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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为基 夯实乡村振兴路

为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部署

要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张

庄办事处纪工委紧跟疫情防控形势，

及时调整监督检查方式和侧重点，紧

盯菜市、商超、药房、学校等重要点位

开展监督检查，确保疫情防控各方面

举措落实到位。

连日来，张庄办事处纪工委通过

查看各重要点位的体温测量、口罩佩

戴、健康码扫码及对中风险区前来人

员进行登记等情况，对履行疫情防控

责任、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等情况进行

监督。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和薄弱

环节，及时督促相关部门整改到位。

下一步，张庄办事处纪工委将进

一步强化监督，采取不定期抽查等方

式，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责任落实

不到位、防控不力、敷衍搪塞等问题

及时发现、督促、整改，为办事处全面

高质量发展提供纪律保障。（李会杰）

为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万人助万

企”活动，郑州市管城区航海东路街

道借助当下受众度较高的视频直播，

开展“明星企业展风采，畅通经济内

循环”企业云宣讲专题活动，用情用

心组织2家企业报名参加云直播。

目前，河南省特味村企业管理公

司宣讲了“关于传统餐饮企业如何实

现互联网数字化战略转型”，中原人

力资源服务公司讲解了“疫情常态化

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据悉，航

海东路街道将持续开展企业云宣讲

专题活动，帮助企业拓展市场，赋能

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赵琪）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邓志
伟 马德英）7月 5日，在渑池县天池镇

东杨村的一片农田里，黄灿灿的麦茬地

里长出一行行绿油油的玉米苗，一台无

人值守的全自动喷灌机正在将细密的

水雾均匀地喷洒到农田里。

“这一切多亏了高标准农田建设。

过去的地要‘看天吃饭’，现在变成了旱

能浇、涝能排的‘吨粮田’，种粮收入翻

了一番。”东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古保民说起高标准农田带来的好处，

感触颇深。

东杨村有耕地 7000余亩，经过几

年努力，现已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今

年尽管天旱，小麦仍然取得大丰收，平

均亩产400公斤左右，有的地块亩产有

600多公斤。麦收到手后，我们在腾出

来的地块播种高产玉米品种，这小麦和

玉米加在一起，每亩一年能赚 2000多

元。”古保民高兴地说。

近年来，渑池县以巩固提升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按照“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的要求，集中力量开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提高农田建设

质量和水平，为保障粮食生产、推进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

实基础。

如今，“田成片、路相通、旱涝保收”

的高标准农田在渑池县随处可见，极大

地改善了当地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

条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跨越式提

升。

据统计，近三年，渑池县新建高标

准农田 5.9 万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348 万公斤，年可节水 434万立方米，

直接受益农户1.13万户。

本报讯 （记者李燕 通讯员屈文
婷）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7月 8日，永城市委统战

部组织机关干部开展“文明交通·安

全出行”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以“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服务精神，顶着似

火的骄阳，身着红马甲、头戴小红帽、

手持文明旗，在接受交警的业务指导

后，志愿者们对过往电动自行车驾驶

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横穿马路、

乱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不文

明行为进行耐心提醒、劝阻、引导。

此次活动，志愿者们以实际行动

告诉广大市民，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个

人的责任，也拓展了广大市民的基本

交通常识，增强了文明交通安全出行

规则意识。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杨
健 张百瑞）“我们村建了 10多处小花

园、小游园，老百姓茶余饭后去花园

里散散步，去广场上健健身，觉得可

幸福啦。”7月 12日，汤阴县韩庄镇康

洼村村民张新爱高兴地说。

韩庄镇康洼村原来分布着七处

废旧坑塘和十多处残垣断壁，久而久

之这些地方便成了村里垃圾倾倒场，

一到夏天，蚊蝇乱飞、气味难闻，群众

怨声载道。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六乱”、开展

“六清”集中整治行动开展后，康洼村

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在村庄生

态宜居和村民文明幸福方面狠下功

夫，先后投资 50余万元，清除垃圾近

万立方米，将多处垃圾场和残垣断壁

逐一改造成了文化体育广场、党建文

化广场和街心小游园、小花园、小果

园、小菜园，分别种植了月季、蜡梅、

碧桃、核桃、苹果等 10余种观赏花木

和经济苗木，形成了“全年见绿、三季

有花、处处有景”的人居环境新格局。

康洼村驻村第一书记张赞说：“让

老百姓生活在‘诗与远方’，就是我们

党支部工作的方向。”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
艳红）“老板，我几个朋友点着名要吃

炒柴鸡，你给我定个大房间。”“不好

意思，房间没有了。”……

7 月 9 日（周六），禹州市方岗镇

西炉村经营土窑洞农家乐的崔飞又

迎来了最忙的日子，接待客人、安排

房间、下单催菜，他忙得像陀螺一样

团团转。

近年来，地处方岗镇最西部山区

的西炉村通过实施人才回归计划，推

动了产业振兴。农家乐、家具厂、乡

村游、蔬菜大棚等，一个个项目让曾

经的企业空白村红火起来。

这一切，要从退休老党员崔殿军

回乡开始说起。

2018年，在外工作的党员崔殿军

刚刚退休，就被党员群众推选为西炉村

的村干部，2020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振兴来支撑，

崔殿军便开始了他的人才回归计划。

村民王俊强16岁就去深圳打工，

学会了一手加工家具的好技术。崔殿

军多次主动联系，邀请他回乡创业，帮

助他盖厂房、开展厅，建起的豫桂轩沙

发厂年产各类家具1000多套，远销禹

州市区及襄城县、郏县、登封市等周边

县市，并安排本村村民优先就业。

村民崔飞原来从事货车运输，崔殿

军多次帮他理思路，鼓励他回乡创业，

修复土窑洞10余个，开辟蔬菜园，养殖

跑山鸡，让“山村人家”农家乐声名远

扬，吸引禹州市区及周边顾客慕名而

来，带动村里群众为农家乐加工手工烙

馍、送柴鸡蛋、采山野菜增加收入。

西炉村有大禹山拉王庙和东炉

水库，崔殿军又开始做起了文章。他

鼓励村民王帅兵、杨朝旭在水库边上

建起了山村蔬菜大棚，利用水库资源

种植生态反季节蔬菜，并与水库垂

钓、大禹山登山游等打包宣传，打造

了集垂钓、采摘、游玩于一体的乡村

游基地，吸引城里游客前来感受田园

风光。

如今的西炉村，外出的党员回来

了，在外的能人回来了，打工的村民

也回来了，人才回归让全村发展越来

越红火。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岳运有杨柳）“今天晚上非常晴朗，

我们在这里拍到的夜空星光闪烁，

可真漂亮，发出去肯定赞声一片。”7

月 10日晚，在鲁山县尧山镇天龙池

高山星空露营基地里，来自商丘的

资深摄影爱好者王玉德正和他的同

伴唠着嗑。

“这是我们一家四口第二次来

这里露营了。来到露营基地，通过

参与景区项目，放松了心情，感受了

大自然的美好，同时也增进了家庭

感情。”来自宝丰县城的刘蔓女士深

有感触地说。

露营基地负责人石信昌介绍，

基地以冬季的滑雪场场地为依托，

有 6000 平方米的草地，能够容纳

200 余顶帐篷。目前，为增强游客

体验度，露营基地还建成有玻璃天

桥、空中飞船、步步惊心、高山滑道、

云天漂霸，另建有天空之境、网红鸟

巢、透明摇椅、网红喊泉、鹿岛等，为

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体验。

“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前

提下，我们将围绕露营基地，以丰富

多彩的户外活动吸引游客，释放文

旅消费能力，增加居民的收入。”尧

山镇党委书记黑泽明说。

7月 7日下午，汝
阳县新华园幼儿园邀
请河南大学附属幼儿
园副园长闵益洁带来
专题讲座《玩扑克游
戏话幼小衔接》。来
自全县13个乡镇幼教
专干、幼儿园园长共
150余人参加培训。

康红军 摄

渑池县农田高标准丰收底气足

7月13日，宁陵县阳驿乡双喜鹊玩具厂员工干明芝在网上销售玩具。该玩
具厂是一家扶贫车间，吸纳周边群众50余人从事玩具生产，每人每月增收2000
余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王卫杰 摄

永城市委统战部

志愿服务 文明交通

汤阴县康洼村

全年见绿 处处有景

巡察组来了 危房拆除了

精准快速做好疫情防控监督检查

明星企业展风采 畅通经济内循环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赵洪宇王宁宁

7月 8日上午，郸城县东风乡龙王

庙村，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座横亘

在路边的危房应声倒下，远处围观的

群众一片喝彩叫好。“这下走路放心

了，以后再路过这里就不用担心安全

问题了。”

6月 16日，郸城县委第五巡察组

进驻东风乡，在龙王庙村走访时，有

群众向巡察组反映：“村室旁大路边

有座危房，希望能早日得到拆除。”

随着走访的深入，巡察组得知，

这座严重影响了周围群众生产生活

的危房，里面有三座泥塑神像。

了解情况后，巡察组组长李思当

即和县宗教局进行联系。县宗教局

经过调研发现，认为此处不是寺庙、

道观，没有历史痕迹。

经过多次协调沟通和反复研讨，巡

察组向东风乡党委下达《立行立改通知

书》，督促东风乡党委和龙王庙村党支

部上下联动，做好群众工作，消除顾虑，

适时拆除该危房，尽快消除隐患。

7月 8日，在群众的见证下，随着

一声“轰隆”巨响，这座废弃了多年的

危房得已拆除。

禹州市西炉村实施人才回归计划

能人回来了 产业兴旺了

鲁山县尧山镇

露营基地催生“美丽经济”

本报讯 7月 12日，在商城县双

椿铺镇种植大户张井国的桃园里，

枝繁叶茂的桃树下，一个个浑圆饱

满的大西瓜掩映在瓜藤间，多名工

人正在忙着采摘、搬运、装车，现场

一片忙碌。

“这片桃园是去年建成的，桃树

的成长周期需要3~4年，在这期间，

利用套种的形式种植西瓜，能够实

现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张井国指

着桃园介绍道。

经过精心管理和使用地膜覆

盖、增施有机肥等技术，张井国的果

园不但果树长势良好，西瓜也获得

了大丰收。特别是这里的气候土壤

条件适宜，无环境污染，西瓜含糖量

高、口感好。

近年来，双椿铺镇坚持“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思路，因地制宜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着力打造生态特

色种植产业，规划发展了万亩林果基

地、万亩油茶基地、万亩优质稻米基

地，通过“西瓜+桃树”“中药材+油

茶”等套种模式，有力地助推了农业

生产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

增值。 （李振阳纪道成吴文狄）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焦
萌焦涵）7月 13日上午，走进叶县叶

邑镇南大王庄村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30余座大棚整齐排列。大棚外，村民

正将一筐筐新鲜的豆角、西红柿分

拣、装箱，准备运往批发市场。大棚

内，刚刚种上的西芹、豆角长出了嫩

芽，放眼望去，一片生机。

“第一茬已经罢园了，毛利润达20

多万元，现在棚里种的是今年的第二茬

蔬菜，我们种了西芹、豆角、茄子等。”南

大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国宝说。

谈起发展大棚蔬菜种植的初衷，

王国宝回忆道：“俺村在叶邑镇东南8

公里处，位置相对比较偏僻，也没有

拿得出手的资源。要想把村集体经

济发展好，不仅得从土地上做文章，

还得让村民参与进来。”

去年，该村在坚持“群众参与、集

体增收”的原则上，采取“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引导群众入股参

与，建成 30 座大棚，发展蔬菜产业。

去年年底，大棚正式建成，一年可种2

到 3茬蔬菜。与此同时，村民既有土

地流转的租金，还可以在大棚干活领

到工资。

“俺家十几亩地都流转给了村

里，在这干活我一天又能挣 60块钱，

能赚两份钱，一年下来也有不少收

入！”村民王振保脸上满是笑容。

商城县双椿铺镇

桃园种西瓜一地双丰收

7月8日，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韩洼村国家级红提葡萄专业合作社2000余亩葡
萄进入了采摘期，丰收的喜悦让社员们喜笑颜开。王恪峰郭旗胜 摄

叶县南大王庄村

大棚蔬菜争相上市

本报讯 （记者李燕 通讯员甄林）

一幢幢居民楼鳞次栉比，一条条街道花草

掩映。睢县城郊乡锦绣社区，原本是一个

占地1300余亩，有 327户 1064人的村

庄，经过6年的探索和变革，实现了由市

区边缘村向城中村再到社区的美丽蝶变。

针对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以农业

为主的农民，如何突破思想观念开启新

生活？

“党建+服务是我村变革的制胜法

宝。”7月8日，原郭庄村、现锦绣社区党

支部书记汤本安说。

2016 年，按照睢县城市建设整体

规划，郭庄村需要整体拆迁，住、行、就

业等问题成为村民的焦点。

“一想到住了一辈子的家没了，土

地没了，我们住啥、吃啥？当时说啥也

不想拆迁。”该社区86岁的居民赵秀芝

说，“经过各级干部多次的讲解和承诺，

大家才消除了后顾之忧，没想到现在是

天上掉馅饼，幸福得很呢。”

为确保群众日常生活，拆迁之前，该

村首先建起近350套安置房，统一安装

水、电、气等基础设施；社区建成后，又对

道路进行了硬化、美化、绿化，路灯、监控

安装全覆盖，建成文化广场2个。对户、

楼栋实行网格化服务和管理，让群众生

活有依靠，设施安全有保障。

为让群众有充足的就业渠道，该社

区还依托睢县远程教育等平台，开展家

政、保洁、电焊等就业培训，打造“人人

持证、技能郭庄”。如今，该社区已开展

各类培训 12 期，拥有技工证书人员

100 余人，在开发区就业人员 300 余

人，经商 100余人，医疗、家政、小吃等

从业人员 400 余人，已实现人人有活

干、家家有收入的局面。

如今，社区里处处是花园，群众上

班就在家门口，老年生活夕阳红在该社

区成为现实。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武
庆华 张桢睿）“原来我们村的老房子

年久失修，看着既荒凉也不美观。通

过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这些残

垣断壁变成了小公园、小花园、小果

园、小菜园，村庄比原来整洁多了。”7

月 11日，安阳县辛村镇东伏恩村村民

贺鑫说道。

在东伏恩村，该村按照见缝插

绿、见空补景的原则，把空闲地、废弃

院、“边角料”充分利用起来，打造成

群众休闲的新天地，既增添了景观，

又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指数。

在永和镇郭奇村，国网安阳县供电

公司驻村第一书记李玉兵把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作为提升农村

形象的有力抓手，对村内道路两侧杂

草、废旧杂物等进行集中清理，安排公

益性岗位人员每天进行打扫，确保环境

整治常态化开展。

韩陵镇前马村在安阳市委组织

部的指导下完成了路肩平整硬化

1677平方米、更换路沿石2200米，铺

设透水砖 3515平方米，墙体美化 1.5

万平方米。崔家桥镇施庄村在安阳

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指导下完成5条主

干道柏油路铺设3600米、主干道建设

沉淀池115个、树木绿化400棵、弱电

改造2000米。

截至 2022年 6月，安阳县 305个

行政村已完成清理垃圾堆 1.7 万余

处，清理坑塘 920 个，整治乱搭乱建

630余处、空心宅院 653个、规范集镇

市场 20个、广告牌（栏）4900个。全

县已有 186 个村开展背街小巷硬化

1580条，累计完成旧宅拆除和残垣断

壁清理3416处，建设游园、花园、菜园

等653处，完成户厕改造2496户。

安阳县

人居环境“变脸”乡村焕发新颜

睢县锦绣社区“搬”出来的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