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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坑塘荡清波，文化广场起

歌舞；鱼米之乡风景绣，墙体彩绘留

乡愁……”3月 13日，汝南县常兴镇

柏丈屯村老校长周小伍的一句打油

诗，道出了该镇党建引领助力乡村人

居环境换新颜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常兴镇把人居环境整治

作为“五星”支部创建的重要抓手，不

断创新工作机制和模式，推动全镇环

境不断增“颜值”、提“气质”、升“品

质”。

全域打扮增“颜值”。该镇以开

展“六清”、治理“六乱”为突破口，建

立目标到村、整治到户、任务到人的

工作机制，以村委所在自然村为试

点，党员干部带头，社会广泛参与，开

展全域整治。

文明创建提“气质”。该镇坚持

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制定

文明村镇创建“作战图”，将全镇1000

多名党员纳入222个网格，以自然村

为单位，利用每周双休日、每月25日

主题党日开展义务劳动、“文明劝导”

等活动。各村建立户日评、组周评、

村月评的人居环境评价制度，户容户

貌实行家庭“门前包干”，形成了党建

引领、全民参与、闭环管理、全域推

进，为文明创建“刷”上最温暖的文明

底色。

匠心雕琢升“品质”。该镇各村

党支部充分发挥能工巧匠作用，按照

“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的

原则，对村居人居环境进行科学规

划，匠心雕琢美丽乡村，促使全镇环

境净起来、绿起来、美起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项惠民工

程，需要持续用力、常抓不懈，共同努

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该镇党

委书记李浩说。（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

员 杨明华）

3月 21日，记者走进正阳县袁

寨乡一个个排列整齐的红砖绿瓦

搭建的特色农家院看到，道路两旁

红花绿树交相呼应、条条水泥路串

联延伸，一幅美丽的新时代乡村风

景画映入眼帘。

“真没想到我会被评为‘五美

庭院’示范户，家是自己的，收拾干

净了自己住着也舒心，以后啊，我

更得加把劲，可不能叫人比下去

了。”陈庄社区陈淑芳开心地说

道，“我们村每年都举行‘星级文明

户’‘五美庭院’‘最美家庭’‘好婆

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用评比

表彰树立榜样，引导群众向善向

美，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推动群

众文明素质不断提升，使和谐和善

和美氛围日益浓厚，家庭幸福感指

数持续增强。”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正阳县加强对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等资

源的综合利用，大力宣传优秀传统

文化、家规家训、身边好人等，定期

对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组织开展帮

扶活动，及时解难救贫，不断提升

群众满意度；将建设美丽乡村、勤

劳致富、爱护环境、遵纪守法、邻里

和睦、孝老敬亲、婚丧嫁娶等内容

纳入村规民约中，为村民日常行为

“定准则”，让村规民约真正“接地

气”；进行“好媳妇”“好公婆”“好乡

贤”“文明家庭”“乡村光荣榜”评选

活动，表彰先进典型，引领民风向

上向善；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为载体，组建志愿服务队，反诈

骗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

调解等志愿活动，让村民在潜移默

化中转观念、破旧俗、树新风。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王雪）

西冢上村地处偏僻，是个只有88

户村民的小村子。由于村民经济收

入单一、党群服务设施不完善等原

因，曾被列入“软弱涣散”党组织。

3月 17日，汤阴县韩庄镇西冢上

村第一书记徐东波在村里忙活，在他

眼里：“只要是村民咧嘴笑的事，我们

就努力干。”

徐东波是汤阴县审计局的干部，

去年 7月 1日，他被派驻到西冢上村

任第一书记。徐东波说：“抓好党员，

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当天，徐东波抓住建党101周年

这个特殊的日子，邀请有52年党龄的

老党员李运只，给全体党员上了一堂

生动的党课。

去年12月，该村党组织经县市组

织部门评估验收，一举摘掉“软弱涣

散”党组织的帽子。

“干工作就要脚踏实地，一步一

个脚印，不能摊大饼。”今年年初，徐

东波定下争创“三星”党支部目标，即

“生态宜居星”“平安法治星”“文明幸

福星”。

村里提供 2个公益性岗位，由 2

名村民负责打扫大街小巷卫生；每周

五，全体党员、村干部带头，开展清洁

家园行动。同时，村里投资 3000多

元，安装太阳能路灯20盏，做到背街

小巷照明无死角；为保障村民安全，

村里安排专人巡夜巡河；今年春节前

夕，村里开展道德模范评选，共有10

名（户）村民荣获“好婆媳”“好邻居”

等道德模范称号，并给予精神和物质

奖励，弘扬文明正能量。

徐东波信心满满地说：“我们正在

为明年创建‘五星’党支部做准备。”

据介绍，西冢上村正在引进实施

一个旅游项目，投资 450万元，占地

53 亩。可安置本村 15 名富余劳动

力，村集体年增收10万多元。

徐东波说：“明年，我们有信心摘

取‘产业兴旺星’和‘支部过硬星’，

‘五星’支部一定能创建成功。”（本报

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原金贵 张百瑞）

“我们致力于在产业兴旺创建

上动真劲，围绕红薯一体化产业生

产，去年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红

薯，今年计划再流转 500亩土地，

扩大种植规模，不断壮大集体经

济。”3月12日，淇县卫都街道黑龙

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关保说。

卫都街道黑龙庄村依托农村

综合改革试点试验项目，致力于打

造集育苗、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红薯产业园，建立“合作社+

村集体+农户”的模式，采取“三三

四”分配方式，达到村集体和村民共

同富裕，目前，首茬红薯苗已全部销

完，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8万元。

近年来，淇县把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牛鼻子”工程来抓，坚持从抓好

头雁、明晰思路、筹集资源等方面

持续发力，助推乡村振兴提档加

速、赋能增势。

注重起势，发展关键在人为。

淇县坚持把选优配强村级组织带

头人作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的关键举措，以头雁拓思路，创新

实施“头雁领航”工程，陆续回引

78位“头雁”回村任职，提供最优

资源、最好的思路，激发村集体经

济发展活力。抓培训促提升，实施

“头雁”素质提升工程，放眼全国挑

选培训基地，举办村集体经济专题

精品培训班 16期，组织基层干部

队伍到全国先进地区学习经验，提

升“头雁”发展经济能力。定制度

明奖励，将村集体经济收入净增长

10万元以上或增速达80%以上纳

入“明星党组织书记”评选的重要

考核指标，对评上“明星党组织书

记”的，其工作报酬分别参照县长、

副县长、乡镇长实发工资发放，充

分激发党组织书记发展村集体经

济的干事热情。

主动聚势，产业重点在思路。

梳理总结出土地入股型、村企合作

型、乡村旅游型等发展农村集体经

济的七种模式，下发至村一级，指

导全县基层开阔思路，挖掘优势，

形成一批发展模式新、经济效益

好、示范效应强的先进典型。

善于借势，发展保障在资源。

借助于“不失时机”的上级政策，主

动借势，充分用好全省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试点县资金，撬动社会资源

参与，26个已建成试点项目年增

收 289.7万元；致力于“闲置资源”

的充分发掘，充分整合利用农村既

有资源、资产，盘活老学校、旧村委

会等闲置资源216处，实现资源变

资金、资产变收益。（本报记者 李
萌萌 通讯员 田晨民）

3月 13日，在叶县凯顺服饰有限公

司，工人们正在机械设备前忙碌，一件件

“新鲜出炉”的服装正在打包装箱发往目

的地。“我们公司能够迅速落地生根、成

势见效，离不开党组织的加油赋能。”凯

顺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凯顺服饰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童装、

针织品等，客户遍及欧美、日韩等地，去

年签约后即入驻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的标准化厂房，能为叶县提供数百个就

业岗位。

2022年，平顶山市“三领三助”党建

引领项目攻坚活动开展后，叶县牢固抓

住“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将党建工

作与项目建设紧密结合，围绕项目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服务，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叶县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动态

设置临时党支部，把基层党组织的优势

转化为推进项目建设的强大动能，推动

党员干部在项目建设中主动作为，积极

为项目排忧解难，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

质增效。

同时，该县还将“党建+招商”融入企

业高质量发展全链条，在招商引资过程

中，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招商，通过政企

党组织协同联动，推动项目签约落地。

依托各企业党组织，聚焦企业“要什么”

“缺什么”的问题，按照招商图谱，选定目

标企业，接洽项目先从党组织对接入手，

主动“走出去”，热情“请进来”，对接洽谈

PC及尼龙下游产业等主导产业项目35

个，成功签约安徽亨润六氟磷酸锂、江苏

康贝瑞芯 PC改性等项目 20个，总投资

115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1个，实现

了招大引强新突破。

今年以来，叶县累计开展招商活动

161批次，考察拜访洽谈企业289家，招商

项目在谈共有97个，其中具备签约条件

的项目47个，洽谈成熟已签约招商项目

36个，充分营造了全域招商的浓厚氛围，

推动一个个招商项目在叶县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俊鹏马蕾）

“你们村作为乡镇政府驻地在全

县是唯一一个创‘三星’的村，你们准

备怎么办？”“‘五星’都创哪几星？”3

月17日，在临颍县举办的村级党组织

书记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发展集体

经济助推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上，临

颍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谌彦朋与支书

学员互动交流。

据悉，临颍县此次培训班分两

期，分别于 3 月 10 日、3 月 17 日开

班，全县 367 名村级党组织书记参

加了全员培训。为办好此次培训

班，县委组织部对每期的课程安排

和现场教学点提出明确要求，让书

记为书记支真招，邀请优秀企业家

现身说法，到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

现场观摩，由组织部门领导和科室

负责人讲授指导，组织研讨交流、知

识测试，通过多方面多层面的教育

培训，教方法指路子，使全县村级党

组织书记开春开训充满电、开局开

跑往前冲。

乡村振兴我们怎么办？乡镇党委

书记眼中的优秀支部书记如何当？支

书如何支好乡村振兴招？如何创新

“双绑”机制种植5G辣椒助推集体经

济发展？培训过程中，部分乡镇党委

书记、农业农村局局长、优秀村级党组

织书记、优秀企业家、党建业务骨干纷

纷走上讲台，为支书学员传经送宝，得

到了支书学员的点赞欢迎。

“就是要采取集中授课、现场观

摩、研讨交流、知识测试等多种有效

培训方式，让我们的村级党组织书记

提升政治站位，增强担当精神，明确

工作方向，抓牢重点关键，学以致用

抓发展，一心一意谋振兴，带头贯彻

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当好党在基

层的‘代言人’。”临颍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刘军超说。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李才
石涛）

临颍县

村级党组织书记开春充电忙

3月18日，在尉氏县十八里镇江刘村绿化点，党员、青年志愿者利用周末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近期，尉氏县抓住春季植树造林的大好时机，开展“植树造林添新绿美化环
境靓家园”义务植树活动，数百名党员、村民、学生齐上阵，参加村口、路边、荒坡地义务
植树劳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建绿色家园。 李新义 摄

创建“五星”支部 引领基层治理

正阳县

“五美庭院”为群众缔造美好生活
汝南县常兴镇

人居环境整治为美丽乡村添彩

驻村第一书记

徐东波“村民咧嘴笑的事，我们就努力干”

围绕项目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

党建赋能
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集体经济提档加速
产业振兴蓄势聚能

叶县

淇县

3月 16日，洛阳市偃师区委组织部

举办党费、工资业务专题培训班，对来

自全区行政事业单位近100名业务骨干

进行了培训。本次培训结合前期调研

结果，坚持以各单位实际需求为导向，

精心筹备，顺利实施。

此次培训采取专人授课、案例分

析、双向互动等方式，分两大板块进

行。一是围绕交党费的意义、党费的收

缴、党费使用、党费管理等内容进行了

系统性解读，同时，针对基层单位在党

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二是对

机关事业单位历年来工资待遇演变、背

景及现行工资执行标准、职务与职级并

行有关规定、党费等业务知识，结合实

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学员们普遍反映，这次培训时间虽

短，但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既有政策层

面的讲授，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为今后

工作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王艳艳）

3月19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邢铺村菜农赵公和在温室大棚里采摘番茄。近年来，邢铺村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二
伟的带领下，依托近郊优势，大力发展绿色无公害果蔬产业。为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该村通过党建引领开展信用村创建，
实现了整村授信，为农民创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如今，果蔬产业已成为该村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王毛生 摄

洛阳市偃师区委组织部

重视党费业务培训
提升党费制度效能

近年来，西峡县积极探索实践跨

域联建模式，通过组织联建、资源联

通、区域联动，持续加强资源整合，推

动区域间协同发展、共同富裕。

组织联建，构建跨域合作新机

制。针对毗邻村镇间由于行政体制

约束、系统谋划不充分、资源互补不

明显等问题，西峡县坚持党建先行，

在县、镇、村三级和“两新”组织中建

立联合党组织，把支部建在产业链

上，不断织密多层级、多主体、多形式

的区域联动组织网，为区域融合发

展、协同共治搭建桥梁。目前，结合

县乡工作实际，在毗邻村镇间成立产

业发展类联合党组织61个、工作攻坚

类 23 个、专项服务类 8个，党建“引

擎”全面嵌入乡村振兴各项事业发

展。

资源联通，共绘协同发展新范

例。统筹县乡优势资源，推进毗邻村

镇间全要素接轨，实现区域资源互补

共享。按照“分工明确、布局合理”的

原则，整合关联度高、发展相似产业，

建立上下游生产、加工、销售、服务、

流通链条闭环，打造西峡县“菌果药

旅”四个百公里产业长廊。目前，该

县依托“菌果药旅”四大特色产业已

实施共建项目 710 个，覆盖 16 个乡

镇，综合效益突破 300亿元，带动 20

余万名群众增收致富。

区域联动，打造跨域治理新模

式。探索“全域党建+社会治理”模

式，以全科网格化建设为牵引，推进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形成了网格党

建“一体化”、资源整合“一张网”、矛

盾化解“一条龙”、指挥处置“一中心”

的“四个一”基层治理模式，有效应对

毗邻村镇间因地理环境、区域规划、

人口结构等因素导致的复杂社会治

理难题。去年以来，全县共领办道路

照明、旧房改造、城市更新等民生实

事2016个。 （吴英凯 庞震 王靖）

西峡县

“三联共建”蹚出区域协同共富新路子

3月20日，扶沟县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在帮助扶沟县蔬菜研究院规整种苗。近期，扶沟县组织22个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
深入蔬菜基地，指导和帮助菜农进行育苗和移栽，解决当前蔬菜基地用工荒。 谷志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