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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五星”并进 星光灿烂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 振兴有力量振兴有力量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史丽娜 郭明波

王屋山下，愚公故里。

济源示范区 549个村（社区）党组

织围绕“五星”支部创建的目标任务，创

“星”、争“星”、追“星”，一年来，济源全

域“五星”并进，星光灿烂。

至今年2月底，济源共涌现7个“五

星”支部、54个“四星”支部、160个“三

星”支部、279个“二星”支部、44个“一

星”支部。

科学谋“星”、合力创“星”、竞相争

“星”，济源“五星”支部创建高位推进、

逐村谋划、以城带乡、以赛促干，进一步

完善、提升了基层治理体系，“星火”点

亮了乡村振兴路。

锻造支部过硬“主引擎”
济源承留镇有个花石村。

一听说谁是花石人，不少人都羡

慕：咦！你是花石村的啊！

村里人都清楚，花石村能成为济源

名片，是因为“火车头动力足”。

花石村党支部立足实际，对党员量

化考核、底线管理、奖优罚劣，结果每个

党员都成了旗帜。

支部硬、产业行。

如今的花石村有千亩梅园、水上乐

园、音乐漂流、滑雪场、田园采摘、民居

一条街、手工食品等多项产业。

花石村党支部书记周全喜说：有了

产业，群众分红利，党员有自尊，集体增

底气。

济源创新推行城乡党建共同体建

设，90家机关（企业）398个党支部与

403个农村党组织结对共建。

济源把“党群连心工程”作为“五

星”支部创建的重要载体，充分发挥第

一书记、法律顾问、片警、人民调解员等

作用，党员联户、干部包片、支部会商，

村报告、镇处理、区办结，及时化解矛盾

纠纷，有效处置基层难题；把“清廉村

（居）”创建作为“五星”支部创建的政治

生态保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

转变干部工作作风为抓手，全面推进

“清廉村（居）”建设，让党员更有先进

性，让支部更有战斗力。

对于一些软弱涣散村，济源建立了

派驻机制，针对35类软弱涣散表现，全

域常态化排查党组织活动，对问题不回

避、不遮掩，对症下药，分类解决。

随着机制的落地落实，一个个基层

党组织为民服务奋勇争先，解决群众反

映问题23191个，群众满意率95.17%。

奏响产业发展“兴旺曲”
村集团公司年利润实现 7500 万

元；投资 1500万元建成了济源市月子

会所；投资 3000余万元建起了柿槟村

物流园，购进了国内最先进的智能化自

动分拣设备，整合了中通、圆通、丰网、

极兔四家快递公司等，克井镇柿槟村的

发展如日中天。

“产业兴旺是我们村致富的法宝。”

柿槟村党支部书记李水泉说。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

前提。不仅是柿槟村，济源各个基层党

组织都争着当起了“追星族”，将“产业

兴旺星”创建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提升

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载体，奏响产业发

展“兴旺曲”。

为做足做活“土特产”文章，济源大

力发展专业合作社，推动农户“绑定”合

作社、合作社“绑定”企业，这种“双绑”

机制，让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小农户建

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拓宽了群众

致富渠道，加快了群众增收步伐。

围绕特色，济源持续推动蔬菜种

业、冬凌草种植、“两牛”产业、阳光兔

业、乡村旅游产业提档升级，成功获批

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市。2022

年 ，济 源 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24948.1元、居全省第二，村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5万元以上村增至446个、占

比达85%。

打造宜居宜业“新样板”
崭新的党群服务中心、全新硬化的

道路、氛围浓郁的墙绘、随处可见的绿

植，这就是王屋镇太洼村。

眼前美景的背后，是太洼村人实干

的双手。

为了摘下“生态宜居星”，太洼村专

门成立了环境卫生整治领导小组，调

研、规划，整治垃圾、改建厕所，有标准、

有台账、有验收、有奖惩，党员干部带

头，自己的家园自己建、自己的事情自

己办，并且要建好、办好。

如今，太洼村净起来了、绿起来了、

亮起来了、美起来了，生态宜居带来的

是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生态宜居链接的是乡村建设。

济源在全域开展“生态宜居星”创

建，全域治理“六乱”、全面开展“六清”，

稳步推进“一宅变四园”，持续开展无害

化卫生厕所改造，通过“厕所革命”、下

水管道铺设、植树造林、“美丽庭院”评

比等一系列活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

质增效，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如今，济源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97%，被评为省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

治行动先进市。村净、景美、业兴、人

和，和美乡村、宜居宜业，相得益彰、美

美与共。

织密平安法治“共治网”
平安是社会的根基。

围绕“平安法治星”创建工作重点

任务，济源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三

零”平安创建为导向，各基层党支部积

极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

骗等专项活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有效

处置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基层安全稳定

防线。

沁园街道沁园社区打破传统议事

模式，通过“小板凳议事会”收集汇总问

题，将协商议事会开到群众家门口，让

群众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同时，号召居

民群众成立特色雷锋团，百事帮帮团，

五老文明劝导、红色文艺、治安巡逻等

志愿服务队，为辖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

务，共建共享，点亮了沁园“平安法治

星”。

天坛街道宋庄居委会针对流动人

员创新推广门牌号二维码，所有人员入

住必须登记门牌二维码，后台连接公安

部门管理，使流动有秩序，群众得安全。

“道德积分”“老班长调解室”“小板

凳议事会”……济源坚持以党建引领乡

村治理，不断涌现的乡村治理创新举

措，扩面、提速、集成，形成了全民参与、

共建共享的治理局面。

培育文明和谐“新家园”
“这周党群服务中心和文化活动广

场应该安排什么活动？”“这月的党课主

题定什么？”“今天得安排几个人清理垃

圾、清除小广告。”……

每天清晨，济水街道南街居委会党

支部书记薛嘉瑜都会习惯性地打开争

创“五星”支部的工作台账，对照内容，

梳理近期的工作重点。“创有标准、建有

方向，每件事儿应该咋办，上面写得很

清楚，对照着一项一项干！”

完善村规民约、弘扬家风家训、关

爱“一老一小”、评选“最美家庭”……南

街居委会的文化活动层出不穷，向善向

好的氛围也愈加浓郁。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是“面子”

和“里子”，“里子”就是要着力塑造人心

和善、和睦安宁的乡村精神风貌。

聚焦“文明幸福星”创建，济源统筹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公共资

源，打造布局规范、功能齐全的党群服

务中心，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度

融合，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价彩

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移风易俗成

效显著，不断形成了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

济源“面子”名副其实，“里子”实实

在在。目前，济源 11个乡镇中有 4个

全国文明镇、3个省级文明镇和4个市

级文明镇。

下一步怎么走？

济源的做法是：“五星”定标准、“四

星”强核心、“三星”勇争先、“二星”抓跃

升、“一星”重补短，确保实现“三星”支

部全覆盖、“四星”支部连成片、“五星”

支部不断涌现。2023 年拟创建城乡

“五星”支部41个，“四星”支部152个，

“三星”支部238个，“三星”及以上支部

共占比78.5%。

时下的济源，春光正好，满眼生

机。党的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的宏伟

蓝图，鼓舞人心，催人奋进。伴随“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济源

必将星火燎原，繁星满天。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杨丽丽

“现在村里已流转土地1200多亩，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近 10万元，加上村

内冷库项目带来的创收，村集体经济年

度收入突破 50万元。”4月 26日，谈到

村里的集体经济收入，姬石村党支部书

记姬四安兴奋不已，首先提及土地流

转。

姬石村位于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姬石镇东侧，辖 6个村民小组，常

住人口2160人。该村土地原来以农户

分散经营为主，存在土地利用率不高、

闲置的现象。面对此现象，示范区主动

深入调研指导，积极探索盘活土地资源

的新方式——土地流转，规模化集约化

经营，实现农业增效、粮食增产、农民增

收。

“俗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

村里有钱了，可以办好多乡村振兴的实

事。”姬四安说，目前，村集体经济收入

的50%用于美丽乡村建设，改善村容村

貌，剩余部分继续投资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党建+”模式
引领做好土地流转大文章

为进一步破解土地闲置、分散经营

和碎片化难题，姬石村专门成立了由村

“两委”班子+党员组成的土地流转服

务队，采取下发宣传单、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悬挂宣传条幅、下村入户等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土地流转的意义以及增

收的实际效果，打消群众顾虑，增强土

地流转积极性。

目前，该村 1455 亩土地已流转

1250亩，土地流转率 86%。在土地流

转过程中，村党支部充分发挥监督服务

作用，指导双方合理确定流转价格、流

转期限、流转程序，规范签订流转合同，

有力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土地流转
壮大村集体经济鼓起村民腰包

在土地规模化流转的同时，村里利

用原信用社废弃的院子，多方动员，通

过村集体和部分村民参股的方式，投资

530万元，建立了村集体冷库项目，可

同时储存肉品 2000吨，年加工肉制品

2万吨。

与此同时，村里与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双汇集团建

立合作关系，实现年吞吐量 10.4 万

吨，经营收入 850余万元，为村集体经

济创收 40 万元，还带动 30 名富余劳

动力就业。

（下转第二版）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五一劳动节放假安排的通知，本报5月1日至5月3日停报，5月4日恢复正常

出版。祝广大读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本报编辑部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4 月 27

日，2023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助力

乡村振兴活动（河南）在浚县古城正

式启动。本次活动以“畅通循环、合

作共赢、促进消费”为主题，旨在为

农产品市场需求主体与企业之间搭

建起便捷、畅通、高效、稳定的产销

流通渠道，实现农民收入和农村消

费双提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

乡村振兴。

据悉，此次河南专场活动，是

2023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助力乡村

振兴活动的全国首场活动，由商务部

流通业发展司指导，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乡村振兴局、鹤壁市人民政府

主办，主要宣传推介河南省各地市土

特产品，吸引了来自省内的163家参

展商前来参展，来自全国各地的174

家采购商前来商谈合作，参会人员达

1160余人。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村

盘活土地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举行

敬告
读者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薛建
祥）4月 27日，“设计河南·美丽乡村”

创意设计大赛（第三届印迹乡村创意

设计大赛河南赛）启动仪式在信阳市

平桥区郝堂村举行。

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作为中国

农民丰收节的重要内容，旨在引导广

大设计人员，深入挖掘农业多种功能，

提升乡村多元价值，赋能乡村未来发

展，促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

主任王忠海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一

直以来高度重视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

赛，精心组织省级赛事，积极推荐优秀

作品参加全国大赛，取得了优异成绩，

获奖作品的数量居各省前列。从全国

来看，河南省第一个把乡村设计提升

到省级战略规划层面，举办印迹乡村

创意设计大赛与落实河南省的战略规

划高度契合。”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厅长孙巍峰在致辞中说，设计

是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源头，河南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鲜明提出要打造“设

计河南”，出台了中长期规划，把设计

乡村作为四大板块之一重点推进。

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是在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的重要活

动，是当前国内乡村领域最高端、最前

沿的设计盛会。河南坚持把全国印迹

乡村创意设计大赛与“设计河南”工作

紧密联系起来，瞄准农业农村多种功

能的挖掘，提升乡村多元价值，赋能乡

村产业发展。

在启动仪式上，举办了“设计河

南·美丽乡村”创意设计论坛。中国产

业集聚研究专家、三农学者杨建国，中

国乡建院发起人、农道联众院院长孙

君等行业大咖齐聚，共同为农业农村

领域设计和发展建言献策。

活动现场还举行第二届印迹乡村

设计大赛河南赛颁奖仪式。王忠海、

孙巍峰和信阳市委书记蔡松涛共同为

第二届印迹乡村大赛河南赛一、二、三

等奖和优秀组织奖获得者颁奖，新文

创助力乡村振兴暨郝堂 IP“Hao云朵

朵”也在此次大赛启动仪式上发布。

据了解，作为推动“设计河南”在

农业农村领域落地的重要举措，印迹

乡村设计大赛河南赛已成功举办2届，

共收到全省各地参赛作品 311件，涵

盖村庄规划、乡村景观、乡村公共设

施、数字乡村、食品与包装、区域品牌、

非遗赋新、乡村民俗等主题。其中，24

个作品在首届印迹乡村设计大赛全国

赛获奖。第二届印迹乡村设计大赛全

国赛结果将于今年下半年揭晓。

“设计河南·美丽乡村”创意设计大赛启动

□本报记者 杨青 文/图

妙手生花，匠心筑梦。4 月 27

日，在濮阳举办的河南省第二届职

业技能大赛比赛现场，来自全省 19

个代表团的 2221 名能工巧匠比技

艺、亮绝活，展示个人技能与风采。

比拼的是技能更是匠心

本次大赛共设有电气装置、瓷

砖贴面、网络系统管理、网站设计与

开发、平面设计技术等 70个比赛项

目，还有中药炮制工、陶瓷产品设计

师、评茶员、手工木工、无人机驾驶

等表演赛项目，精彩纷呈。比赛现

场，排砖、砌筑、抹灰时，他们神情专

注；安装、打孔，手拿工具时，他们动

作娴熟；搀扶、照护、整理收纳时，他

们眼中有爱……同台竞技，比拼的

是技能，更是匠心。

“来比赛的有很多学校和各地

的佼佼者，跟他们一起交流竞技，收

获很多。”来自河南职业技术学校的

李路，是数控技术项目的参赛选手，

在她看来，这不止是一次竞技，更多

的是切磋学习精益求精、追求极致

的工匠精神。

在装配钳工比赛现场，选手敲敲

打打、锉削、锯削忙个不停，裁判长刘

铭直言：“如果误差超过一根头发丝

的直径，便会前功尽弃。正所谓，失

之毫厘，差之千里啊，这个是真正的

技术活儿。”

绝活背后都是勤学苦练

比赛现场，不仅可以观摩选手们

的精湛技艺、绝技绝活，还可以领略选

手们比速度、比技艺、比意志的工匠风

采。而选手们炫技亮绝活的背后，是

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

在展演台前，用南瓜、红薯和西

瓜雕刻成的神态各异的动物、鸟类

和古装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

生。“我从小就痴迷厨艺，更喜欢雕

刻，为把雕刻技艺和食材两者完美

结合在一起，我潜心练习钻研多年，

才能雕刻成这鸟兽虫鱼。”来自商丘

餐饮协会的武君感慨道，即便再难

再苦，也要把这门技艺创新性传承

下去，教给喜欢的年轻人。

“选手们的表现非常震撼，展演

区的很多项目也让人惊叹，坐不得

冷板凳、守不住初心，很难有这么高

超的技艺。”茶艺和餐厅服务两个比

赛项目的裁判长对选手们的表现给

予极大认可。

看技能人才亮绝活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师
婧菲 梁静云）4月26日，巩义市举行

第三届全民技能大赛墙体砌筑大赛

开幕式，来自该市建筑行业的 27组

选手参加此次大赛。

选手们带着劳保用品、砌筑工

具、测量器具、安全防护设备等比赛

用品陆续入场。1号选手李艳广

说：“之前的预赛让我意识到自

己的不足，也学到了很多建筑

方面的技能。我希望这次

比赛我能拿到名次，为我们建筑公

司争光。”

巩义市城市更新中心工作人员

牛二强说：“举办本次大赛，将有利

于推进全市建筑业职工素质的提

高，在建设行业中营造大力弘扬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技术、尊重师

傅、尊重工匠的社会氛围，激发广大

建设职工钻研技术的热情，增强职

工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竞争

能力和创业能力。”

巩义市举办墙体砌筑技能大赛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郭
冬青）4月 27日，2023年中国百泉

药交会新闻发布会在辉县市召开。

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药交会

将于5月7日至14日在新乡市和辉

县市举办。

本届药交会邀请到 10位国医

大师和知名专家学者就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中药材产业化种植等展开

研讨交流。药交会期间，新乡将举

办中国百泉中医药材博览会。同

时，在保留中医药相关论坛、百泉药

交会投资贸易洽谈会等传统活动的

基础上，新增设南太行文化旅游体

育嘉年华活动，打造“体育+中医+

旅游”盛会。

来百泉话“药事”吧
百泉药交会5月7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范
燕彬）“五一”前夕，修武县推出“我

在云台山等你”系列宣传推介活动，

向全国游客发出“五一畅游修武”的

盛情邀约。

为让各方游客畅游无忧，修武

县绘制了《修武县全域旅游全景

图》，发布“五一”相约云台山最全门

票“攻略”和交通“攻略”。成立高规

格的假日旅游工作领导小组，文广

旅部门对外公布旅游投诉电话，在

全县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

确保实现“五一”假期“零差评”的旅

游服务目标。

“我们准备好了”“不让一位游客

在修武受委屈”，该县公安、交通运输

等部门纷纷发声，邀请全国游客前来

体验饱含浓浓人情味的旅游服务。

我在云台山等你
修武向全国游客发出邀请

来自商丘市的武君在食材上雕刻十二生肖

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

4月27日，参观者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内观看展品。当天，河南安阳曹操高陵遗址
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曹操高陵出土的400余件(套)精美文物首度集中亮相。曹操高陵
遗址博物馆位于安阳市殷都区西高穴村，将于4月29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