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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董柏生李守川

9月10日下午，武陟县谢旗营镇后圪垱村村民张战江、许
金莲、张小永、浮景妮等人，在村东边的小游园排练重阳节演出
节目。

看到后圪垱村洁美的村庄和漂亮的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
场以及村口绿树成荫、水莲芦苇成片的小游园，来村里办事的
邻村村民刘强满是羡慕：“恁村真美，日子过得真是甜。”

与小游园一墙之隔的党群服务中心内，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郭现忠正和“两委”干部商讨着如何抓紧改造排水沟、
更换太阳能路灯等村里的大小事儿。

后圪垱村仅有101户420人，曾是在乡村干部和群众眼中
“破烂不堪”“没法下餐”的偏僻小村。

回想起当年就职时提出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全县
作榜样”的目标，再回顾这几年间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郭现忠
说：“幸福都是全村人齐心协力干出来的。”

2018年，在外做生意多年且很少回家的郭现忠被村里的党
员干部请回了村里，选举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抱着“争脸面”的心态，郭现忠和村“两委”干部清理垃圾杂
草，整治环境卫生，整修排水沟，多次召开党员群众恳谈会，商
讨发展规划、工作计划，赢得了支持。

借着“五星”支部创建的东风，后圪垱村“两委”干部带领党
员群众改善人居环境、发展集体经济。2020年，村里建成了全
县为数不多的农村雨污分离系统和污水处理站，实现了资源回
收利用。

后圪垱村将占地六七千平方米的废弃加油站和猪场改造成了小游园，处
理后的废水入游园和人工湖，成了全县的乡村建设亮点；新建了党群服务中
心等，每季度在文化广场公示每名党员、每户群众的积分定级情况，激发大家
集体荣誉感；统一整修路面和门前空地，将空宅空院改造成停车场、共享菜
园；利用扶贫资金和壮大集体经济资金建设了15座温室大棚，打造了童年乡
村乐园、玫瑰露营基地、垂钓园，增加了集体收入。

2023年，后圪垱村获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先进村、焦作市乡村风
貌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实现了“全县作榜样”的目标。

“村里正谋划发挥村庄四面环水的优势，打造水润村庄，力争今年创建成
‘五星’支部。”郭现忠对后圪垱村的发展信心满满。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通讯员
张志超杨恒战）9月10日中午，走
进封丘县赵岗镇马道村老年食
堂，干净整洁的餐桌上，荤素搭
配、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正冒着热
气，香味四溢，前来就餐的老人喜
气洋洋，满满的幸福味道洋溢在
大厅里，处处散发着“家的味道”。

近年来，赵岗镇以“关心关
爱、服务群众、共建共享”为宗旨，

积极推进养老服务，通过大力开
展老年食堂服务，着力解决辖区
内空巢、孤寡、残疾老年人就餐难
问题。

赵岗镇将基层党建与养老服
务相结合，谋划选址并协调村内
各类资源，将党建优势转化为养
老服务优势。马道村老年食堂作
为赵岗镇民生工程的一大亮点，
配备多个功能区，能同时容纳20

位老人有序就餐，使基层党建工
作与养老工作实现同频共振。

聊起老年食堂的建设，马道
村村民张寸莲的女儿拍手叫好：

“以前我出门在外，最担心母亲的
吃饭问题。老人家既不会用智能
手机，又不方便独自出门。现在
食堂就在家门口，饭菜既可口又
实惠，真是帮我解决了一大难
题。”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
者陈炫羽 通讯员刘忠士宋金金）

“阿姨，汤有点烫，放在这晾一下
再喝。”9月15日中午，商丘市睢
阳区古宋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的老年食堂助餐点格外热闹，周
围小区的很多老人来这就餐。

当天中午，这个老年食堂助
餐点里座无虚席，老人们在工作
人员帮助下有序就餐，边吃边聊，

场景格外温馨。餐桌上有肉末豆
腐、蒜薹炒肉、卤鸡腿，主食是大
米、馒头，少油少盐，又荤素搭配，
为就餐老人提供健康饮食。

“这儿的饭菜不油腻，软烂适
中，比较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孩
子帮我在这已经买了包月的套餐。”
76岁的居民王秀芝一边吃一边夸
赞。王秀芝老伴已经去世，孩子在
外地做生意不在身边，每天吃饭也

成了问题。当其子女看到家门口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可提供老年助
餐服务时，第一时间便为她报了
名。“有了老年食堂助餐点，我以后
不出小区就能吃到可口的饭菜了，
我吃饭舒心，孩子们也放心了。”

据了解，古宋街道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老年食堂助餐点依托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打造，目前餐厅
可为60位老人解决一日三餐问题。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马
湧举杨明奎张伟）9月12日，在舞阳
县姜店乡大宋村，已进入发展党员后
备人选库的村民宋义飞说：“村里的
工作虽然比较琐碎，但是能为村里发
展出一份力、为乡亲们做点实事好
事，我感到非常充实和高兴。”

姜店乡着重在毕业大学生、返乡
创业人员、农村合作社带头人及致富
能手等群体中发展党员，建立了68人
的发展党员后备人选库。同时，严抓
党员发展流程，对入党积极分子、发
展对象确定、预备党员预审和接收、
转正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切实
提高发展党员工作的规范性、严谨

性、制度性。
利用“线上+线下”教学形式，姜

店乡依托乡级党校、远程教育站点等
资源，重点围绕“五星”支部创建、基
层治理、产业振兴等主题，分层分类
开展专题培训。今年以来，全乡举办
各类培训班次12期，累计培训1200
余人次。

此外，姜店乡还深化党员积分管
理、党员承诺践诺、无职党员设岗定
责等机制，积极组建“党员突击队”，
设立“党员责任区”，充分调动党员
的积极性，引导党员在工作中扛责
任、作表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本报记者李萌萌通讯员张羽

9月14日，走进鹤壁市山城区山
城路街道山城西巷社区，道路通畅整
洁，老人们排队义诊，孩子们围着书
法老师认真听讲，戏迷票友们豫剧声
嘹亮，丹心匠手工作室里辖区内的

“妈妈们”又钩出一批新品小玩偶准
备发回商家。

而在2022年之前，山城西巷社区
却因拆迁、老旧小区改造等问题矛盾
丛生。2022年1月上任的山城西巷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徐丹
丹，用一根“绣花针”串起了社区党组
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千条线，打
开了社区治理的新局面。

2023年，改造后的山城西巷社区
渐渐有了模样，擅长手工编织的徐丹
丹入户走访中发现，围坐在小公园爱
纳鞋底的“妈妈们”时常因为天气原因
需要来回换地方，她诚恳邀请“妈妈
们”入驻社区，为她们成立了丹心匠手
工作室。徐丹丹在参加一次小商品促
销活动中认识了做钩织生意的商家，
自此“妈妈们”的作品有了销路。

“我们按照商家的订单进行钩
花，一个钩花娃娃回收价20多元，一
个月最少能做500个，除去成本，一个
月收入1000多元，不耽误照顾孩子，
还能顾着买菜呢。”59岁的社区居民
芦华云成了这里的“钩花师傅”，平日
里负责教新来的“妈妈们”学习钩花。

这一举动为徐丹丹赢得了群众
基础，“妈妈们”还主动担起了社区

“调解员”，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志愿者
服务队，徐丹丹也被居民亲切地称为

“绣花书记”。
山城西巷社区有山城电影公司

家属院和山城曲剧团家属院，有豫剧
名家牛得草老师和金不换老师的排
练厅，文化底蕴深厚。为了将社区文
化传承下去，徐丹丹将社区内经常在
公园里排练的“民间艺术家”请进社
区，成立了金不换票友团。金不换票
友团在71岁“老团长”衡发德的带领
下，已发展为有20多名团员的队伍，
先后在养老院、周边社区等开展志愿
活动60余场次。

“把有才艺、有能力、有意愿的群
众拉进社区，先动员少部分人，再带
动大多数人，社区工作就做成了。”徐
丹丹说，社区两年内挖掘了13名“带
头人”，成立了13支特色志愿服务队，
以活动为依托，做到天天有服务，周
周有活动，月月有特色，将党群服务
中心建成群众喜欢来、愿意来、经常
来的“百姓之家”，有效增强了社区与
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向心力与认
同感，实现了人人参与社区共建、共
治、共享的新局面。

2023年，山城西巷社区成功创建
“五星”支部。一针针用心“绣花”的
徐丹丹，绣出了西巷社区的幸福和谐
新画卷。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
讯员曾亚芳 吴萌）9月17日，走进新
县田铺乡塘畈村，放眼望去，集体种
植试验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
弯枝头，微风拂过，浓郁的稻香扑鼻
而来。

“看着原本是一片荒草的地方，现
在长满了稻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
实！”在塘畈村集体种植试验田，塘畈村
党支部副书记雷忠根蹲在田间，仔细
地检查着稻穗，充满期待地说道。

塘畈村位于新县黄毛尖森林公
园腹地，边远偏僻，土地经营效益不

高，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导致部分
耕地闲置。

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壮大村集
体经济，村“两委”通过土地流转，将
60亩撂荒地变成了集体种植试验田，
开展水稻种植。为了保障试验田“试
验”成功，村里的党员干部每天都去
田间地头“打卡”，确保试验田变为

“丰收田”。
“已经有水稻收购商来找我们谈

收购的事，这60亩地能为我们村集体
增加近5万元收入，我们试出了一条
好‘稻’路。”雷忠根告诉记者。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昆
明 李琦 王思琪）9月17日，平舆县郭
楼镇陈集村的芝麻种植基地内，几十
名村民正在田间拿着镰刀收割芝麻，
收割、打捆、搭架、晾晒，一派繁忙的
丰收景象。

进入9月，平舆县凯丰农业种植
合作社理事长陈小立种植的1500亩
芝麻逐渐进入成熟期。“今年芝麻的
长势比较好，亩产量预计能达170斤
左右，加上卖芝麻叶的收入，每亩地
能收入1600元左右。”陈小立说。

由于芝麻秆纤细且韧性强，不便
机械收割，每天陈小立都会聘请家住

附近的村民前来收割晾晒芝麻。“我
有时间了就来这里干活，一天能挣六
七十元钱。”陈集村村民万运芝一边
收割芝麻一边说。

陈小立说，由于芝麻浑身都是
宝，并且实行的是订单式农业，白芝
麻可以榨油，早已被企业订购一空，
芝麻叶可以做鲜菜也供不应求，连芝
麻秆都是培育食用菌的好原料，被早
早地预订了。

近年来，平舆县把白芝麻作为一项
重点产业来抓，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拓宽
销售渠道，极大地提高了种植户的积极
性，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9月16日，沈丘县周营镇欧营村留守妇女忙着包装订单黄金蜜桃。近年来，
沈丘县妇联坚持以创新创业、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为抓手，帮助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
业，助力乡村振兴。 谢辛凌摄

和美乡村和美乡村 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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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背景

下，小麦第一省河南，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既要专家劲儿往一处使，还要技术加速落

地生根。河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雷振生研究员介绍说，从科研层面来说，小麦
体系改变之前各自为战的工作方式，探索形成
系统、大协同的工作模式，建立多学科协同的
共性技术研究中心，依托体系科研力量开展联
合攻关，搭建多个开放的技术研发与服务平
台。从推广应用层面，依托体系专家团队、试
验站与农业企业、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的紧密
联系，让科研成果在小麦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得
到大规模推广应用，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

从种子、耕地，到主推技术、主力机型，从
经营主体到生产关键环节，一场全方位的技术
集成推广应用，让河南小麦生产全过程科技满
满。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
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说：“小麦单产提升，既要注
重技术提升，也要注意抗逆减灾，从增产和减
损双向发力，在技术突破上，在已有技术集成
落地的同时，还要抓紧开展突破性技术研究。”

（上接第一版）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勇挑大梁，办好办

实重点民生实事，共享发展成果，为民利民惠
民拓展了新空间。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每年70%以上财力投入民生领域，187
个贫困村、9.8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主城区
800多万市民喝上丹江水，市区燃气普及率
96%，建成区热网覆盖率超90%。城镇新增
就业147.3万人。学前教育3年毛入园率稳
定至95%，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郑州经
验”全国推广。政府主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实现全覆盖，300米普惠托育圈、15分钟养老
服务圈基本形成，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不断完
善，托底可持续保障网越织越密。

□许金安赵小军徐正瑛

“这儿堪称‘世外桃源’，环境优良，空气清新，能玩水、可进
山，孩子们都不想走，争取深秋时节再来一趟！”9月17日下午，
洛宁县马店镇吕村，准备起程返回洛阳市区的李先生，对小住两
天的“银洞河山庄”竖起了大拇指。

“银洞河山庄”所在的银洞河原是吕村的一个自然组，因位
置偏远，交通不便，9户群众陆续外迁，留下的旧宅破败不堪，成
为“被人遗忘的角落”。

2016年，乡贤井金亮和朋友在一次郊游中，发现了那里的潜
在美丽价值：距“春山溪谷”AAA级旅游景区13公里，东望嶕峣
山，西接楼梯山，南临吕村水库，北隔崤山与三门峡市陕州区相
望，森林覆盖率99%，宁静幽远。

井金亮他们的想法与洛阳市“把发展特色民宿与景区观光
相结合，积极引导民宿开发和建设”理念高度契合。彼时，洛宁
县正在对环嶕峣山运动休闲区统一规划，吕村又紧邻省内知名
的汽车越野穿越线“中原狼道”、河南省十大最美乡村公路“胡上
路”沿线。井金亮他们认为“差异化发展有市场”。

俩人一拍即合：保护和利用银洞河山水林田生态资源，建设
精品民宿，打造汽车越野、露营宿营区，可与周边“‘春山溪谷’自
行车运动”形成差异互补，必将成为嶕峣山运动休闲区的重要节
点。

2016年，井金亮所在的洛宁县森郁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与吕村达成合作开发协议。盘活闲置宅基地9处、统一流转周边
土地70亩、集体林地160亩，分两期建设。一期2017年投资
5000万元建成豫西民居小院、林间木屋、轻钢民宿、帐篷等，能同
时安排70人食宿。设计风格以传统豫西院落民宿为元素，利用
周边天然森林资源，成为豫西山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一张
精品民宿名片。

据了解，“银洞河山庄”精品民宿项目，每年让吕村集体经济年收益13万
元，9户搬迁群众年户增收4500元，20多名群众成为管理和服务人员，当地的
土蜂蜜、土鸡蛋、山野菜、手工馍等成为抢手货。

“千万工程”在洛宁落地生根，使吕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变化。从昔
日的“破败不堪”到现在的“世外桃源”，吕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

跑出加速度 确保高质量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
阳通讯员何铸）“乡里专门请了理
发师傅来为我们理发，真是太周
到了，这头发一理，看上去显年轻
也精神。”9月9日，在罗山县庙仙
乡中心敬老院内，理发师傅仔细
为老人洗头、剪发，还与老人唠家
常。

据了解，为提高敬老院的服

务水平，该乡在改造提升硬件服
务设施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文关
怀”，成立了院务委员会，设立膳
食小组、卫生小组、安全小组，聘
任了3名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人
员任管理人员，全面落实院长负
责制和护理人员责任制。

敬老院坚持每月召开一次膳
食会议，征求老人意见，定制每周

菜谱，不断改善老人饮食；建立住
养老人健康档案，实行医护人员
定期上门医疗服务，老人生病时，
包车送老人看病，安排病号饭；大
力开展孝善敬老文明志愿活动，
号召志愿者、爱心人士等参与关
爱老人行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美德，让老人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

老年食堂让老人食无忧

老年助餐服务暖心暖胃

温情服务呵护幸福晚年

“绣花书记”的“针”故事

昔日撂荒地 今日丰收田

芝麻果盈枝 增收节节高

严格把关 锻造过硬党员队伍

9月18日，在商
城县鄢岗镇“三多堂”
传统毛底手工布鞋有
限公司，女工正在制
作虎头鞋。该公司采
用“公司+非遗工坊+
农户”的管理模式，在
周边3个县7个乡镇
设立鞋底收发网点，
带动上千名农村留
守妇女在家门口就
业。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李新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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