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内科、骨科、中医馆疼

痛推拿科等特色科室闻名一方，全科

医学科、口腔科、皮肤科、眼科、妇科、

康复科、手术室等全院23个科室服务

项目齐全，36名医师、40余名护士实

力雄厚，守护群众健康，真正实现了

‘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

转变的发展模式。”2020年 1月，第三

医健集团精选专家下乡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水平，身为县中心医院神经内

科副主任、临床副主任医师张兵昌被

任命为汲冢镇院区院长，张兵昌欣慰

地说。集团3年来分两梯队选派了县

中心医院的周娟、任莉莉和周中金、

张凤霞担任控感科长、护士长，长期

在基层指导、带教，让乡镇卫生院的

服务水平达到县级标准。

记者在该院走访时看到，标准化

手术室、四维彩超、DR机、生化一体

机、电针治疗仪、多功能中药煎药机

等一应俱全，远程会诊中心、远程心

电诊断中心、远程临床检验中心、远

程医学影像中心等与集团县中心医

院实时对接。张兵昌目前虽然身为

党支部书记、院长，但依然坚持在内

科坐诊，为患者解除病痛；内科专家

张靖从医30多年，基层常见病能迎刃

而解；骨科专家柴万森、何其中各有

所长，柴万森得到父亲柴元峰“柴式

骨科”技术真传，“手法复位”骨科常

见手术等颇有名气；该院拥有1200平

方米的中医馆，胡金彪、喻金营、黄

磊、张家顺4位知名专家长期坐诊，望

闻问切、针灸理疗、推拿按摩、中药炮

制样样精通，周边县市乃至省外患者

闻名前来问诊者络绎不绝。优质的

健康服务换来了丰厚的业务收入，该

院全年门诊接诊 84521 人次，住院

2514人次，业务收入突破1300万元。

就这样，一个乡镇卫生院一跃成

为全县佼佼者、全市的先进。3年来，

全省、全市、全县医共体建设现场会

在这里召开，省市县各级领导同志多

次现场指导、点赞推介该院经验。今

年 9月 6日，全市“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现场会在该院召开。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在医院发

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岗模范带头作用，历时两个月开展

了健康大义诊，为全镇65岁以上老年

人、1万多名群众进行免费深度健康

检查，并建立了健康档案，让病人得

到进一步治疗。随之，我们精准提供

健康服务，把33个行政村分成6个网

格，成立了6支由集团帮扶专家、妇幼

人员、中医人员、本院医生、村医共同

组成的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对重点人

群入户走访，签约率 100%。”张兵昌

坚定地说，“群众对身边医院最大的

需求就是看好病！我们则始终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把守护群众健康

作为第一奋斗目标。”

格局决定结局，态度决定高度，

思路决定出路。汲冢镇院区坚持党

建引领坚定了正确的方向，摆正了自

己的位置，认定了自己的目标，自然

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顺利通过国

家二级综合医院验收。

“汲冢镇院区是我们强化基层医

疗服务的典型代表，我们将推广汲冢

经验，持续加强对基层医疗帮扶，推

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健全适应乡

村特点、优质高效的乡村医疗卫生体

系，让广大群众能够就近获得更加公

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郸

城县第三医健集团理事长、县中心医

院院长刘辉说。

（上接第一版）

“每天满脑子都是要如何稳定发

展，如何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强村富民。”

马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彦辉

笑着挠头。

乡村振兴，马行村敢于破。

破除旧的单一发展思路，在产业链

上深挖细耕。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

业“三驾马车”并驾齐驱，马行村建成年

出栏1万头生猪的标准化生态化养殖产

业园；利用集体 128亩土地和 5000平

方米库房，成功与4家企业签约；联合新

农邦集团成立益农服务社发展数字经

济，为村民提供电子商务、金融等服务；

去年，马行村村集体收入达到48万元。

文化也同样表现了产业张力。

浚县有个非遗叫“泥咕咕”，有个非

遗村叫西杨玘屯村。

注册、宣传、制作、包装、销售，280

多户泥塑作坊抱团发展，共创共闯，都

由西杨玘屯村党支部牵头成立的“泥

咕咕文创旅游合作社”统一品牌，统一

销售。

“上至百岁老人，下至3岁娃娃，捏

‘泥咕咕’都是玩。”谈起文化产业，西杨

玘屯村党支部书记宋楷全很是自豪。

文化带动旅游。

“中国泥塑第一村”这个金字招牌，

让村庄变成拥有18套大师工坊，泥塑

产品展示馆、生态停车场、特色小吃一

条街的艺术区。每年有 8万余名来自

全国各大美术院校和中小学师生前来

学习和开展研学体验。

西杨玘屯村泥塑加工产业年产值

达21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37万

余元。

在浚县创建“产业兴旺星”被总结

为五种类型，分别具有典型代表：资源

盘活型的白寺村，合作共赢型的马行

村，产业赋能型的西杨玘屯村，依托物

流园区等实现多方受益的收益分成型

和创新“党建+金融”模式的金融助力

型。

“132343乡村振兴工作法”
幸福生活踏歌来 喜看乡村新变化

两架青山一溪水，十里城池半入

山。

浚县的乡村变化，迎来群众的幸福

生活。

在乡村振兴的新赛道上，浚县所有

的慧心巧思被概括为通俗易懂的乡村

振兴“132343”工作法。

坚定乡村振兴一个目标，集体资产

运用“三清”，生态宜居遵循两个“凡

是”；化解矛盾坚持“三解”；克服困难坚

持“四千”工作法，乡村振兴坚持“三个

判断”。

所有的干不快都是努力不够，所有

的干不好都是务实不够，所有的工作拿

不下都是沟通不够。这是浚县乡村振

兴坚持“三个判断”中党员干部的共识。

后毛村村民张朝霞和一群家庭妇

女有个愿望，想找个家门口既能多挣

钱，又能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工作。

后毛村“两委”干部敢想敢干，招商

引资杰美斯网球厂，450余人在家门口

实现了稳定就业。

“村民的愿望实现了，收入也增加

了！”后毛村党支部书记毛明斌如释重

负。

2022年后毛村被鹤壁市评为市级

文明村、2022年荣获鹤壁市“党建 36

计助力‘五星’创建和乡村振兴”入选

村、2022年被浚县评为产业兴旺明星

村。

“争先有光，落后丢人。”这是常挂

在白寺镇前岗村党支部书记刘海燕嘴

边的话。

2022 年 7月上任的刘海燕，发挥

自己龙头企业的带动，带领乡里乡亲致

富。可实践中，刘海燕发现，要想当好

村支书不仅要重视发展，更要重视解决

矛盾。

村庄怎么建，道路怎么修？

“凡是农户合法的宅基地以外的土

地统归集体所有，凡是农户合法的耕地

以外的土地统归集体所有。”生态宜居，

刘海燕坚持遵循两个“凡是”，一视同

仁。

真刀真枪的“清资源、清人心、清矛

盾”成为她乡村治理的第一把金钥匙。

荒地开垦久了，村民不要赔偿，也

不愿意退回。“三清”开始后，土地被迅

速收回，以集体资产入股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全体村民参与分红。

“三清”算清了糊涂乱账、治理了乡

村乱象、解开了干群矛盾、理清了发展

思路，结果是集体资产增加了，党支部

权威树起来了，村民也有了话语权。

“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山万水，

千方百计总算解释好、解答好、解决好

了群众问题，咱也值了。”刘海燕将乡村

振兴“132343”工作法运用得游刃有

余。

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埋头苦干，乡

村巨变。

“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干。”王海涛

说，“五星”支部创建对照乡村五大振

兴，核心是富民，是“书记”工程，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和人

民生活品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灿若繁星

群众家门口享受二级医院健康服务

综合新闻
2023年9月21日 星期四
责编 / 姜永栋 版式 / 张峰 校对 / 王仰瑞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梁亚洲

今年以来，舞钢市枣林镇以“五星”

支部创建为抓手，补短板、强弱项，精准

发力，跑出“五星”支部创建加速度，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群众幸福

的新蓝图正在逐步实现。

培育多元产业，助推村强民富

9 月 18 日，走进枣林镇吕店村淼

淼建材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着打包

晾制好的石膏板，机器运行的轰隆声，

工人打包材料的哗啦声，形成了欢快的

奏鸣曲。

“我每天负责把晾干的石膏板收起

来，十个一捆进行打包。活儿不累，操

作简单，每月能挣3000多块钱，而且离

家还近，日子比以前不知道强多少。”脱

贫监测户任光耀高兴地说。

“今年我们利用废旧小学场地新招

回来了工厂，老板是本村返乡创业村

民，厂里的员工大部分也都是本村的，

工厂不仅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更解

决了30多名村民的就业问题。”吕店村

党支部书记傅东阳笑着说。

乡村搭台，企业唱戏，三方受益。

枣林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擎作

用，深入发掘本地人才、在外经商能人

等资源，建立能人台账，因地制宜利用

闲置土地，开展“以商招商、以情招商”，

通过返乡创业人才引进项目，逐渐探索

出一条“党建引领发展、能人返乡创业、

村企合作经营、村民参与创收”的产业

发展道路。

今年以来，枣林镇创建“五星工坊”3

家，箱包配件、服饰制作、玩具加工等10

家企业入驻该镇，把就业岗位送到了村

民家门口，带动上千名村民就近就业，让

村民们在农忙之余有活干、有钱赚。

打造生态宜居环境，共建和美乡村

走进该镇生刘村，干净整洁的入村

道路，房前屋后的娇艳花朵、道路两旁

整齐的菜园，构成了一幅恬淡优美的和

美乡村画卷。

“今年3月，村‘两委’通过‘向群众

借砖’的方式，在全村收集到4万余块

旧砖瓦和 20余立方米沙料，修建出 2

米宽、650米长的特色菜园，种上应季

蔬菜。”生刘村党支部书记蔡松波欣喜

地介绍，“变废为宝”不仅解决了村民们

自家“菜篮子”供应的问题，还美化了环

境，大家都养成了自觉的好习惯。

生刘村的变化只是一个缩影。据

了解，枣林镇各村充分利用资源禀赋，

通过村集体出料、村民出工的方式，开

展村内排前路、游园广场等整治建设行

动。苗洼村紧邻舞阳县，通过与当地水

泥搅拌生产企业协调，每天在企业下午

下班前到厂区内低价购买当日余料水

泥进行村内广场、凉亭的修建；张营村

立足村集体经济发展苗圃种植特色项

目，把全村内荒宅荒园全部种上花卉苗

木，整治环境的同时实现村集体与村民

收入双提升……

枣林镇坚持把“共建、共治、共享”

理念融入和美乡村创建中，把环境整治

与“一宅变四园”工作有机结合，结合村

内规划制定具体的改造、修补计划，引

导村民把房前屋后闲置地、村内空闲

地、荒废宅基地变为游园、果园、花园、

菜园，形成了村村有特色、一村一亮点

的格局。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聚力乡村振兴

在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里，66

岁的退休职工孟彦如正在用手中的笔

墨为乡风文明添彩，随着笔尖在纸面滑

动，一幅工整的书法作品呈现眼前。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寓意

太好了，我要挂在孩子的卧室，激励他

好好读书，培养他的忠厚品德。”村民马

国军说。

“老孟可是我们这的大书法家，

2022 年参加全国书画比赛拿过优秀

奖，我们镇里很多树文明乡风的倡议标

语都是他主持编写的。”枣林镇文化站

负责人胡曦月说。

据了解，枣林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常态化开展书法交流、课外

阅读、广场舞等活动，为群众提供技能

培训、科普教育、健康义诊、文明宣讲等

志愿服务，将理论宣讲与文娱活动相结

合，扎实开展矛盾化解、移风易俗等工

作，形成孝老敬亲、邻里和睦的文明新

风。该镇还定期开展好媳妇、好婆婆、

好乡贤等创建评选活动，先后评出模范

典型人物30余人，在全镇形成向榜样

学习的良好氛围。

2023年，枣林镇结合实际情况，明

确年内成功创建“四星”支部6个、“三

星”支部 17个、“二星”支部 16个的目

标。该镇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坚持“一

星一专班”，形成镇党委把握全局、“专

班”分类细化、村委会认星创星相结合

的创建工作格局。

“我们将坚持以党群连心工程为抓

手，把创建任务纳入网格化管理，从乡

情亲情入手，认真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

移，做到资源、力量双下沉，抓实抓好乡

村振兴、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

作。”枣林镇党委书记孙彦峰说。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冯艳
华 张静 杨乐乐）“我们园区被评为了

省级休闲观光园区，这是提高品牌知名

度的很好机会。”9月 19日，地处漯河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漯甜生态农业

产业园区负责人王春林高兴地说。

王春林所在的漯甜生态农业产业

园区，成立了智博巨丰种植专业合作

社，流转了近1000亩土地，种植了多种

瓜果及其农副产品，其中漯甜桃、猕猴

桃、水果花生远近闻名，园区还有休闲

采摘、垂钓等娱乐项目，已成为城里人

新的周末休闲娱乐好去处。

“借助‘五星’支部创建的东风，给

园区带来了更多游客资源、资金流动，

我们也会用好政府政策支持，把园区做

大做强，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致富。”对于

未来的发展，王春林信心十足。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示范区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围绕和

美乡村建设，按照“一村一品”的发展思

路，指导各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走

出去”和“引进来”的发展理念，立足本

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主导产业、

培育特色产业。同时，建立龙头企业精

准绑定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绑定农

户的“双绑”利益联结机制，带动集体增

收、群众致富增收。今年，示范区规划

创建“产业兴旺星”的5个村，集体经济

均已达20万元以上。

在此基础上，示范区围绕“支部有作

为、集体增收入、群众得实惠”的目标，以

村党支部为核心抓手，大力推广“村集

体+合作社+订单农业+农户”的特色经

营模式，不断盘活资源、用活资产、激活

潜力，围绕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做好提品

质、扩规模、育龙头、建园区、强链条五篇

文章。目前，通过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园内创新创业活跃度明显增加，园区内

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了有效的联农带农

机制，带动二三产业从业人数达到1220

人，园区农户参加合作社比例达到61%，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335元，高

于示范区平均水平10%以上。

不仅如此，示范区不断加大土地保

障、农业生产技术服务、贷款支持等力

度，充分发挥乡贤能人、创业青年等群

体示范带动作用，凝心聚力培育特色产

业，打造各具特色的品牌示范村。

目前，示范区各个村的产业发展

呈现出了遍地开花的良好局面。其

中，老应村的“柳塔湖”小米、姬石村的

订单高粱、西街村的红心火龙果基地、

河沿李村的艾草种植基地、土城王村

的干菜深加工基地，还有坡杨村的进

口大樱桃和草莓采摘、姬石村的万吨

级冷库仓储、范寨村的小辣椒种植等，

这些叫得响的特色产业“名片”，不仅

拓宽了群众致富路，还点亮了“产业兴

旺星”，跑出了乡村振兴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
松河 娄晓榕 吴宁）9月 18日，记者在

漯河市西城区获悉，该区坚持以助企

纾困解难为总要求，持续深化“万人助

万企”活动，打出了“摸诉求、建机制、

解难题”的助企“组合拳”，助推企业驶

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开展问卷调查，摸清企业诉求。

组织辖区80余家企业开展“万人助万

企”满意度问卷调查活动，面对面收集

企业问题诉求，对助企成效、首席服务

官及相关职能部门作用发挥、政商关

系等开展综合评价，现场收集问题14

项，对有扩大产能、技术改造等计划的

企业做好对接谋划，为抓好后续助企

工作奠定基础。

健全完善机制，优化营商环境。

相继建立《企业无干扰生产日制度》

《入企检查备案制度》，着眼抓实企业

“减负”，聚焦涉企执法检查“瘦身”，明

确要求每月 1~24日为企业“无干扰

生产日”，严格落实涉企检查备案把

关，尽量减少检查次数、尽量缩短检查

时间、尽量为企业排除非经营性的干

扰活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坚持问题导向，助企纾困解难。

以解决问题纾困解难为根本方向，对

摸排的问题建立台账、严格分包，帮助

漯河市富元食品有限公司改造燃气管

道，节约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30%；帮助河南蓝格液压科技有限公

司融资260万元，破解企业资金瓶颈；

帮助漯河市宁太橡胶工贸有限公司、

漯河市元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开展地

下水安全专项整治、电气焊改造整治，

助力企业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李燕）近日，民权县

公安局经侦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

破获一起虚开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名，价税合计

16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任某某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经查，自2019年8月以来，犯罪嫌

疑人任某某伙同张某等人通过微信、

QQ、地区广告等结识外地汽车入户黄

牛，利用外地汽车入户黄牛提供的购车

人的身份及购买车辆信息，然后根据黄

牛的要求用购车人的身份及已购车辆

信息开具河南龙旗公司的汽车销售发

票，实现小额发票顶替大额发票进行车

辆入户，帮助购车人低价购车偷逃税

款，从而达到少交汽车购置税的目的，

并从中非法牟利。该案对外虚开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54份，虚开金额1600

余万元，该批车辆已在21个省48个地

市入户。办案民警先后奔赴10余省16

个地市开展调查取证，于2023年9月7

日将犯罪嫌疑人任某某抓捕归案，犯罪

嫌疑人张某在逃，办案民警正在积极抓

捕中，此案件也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讯 9月 19日晚，从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传来喜

讯 ，《新 闻 爱 好 者》入 选 为 CSSCI

（2023—2024）扩展版来源期刊，这也

是《新闻爱好者》第三次跻身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目前，《新闻爱好者》已先后入选

全国新闻核心期刊、南大CSSCI扩展

版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 合 评 价 扩 展 期 刊 和 武 大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等国内四

大核心期刊系列。

据了解，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

Index，缩写为“CSSCI”）是由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

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信息查询系

统，用于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

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是目前国

内最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文社会科

学核心期刊评价体系之一，CSSCI来源

期刊每两年遴选一次。 （董方晓）

本报讯“大家往这里看，做好屋

顶防水首先要把施工面清扫干净，不

能有杂土等灰尘混入。施工面清洗后

要充分干透……”9月 18日，在项城

市孙店镇火张营村张向阳家中，正进

行一场新颖别致的技能课，来自项城

中专防水专业部教师赵猛边给大家讲

解边演示，村里26位即将从事防水施

工的年轻人听得非常认真，遇到不懂

的问题立即向老师提出。

项城是著名的防水之乡。为更

好助力乡村振兴，让从事防水务工人

员在施工过程中专业高效，项城中专

一改往期班内授课单一的培训模式，

将“技能课堂”全部进村入户，精心制

订课程设置和培训方案，组建专业理

论强、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教师和专

业技术骨干等党员教师团队，通过

“理论+实践”“外训+拓展”双促进的

模式，采取参与式、互动式、分段式、

重实践的培训方法，组织学员到村到

户进行观摩学习，既调动学员的积极

性，丰富了学习内容，又提升了培训

效果。 （王艳蕊）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产业兴旺力促“五星”闪耀

舞钢市枣林镇“五星”创建绘制和美乡村新画卷

民权警方侦破一起虚开机动车销售发票案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根
堂）9月 12日，记者从位于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的许昌保税物流中心获

悉，今年上半年，该中心累计实现进出

口10.2亿元，增长31.4%，其中进口9.29

亿元，增长 29.2%；出口 0.91亿元，增长

58.3%，进出口总值在全国排第 21位，

在全省排第2位。

今年以来，许昌保税物流中心在积

极服务以发制品原材料进口为代表的

许昌本土假发产业的同时，完成了跨境

电商业务“1210”备货模式的出口全链

条测试，将货运周期从25天压缩到3至

5天；完成了跨境电商网购保税“1210”

进口业务的全链条测试，实现与“河南

省单一窗口”信息平台及跨境电商结算

等辅助系统对接。

目前，该中心共引进各类企业 94

家，包括海关账册企业31家、外贸企业

及外贸综合服务企业63家。围绕保税

进出口业务，已有255家外贸企业通过

海关账册企业在许昌保税物流中心开

展业务，与进驻的第一批综合服务类企

业初步形成产业发展“小集群”。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范
燕彬 刘丽娜）9月19日，在修武县七

贤镇韩庄村便民服务站，前来咨询和

办事的村民络绎不绝。“以前认证社

保待遇资格还要往县城跑，现在不出

村，在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站就能办

好！”村民刘树清老人高兴地说。

在韩庄村便民服务站，标识标牌

整齐划一，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政务

服务自助终端机可为企业群众提供

7类业务查询及打印服务。

2022 年乡镇机构改革以来，修

武县以“五星”支部创建为依托，深入

开展星级便民服务站创建工作，全县

187个行政村和7个社区实现站点全

覆盖，像韩庄村这样的五星级便民服

务站已建成9个，另外还建成30个四

星级便民服务站、78个三星级便民

服务站。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及行动

不便人群的特殊需求，修武县推动基

层便民服务工作与网格化管理有机

结合，网格员为群众提供帮办代办服

务，真正实现手续办理零障碍、群众

办事零跑腿、便民服务零距离。

修武 办事不出村服务更暖心全省第二
许昌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

《新闻爱好者》入选
CSSCI（2023—2024）扩展版来源期刊

项城中专“技能课堂”进村入户

漯河市西城区 打出组合拳 为企谋发展

9月17日，孟州市
河阳街道缑村防风种植
基地，村民在清除杂
草。近年来，该街道因
地制宜发展丹参、白芷、
防风、地黄等中药材
2000余亩，有效促进了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

员 张泽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