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萌萌
通讯员 徐双彬 李俊南

新，是看得见、摸得着、能感知的竞

争力。

创新“十联户、百联户”农村党建1+1

“双联”乡村治理工作法；创新收益分成

型、资源盘活型、合作共赢型、产业赋能

型、金融助力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创新

开展具有浚县特色的“132343”乡村振兴

工作法……浚县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在

创建“五星”支部工作中，改善乡村治理，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组织领导“高规格”、精准谋划“高起

点”、狠抓落实“高质量”，浚县的争“星”、创

“星”热潮如火如荼，一幅“解难题、促发展、

创五星”的新图景不断绘就。

“五星”之光凝聚起强大的组织动员

力，“星”耀黎阳。

“十联户、百联户”
农村党建1+1 乡村治理活力足

6月 14日，浚县召开创建“五星”支

部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推进会，鹤壁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浚县县委书记王海涛

再次提出明确要求，11 个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签订创建目标责任书。

2023年，全县计划创建10个“五星”支

部、48个“四星”支部、153个“三星”支部。

干部包“星”、部门护“星”、镇村创

“星”、群众争“星”，高规格“五星”支部创

建向纵深发展。

怎么创？浚县实行党员联系“十联

户”代表、支部成员联系“百联户”代表的

“双联”乡村治理模式。

目的是：创成“产业兴旺星”“生态宜

居星”“平安法治星”“文明幸福星”“支部

过硬星”。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浚州街道甘草庄村党支部要提升村

庄“颜值”，对于处理生活污水方式，群众

看法不同。

意见怎么统一？甘草庄村的办法是：

利用农村党建1+1“双联”工作法，推选出

“十联户”代表25人、“百联户”代表4人，

代表们协助村干部挨家挨户做调研。

“修路、绿化，村庄规划群众说了

算。”甘草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士留说，根据民意，村“两委”干部、党

员、群众代表和志愿者每周召开人居环

境整治会，提出问题及时调整。

群众自觉主动干了，困难就溜走了。

全村自愿拆除残垣断壁6处，拆除庙

宇1座；建设文化宣传墙260余平方米，

绿化植树800棵……“生态宜居星”就这

样创成了。

“群众住的村还得叫群众满意才

行。”李士留得出一条经验。

创建“五星”支部离不开乡村治理。

新镇镇马行村是“五星”支部村。白

天老人看街，晚上民兵巡夜，今年以来，

排查村庄苗头问题、提前化解矛盾纠纷

20起，实现长周期“三零”目标。

建村室、文化广场，铺污水管网、修

村镇公路，提升文化墙，村庄环境美如

画；建设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集中供养

中心，马行村实现了幼有所托、少有所

学、老有所养。

什么是“十联户”“百联户”？

每户选出1名“当家人”为户代表，每

10户代表推选产生1名“十联户”代表，每

10名“十联户”代表推选1名“百联户”代

表，这种联结机制，保证了民意直通。

群众有需求，基层干部有建议，浚县

县委有决策。“从群众中找问题，在群众

中解决问题，调动群众积极性。”浚县县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新乐说，这就是

“双联”模式的初衷。

目前，农村党建 1+1“双联”工作法

已在全县438个村全部施行。

“三变改革、产业赋能”
村集体经济发展潜力大

2019 年 7月 2日，白寺镇白寺村五

大股份合作社成立并揭牌，7025名村民

的身份由农民变为股东。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2023年，鹤壁市首个“吃螃蟹”的

白寺村完美嬗变，之前四年累计分红

1670万元，今年村集体收入将突破 300

万元。

“不进则退！”白寺村党支部书记靳

光国说，为创“五星”支部，该村转型升

级，盘活闲置资源、资产、资金，高标准打

造了集党性教育、研学交流、会务接待、

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省级示范性乡镇基层

党校，每年为村集体创收10万元。

白寺村的实践证明，“三变”改革是

助推乡村振兴的新途径，方法是正确的。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徐松 丁明明

“俺是庄稼人，农忙的时候提

着气，啥活儿都能干。农闲的时候

全身都疼，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

膝关节积液又加骨质增生……多

亏俺这卫生院有推拿医生和中医

理疗，住院报销之后，一天才35块

钱，在家门口花小钱治了大病。”9

月 17日，在郸城县第三医疗健康

服务集团（以下简称第三医健集

团）县中心医院汲冢镇院区推拿

科，来自该镇陆庄村 59岁的患者

陆启兰接受中医馆推拿科专家黄

磊治疗后激动地说。

汲冢镇位于郸城西部，因西

汉廉吏汲黯墓冢所在而得名，辖

33个行政村8.6万人。近年来，郸

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把保障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重要论

述，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力

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以4

家县级公立医院为龙头组建 4个

医健集团，统领19家乡镇卫生院、

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60个村

级卫生所和26家民营医院。按照

“县强、乡活、村稳”思路，形成县帮

乡、乡帮村一体化发展、“一家人”

格局。汲冢镇卫生院隶属第三医

健集团，又名县中心医院汲冢镇

院区。

“背靠大树好乘凉，我们自

2020年以来全面发力，下足‘硬功

夫’，改变了院容院貌、新建了中医

馆、购置了现代化诊疗设备；集团下

派专家坐诊带教、多方寻觅精尖人

才、培训提升本院服务水平等，提升

了‘软实力’。（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

刘金鹏）9月 19日，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召开全省秋粮收购工作视

频会议，传达国家9部委秋粮收购

工作通知和全省“三秋”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分析研判收购形

势，调度各地秋粮收购准备情况，

安排部署收购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是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抓

好秋粮收购，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

定在 1300亿斤以上，是河南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担当。

一要提前做好秋粮收购准备，扎实

做好仓容、资金、人员、车辆等各项

准备工作；二要精心组织市场化收

购，持续引导各类粮食购销、加工、

贸易等企业开展市场化收购，积极

开展订单收购、代收代储等，拓宽

农民售粮渠道；三要扎实做好政策

性收购，认真组织做好稻谷最低收

购价相关工作，切实加强价格监

测，科学合理布设收购网点，牢牢

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四

要优化为农为企服务，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广预约收

购，做好储粮技术指导，指导农户

售粮时坚持“一手粮、一手款、现款

结算”，让农民卖“舒心粮、放心

粮”；五要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和保

供稳价，定期发布粮食市场形势、

价格等信息，帮助农民有序售粮、

企业均衡收粮，提高应急保供能

力，确保粮油供应不脱销、不断档；

六要强化收购执法监管，坚持日常

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充分运用

“双随机一公开”和“四不两直”检

查方式，严厉打击各类涉粮违法违

规行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加强

统筹组织，强化协调会商，确保秋

粮收购工作顺利开展。在秋粮收

购期间，省局将派出18个指导组，

分赴各地开展各类技术指导服务，

加强组织保障，确保收购活动平稳

进行。

本报讯 （记者李梦露 田明）9 月 20

日，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9月17日夜至

9月 20日早晨，我省普降大到暴雨，信阳、

驻马店、南阳、周口、漯河、平顶山、安阳等

地出现大暴雨。

此轮降水已致全省近八成测站土壤含

水量接近饱和，豫南地区部分农田出现积水，

易诱发涝渍灾害，影响后期灌浆和机收作

业。对此，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组成员、河南

农业大学教授刘天学建议豫南降水较大的地

区及时排涝散墒，为机收作业创造有利条件；

已收获地区要及时晾晒烘干，确保秋粮品质。

省气象台预计，9月下旬我省仍多阴雨

天气。目前我省秋粮从南到北将陆续成熟

收获，连阴雨过程会对秋收进程产生一定影

响。刘天学建议各地对于已经成熟的地块，

尤其是玉米果穗苞叶顶端已散开的地块，要

在降雨间歇期，能进地收穗的尽量收获，以

免雨水灌入果穗引起籽粒发芽发霉。尚未

成熟的地块，只要不出现大面积倒伏，应等

到雨后天晴完全成熟后收获，收获果穗要及

时晾晒，收获的籽粒要及时烘干入仓。

□本报记者 吴向辉 通讯员 丁霄毅

9月 17日，汝阳县三屯镇东保村稻

田小镇的千亩稻田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

光游玩。青山为背景、稻田为画布、水稻

为颜料，游客或漫步田间，或拍照留念，

身临其境，感受稻田里的诗和远方。

东保村地处岘山脚下、马兰河畔，不

仅景美如画，而且住在这里的村民幸福

感爆棚：学前教育实行全免费，村里给65

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生活、医疗补贴，给

45至60岁村民交纳养老金，对患大病村

民进行救助……

村庄如此美丽幸福，带头人丁建胜

功不可没。1984年 1月，入伍三年的丁

建胜退役回到村里，1986年开始任村党

支部书记，到现在整整干了37年。

特色产业 点亮群众致富路

稻田小镇牌坊两侧，就是该村集体

经济两大支柱产业——食用菌基地和肉

牛养殖场。

在辉煌养殖场，数千头肉牛膘肥体

壮，圈舍干净卫生。“这都是标准化养殖

和循环农业带来的结果。”丁建胜说，为

做到无污染养殖，实现生态循环，村“两

委”积极谋划，村里土地全部流转，并整

体实现农业机械化，秸秆全部拉到养殖

场当饲料，形成种植、养殖循环可持续的

发展模式。

辉煌养殖场建于2017年，目前存栏

肉牛1500余头，可实现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300万元以上，带动村民务工40余人，

人均年收入3万元左右。

除此之外，东保村还因地制宜积极发

展香菇产业，一个集菌种研发、菌棒生产、

基地出菇于一体的现代化食用菌基地在

2020 年落成。该村年种植香菇 700 万

袋、产香菇1300万斤，带动周边群众230

多人务工，为群众增收致富再添新动力。

目前该村集体产业年产值达4000万元。

同心共铸 构建治理新格局

东保村是汝阳县唯一的少数民族聚

居地，全村总人口将近 5000人，其中回

族人口906人。在发展产业和壮大集体

经济中，东保村始终坚持促进各民族交

融，呈现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汉回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

乐的良好局面。2021年，东保村被授予

“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东保村坚持党建引领，创建了文化

活动中心、幸福院、家风家训馆等，不断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实行村干部、组长、

党员分片、分包制度，充分发挥干部、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支部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不断加强。

为了让村民共享村集体经济发展成

果，东保村对学前教育实行全免费，为全

村65岁以上老年人每月发放生活、医疗

补贴，为45至 60岁村民交纳养老金，孤

寡老人可免费居住村幸福院，并对患大

病村民进行救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不断增强。

乡村运营 描绘振兴好前景

以稻田小镇文旅项目为抓手，东保

村积极开展乡村运营，一年一度的“稻田

音乐节”在全省独树一帜。

但丁建胜不满足于现状：“随着稻田

小镇运营日益成熟，如何推动村民共同

富裕，成为摆在村委会面前的一道必答

题。我们不能躺在荣誉簿上，还得再加

把劲。”

今年汝阳县引入北京初心农道运营

公司，实施“数字赋能、集体统筹、村民参

与、共同富裕”的全域乡村振兴模式。东

保村抓住机遇，成为这一合作模式的重

点村庄。

“乡村运营合伙人”招募令发出后仅

仅5天，村委会就收到了近百人报名。最

终经综合评测，51人成为东保村首批“乡

村运营合伙人”，60岁的刘长水就是其中

之一。

“我入股的是热气球项目，我觉得这

个运营项目一定会很火爆。”在上个月首

批乡村运营项目村民入股签约仪式上，

刘长水签订了合同。

51位“乡村运营合伙人”入股了东保

村第一批乡村运营的5个项目，分别是观

光小火车、观光自行车、无轨小火车、升

空热气球、小吃车，他们将共享乡村运营

带来的红利。

一份小小的合同，在村民与市场主

体、村集体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联结

机制，充分调动起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

积极性。

目前场地建设已进入尾声，项目设

施陆续进场。东保村计划在今年“十一”

期间举办大型“稻田音乐节”，打造美食

街、亲子乐园、稻草王国等业态，让好风

景带来好“钱景”。

汝阳县委农办主任、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张东升说：“东保村在‘头雁’的带领

下，在发展中突出差异化、个性化定位，

多元化、多途径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农

文旅融合发展，蹚出乡村美、产业兴、村

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9月15日，在民权县庄子镇堤北生态湿地“鱼菜共生”基地，农民在管护空心菜。近年来，该镇财政所加大生态湿地“鱼菜共生”等新型立体种养
产业扶持力度，发展养殖水面3000亩、莲藕种植水面6700亩、水稻种植水面1000亩，实现了产业兴旺。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武东昕 摄

铸诚信 提信心 促消费
2023年河南省“诚信兴商宣传月”主题活动启动

2023年9月 日

星期四 癸卯年八月初七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1-0101 邮发代号 35-2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第4786期 今日4版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21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李桂云 值班主任 姜永栋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代珍珍 版式 张峰 校对 陈群锋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灿若繁星
——浚县高质量推进“五星”支部创建工作纪实

我的家乡我建设我的家乡我建设我的家乡我建设我的家乡我建设

东保村的幸福生活

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我省对秋粮收购工作作出安排

秋收遇见阴雨天，专家提醒：

及时排涝散墒 抢收晾晒

郸城县汲冢镇

群众家门口享受二级医院健康服务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周
武申）9月17日，在武陟县乔庙镇韩

村的河南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稻虾共养”基地，成群结队的小龙

虾在沟渠里游来游去，村民们在一

旁拉网捕虾、喂料除杂。

“‘稻虾共养’不仅改善了生

态环境，还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

两养、一季双收，仅小龙虾一项每

亩就能增收 500 多元，每亩稻田

的总收益超 3000 元。”该合作社

党支部书记王会平说。今年，该

合作社将“稻虾共养”的规模扩增

到 100亩。

近年来，武陟县积极探索推广

“稻鱼共养”“稻虾共养”“莲鱼虾共

养”等生态种养模式，形成了清洁生

产、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

率的循环农业生产格局，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绿色动力。

武陟县

稻虾共养 一季双收

本报讯 （记者于涛）9月20日

下午，由河南省商务厅联合省委宣

传 部 等 13 个 部 门 共 同 举 办 的

2023年河南省“诚信兴商宣传月”

主题活动在郑州启动。

河南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费

全发在致辞中表示，人无信不立，

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此次活

动以“铸诚信提信心促消费”为主

题，旨在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动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发

展的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信用体系的重

要指示精神，积极推广诚信理念，

大力弘扬诚信文化，提升全社会诚

实守信意识，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和

诚信营商环境。

据了解，作为信用体系建设的

一项重要内容，河南省商务厅已会

同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及相关商协

会连续举办 18届“诚信兴商宣传

月”活动，推动形成了“重诚守信”

的社会风尚，使得诚实守信深入人

心、诚信精神蔚然成风。

今年是“诚信兴商宣传月”活

动连续开展的第十九年。活动期

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交通

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组

织开展“做诚信之人铸法治社会”

“信用交通”“‘信用+’助力文化和

旅游行业高质量发展”等多项专题

宣传活动。同时，鼓励各地进一步

丰富创新活动形式，坚持贴近市

场、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采取群众

和市场主体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

特色宣传活动。进一步发挥信用

建设在改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出更多信用

便民、信用惠企、信用兴商的实招

硬招，让更多群众和市场主体享受

宣传月活动成果。

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

吕承启表示：“通过以诚信体系建

设和服务质量为抓手，全面提升了

我省文化和旅游服务质量。文化

和旅游信用体系建设迈入法治化、

规范化新阶段，形成了以落实法规

为引导，以评估评价为手段，以信

用系统为支撑，以培训宣传为保障

的工作格局。”

主题活动现场，省电子商务协

会、胖东来商贸集团公司、仲景宛

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鹤壁淇河家

政有限公司、郑州好生活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郑州石油分公

司等协会企业代表发表了诚信宣

言。

省电商协会秘书长张苏丰代

表2023年“诚信兴商”典型案例企

业和行业发出倡议：以诚实守信为

根本准则、坚持合规经营，恪守契

约精神、坚持公平竞争，不图短期

利益、坚持真诚服务，坚持以人为

本、坚持严格把关，提供放心产品、

坚持言行合一，杜绝虚假宣传、坚

持热心公益，履行社会责任。我们

将不断强化“诚信兴商”理念意识，

积极构建“诚信兴商”市场环境，在

践诺守信中彰显担当，以诚信兴商

共筑美好未来。

本次活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

等 12个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省商

务厅机关各处室有关同志，以及省

电商协会、胖东来商贸集团公司等

商协会和企业代表200多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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