防控“一张网”。

4月11日，漯河市委组织部下发《关

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县区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干

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

范作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这个同时发在“沙澧先锋”微信公众

号的通知，没多久点击量近2万。一时间，

力量下沉、党员报到、群众参与，面对疫情，

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用平凡身躯主动担起防

控责任，从强制管控“少出门”到全民自觉

“静下来”，沙澧人民团结一心，筑起了群防

群控的防疫铁闸。

“疫线”集结满城尽显“志愿红”

“请家人们带好身份证、健康码下楼

做核酸检测，上网课的孩子们优先做！”从

4月11日起，每天早上7点钟，这个清脆的

声音准时传遍郾城区龙塔街道孟南社区阳

光世纪北苑小区的各个楼层。将近1500

人的小区，从学生开始，每栋楼的居民依次

排队做核酸检测，3个小时采样完毕。

快速、安全、精准采样的背后，是担任

业主委员会主任的退休老党员刘颍坡积极

响应组织号召，带领党员志愿者昼夜辛苦

付出的结果。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搭篷、

拉线、摆放桌椅，逐楼通知居民，党员们协

助社区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进而按照防

疫要求，在院内巡逻至深夜，劝导居民做好

防护。刘颍坡笑着说：“在13栋楼间穿行，

每天轻松走了1万多步。”

防疫期间，全民守在家，大多数人微

信步数几乎从不过千，最大的运动量就是

出门做核酸检测。但却有像刘颍坡这样的

一群人，每天的微信步数以万为单位。他

们是一位位全天候执勤的社区工作人员，

是3万多名主动请缨的市、县（区）直机关

党员志愿者，他们在那一方看似不大的区

域来回奔走，守护社区安宁。

为在最短时间内将疫情“圈住、封死、捞

干、扑灭”，市委组织部与时间赛跑，连夜下

发《关于加强市直、县（区）直单位分包小区

值守工作的紧急通知》，全市509家市直、县

（区）直机关单位、驻漯单位干部职工不讲条

件、不打折扣主动下沉到1000余个小区。

“凡进小区人员，必须严格落实一测

二扫三查四登记要求（测温，扫场所码，查

验健康码、行程码，登记），对身体发热及黄

码、红码，从漯河外返乡人员还要第一时间

向社区、街道、区疫情指挥部报告……”4

月17日，已在“疫线”奋战了7天的市人大

常委会城环工委办公室主任曹玉虎，提及

党员志愿者疫情防控工作职责时“如数家

珍”。

朋友打电话调侃他说：“你的微信步数

每天一万多步，稳居榜首，很忙吗？别太操

心了。”曹玉虎说：“你们在家别动，我们动起

来多操一点心，大家的安全感就更多点。”

组织“吹号”坚决打赢“阻击战”

4月18日，漯河市委组织部再次发出

《关于动员全市居家党员干部参与疫情防

控的倡议书》，旨在有序推进核酸检测、社

会面管控等工作，在最短时间内将疫情“圈

住、封死、捞干、扑灭”，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攻坚战、阻击战。

在“集结号”下，漯河高中退休党支部

居家党员打招呼方式从之前的“你变码了

吗”变成了如今的“你报到了吗”，大家热情

高涨、踊跃报名，成立了党员抗疫志愿服务

队。

当疫情肆虐时，当人民需要时，这些

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的退休老党员，毫不

犹豫挺身而出，勇敢冲锋在疫情防控一线，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

当。

“8：00~10：00，娄晓钊（市公路局总

公司）；10：00~12：00，张顶新（退休职

工）……”4月19日，位于郾城区黄河路上

的公路新苑小区业主群内热闹非凡，业主

们自发在群里发起了“我为大家守一时，大

家为我守一天”疫情服务点值班接龙，接龙

信息越排越长。

连续几天来，源汇区马路街街道建设路

社区党委书记林霞有点“烦”，“市委组织部

的倡议书发出后，社区党员把我的电话都打

爆了，纷纷请战参加志愿服务，虽然眼前接

电话比较忙，但社区防控的力量加强了，今

后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底气更足了。”林霞

道出了让她心里备受感动的“烦恼”。

在广大党员和志愿者的不懈努力下，

漯河市中心城区每天顺利完成将近123万

人的核酸检测工作，而且连续多天，封控

区、管控区、防范区内采样结果均为阴性。

在这其中，按照防疫政策要求坚守在家中

的广大市民，也为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

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4月20日晚，在漯河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召开的钉钉视频调度会上，刘尚进说，郾

城疫情发生以来，从市级领导到基层防控

一线的同志们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广大市

民众志成城、全力配合，大家数着日子走过

来，每一天都很不容易，令人感动、令人心

疼，“但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再难再险

也要一往无前，以严密的责任链阻断病毒

传播链，既打好郾城疫情的歼灭战，又打好

全市疫情防控的持久战。”

按照市里的总体部署，漯河主城区

“静下来”后，意味着各个小区要“严起来”，

如何在减少流动的同时强化值守和服务？

“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充分动员广

大党员干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筑牢群防

群控的坚固防线就是疫情防控的最优解。”

漯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娜的一番话，

给出了答案。

□本报记者宋朝李梦露王旭
刘婷婷于涛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

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

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

花。

唐诗早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诗意

的乡村生活。

河南省委一号文件指出：科学推

进国土绿化，2022年打造1000个森

林乡村；加强乡村传统村落和特色风

貌保护，实施“拯救老屋行动”。

什么是森林乡村？森林乡村是

指自然生态风貌保存完好、乡土田园

特色突出、森林氛围浓郁、森林功能

效益显著、涉林产业发展良好、人居

环境整洁、保护管理有效的生态宜居

乡村。

老屋就不难理解了。

河南面积最大的县是卢氏县，建

县已有2000年历史，面积4000多平

方公里，但全县只有30多万人，地广

人稀。

卢氏县官道口镇新坪村共有376

户，靠豫西大峡谷景区带动，20年来，

当地村民对老路、老树、老屋都有了

新的认知。

33岁的王珍珍是新坪村寺上村

民组村民，搬迁后原来的寺上村成了

“徒有老屋”的空心村。

4月7日，王珍珍站在老屋前说：

这所老宅就是她爷爷那一代人置下

的，现在面向和门都没变，老宅周围

的老树还在，只是屋里已经非常现代

化了。

原来的寺上村已经被改造成了

民宿叫“山水隐庐”，这里共有41间客

房，节假日不提前半月是订不到房子

的。

老梨树在，老槐树也在；老井在，

老碾盘也在。村前村后、村中只要有

一个土坎和一片闲地，都开着连翘

花。

新坪村党支部书记鲁彦玲说：工

作岗位多了，村里人都留在了村里；

原来的老屋都租给了人家改成了民

宿，老屋还在；乡亲们后来才明白，原

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眼前这个样

子！

洛阳市孟津区委书记杨劭春很

有“诗情画意”，他把孟津区乡村建设

中保留乡村风貌形象地概括为：老家

老庄、老院老墙、老屋老房、老事老

样、老物老墓、老爹老娘。

登封嵩山南侧的环山路上，有两

棵矗立在路中央的柏树，这是当年施

工时不舍得砍掉特意留下来的。

和“特意留下来”不同的是，前些

年一些农户翻盖老屋、收拾庭院时，

最不待见的就是庭院里和房前屋后

的高大乔木了。

新密市曲梁镇的邓先生说：当时

盖房时，只想到不能把泥巴带到屋里

去，就把院子里的老杏树、老椿树砍

了，院子全部硬化，一星土都看不到

了。

土倒是真没有了，秋天也不用扫

落叶了，但冬天更冷了；夏天也没遮

阴的树，更热了；后来弄些大花盆种

上花花草草，身单力薄，不管用；房顶

加上彩钢瓦，也一样不抵热浪，比原

来老树给房顶打个伞差远了。

中原的村落历史上有个统一的

名字：长树村。村与树伴生，庭院和

四旁如果没有树，那几乎是不能称为

村的。

有关专家说，河南这地方生长高

大落叶乔木是大自然的智慧。夏天

天热，这些乔木枝繁叶茂，正好给人

家避暑纳凉；冬天，人们需要晒暖，这

些乔木便十分体察民意、通人性地落

叶了。当下人们追求三季有花、四季

常青也不算错，但真正的生态宜居还

是需要高大乔木营造的森林氛围。

下期请看：
一号文件头等事⑥
真正把“产粮”装入保险箱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康帆杨振辉

水泥路面平整宽阔，光伏路灯整齐明

亮，文化墙面图文并茂，农家小院错落有

致，花草树木赏心悦目……4月22日，记者

再访淅川县九重镇邹庄村，不禁感慨：村子

变化可真大！

2021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淅川库区移民安置工作时，动情地说：“要

继续做好移民安置后续帮扶工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种田务农、外出务工、发展新

业态一起抓，多措并举畅通增收渠道，确保

搬迁群众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精神，以产业发展红旗、文明宜居

红旗、社会治理红旗等‘三面红旗’争创活

动促进乡村振兴，统筹做好移民后续发展

稳定工作，确保移民工作高质量发展，让移

民群众在新家园安居乐业。”淅川县委书记

周大鹏说。

典型引路 邹庄树标杆

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附近的九

重镇邹庄移民新村，共有175户750人，

2011年6月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从

16公里外的油坊岗村搬迁到这里。

乡村振兴，产业为要。为了更好地支

持邹庄发展，淅川县提出建设“大邹庄”战

略，邹庄村与邻近的水闸、下孔、孔北4个

村成立联合党支部，汇聚更多的资源、力量

推进乡村振兴。同时引进龙头企业，发展

特色种植和智慧农业。

在绿油油的麦田旁，矗立着十几栋钢

构的温室大棚。“村里流转1000亩土地种

草莓、苕尖，小麦收获后全面开工，争取年

底见效益。”驻村第一书记崔丽萍说，“我们

还建设1000亩高标准农田，通过水肥药一

体化系统，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能实现智

能化种植。”

据悉，邹庄村还成立了掘井人农业专

业合作社，以党支部为核心统一管理，村民

入股参与分红，每股1000元，每股每年有

150元的保底收益；还建成扶贫车间、引进

藤编企业，让村中老人、妇女都有活儿干。

“土地流转一亩一年800元，务工有收

入，产业发展起来有分红。咱的日子越过

越有奔头。”村民张光先说。

“其实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崔丽萍介

绍，目前，邹庄村已成立了掘井人农业合作

社、大邹庄旅游有限公司、大邹庄劳务有限

公司等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挖掘村里的移

民文化、红色文化和田园生态文化，打造集

红色研学、农耕文化研学、农旅休闲等于一

体的观光带。“到那时候，会有更多群众享

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正如总书记嘱托的

那样，‘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兴旺，芝麻开

花节节高’。”

三面红旗 引领振兴路

大邹庄，是移民发展的示范村，也是乡

村振兴的样板村。为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淅

川县发出争创“产业发展红旗”“文明宜居红

旗”“社会治理红旗”等“三面红旗”动员令，

压实县乡村三级责任，上下联动、同频共振、

同向发力，吹响了乡村振兴的“集结号”。

(下转第二版)

2021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莅淅川视察，“要把水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作为重中之重，划出硬杠杠，坚定不移地做好各项工作，守好这一库碧水”的谆谆叮嘱言

犹在耳，“让移民群众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殷殷嘱托感人肺腑，“人民就是江山。共

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历史论断直抵初心，面对面的指导为新时代淅

川改革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党中央对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和渠首所在地——淅川

的殷切寄望，令全县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倍觉自豪、倍增信心。

真情似海，厚望如山。夏去冬至春复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成为一年来淅川改革

前行的最强音。“双九战略”开新局，“三面红旗”燃激情，全县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

关怀，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转化成为民谋幸福的真切行动，奋力开创淅川

发展新局面。

要继续做好移民安置后续帮扶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种田
务农、外出务工、发展新业态一起抓，多措并举畅通增收渠道，确保
搬迁群众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习近平

新村红旗飘

漯河 打响一场群防群控的全民战“疫”

一季度河南GDP同比增长4.7%

“科技壮苗”力促小麦苗情向好

济源市王屋镇庭房、清虚宫村邓国晖摄

打造“绿树村边合”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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