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征三议两公开”
——群众下单 政府接单

由于管理不善，绿云小区内的各
项基础配套设施老化严重；绿化带变
成了私家菜园；私搭乱建、私拉乱扯
电线现象特别突出；人行道变成了菜
摊、烧饼摊；车辆乱停乱放；特别是小
区中间的垃圾堆更是恶臭不堪……
曾经的高档小区成了“老破旧”，与
20年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群众的怨声载道，新一届社
区党支部班子成员决定对绿云小区
进行全面改造升级，升级过程中，社
区全面深入运用“一征三议两公开”
工作法，把改造的话语权交给小区居
民，大家商量着来。

项目启动后，党支部书记罗丽琴
带领一班人与党员代表、业主委员
会、设计公司，采取逐户走访、集中
座谈、拉家常等形式广泛征集群众
意见，累计走访入户 800余次，集中
征集意见 12次，征集群众意见建议
800 余条。“改什么，怎么改”，绿云

社区党支部坚持“群众需要什么就
完善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
么”，每次小区有需要调整改造的地
方，社区、居委会都会召集居民代表
一起讨论。

在小区改造过程中，党支部还充
分考虑居民的兴趣爱好和实际需要，
比如：得知一位 80岁的老人爱种绿
植，于是就在他家窗前栽种了一棵香
樟树，但几天后，老人的子女到社区
反映‘老人身体不好，香樟树影响采
光’。党支部根据这一情况又赶紧把
香樟树移到了其他地方，补栽了低矮
的花草。

小区改造的每一项工作，从实地
“放线”到施工，从整体环境绿化到一
棵树的栽种，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让群众参与其中。小区居民郑先生
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社区党支部跟
我们的距离拉近了，我们参与社区大
事小事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共建共治共享
——从“社区管理”走向群众自治

“我们践行‘党建引领、民生优先、多元参与、共
治共享’的理念，采取‘一期试点、分期推进’的方
式，形成了‘党建引领、联系群众下单、党委政府接
单、多元参与做单、共治共享结单’的‘一领四单’
模式。”绿云社区党支部书记罗丽琴介绍说，根据
群众需求，绿云社区改造采取政府投资，企业、物
业公司多方参与的资金模式，打造了“一门一路一
里四中心”，实施楼院环境改造，主要解决水通、路
平、灯明、行畅、景美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在社区党支部的带领下，绿云小区充分发动居民
群众，成立了绿云小区楼院党支部，聘请 4名党员担
任楼院长，设立 8个楼院党员岗，同时，组建了以党员
为主体的业主委员会和环境保障、治安巡查、矛盾调
解等 3支党员志愿服务队，以榜样的力量逐步引导群
众自治。

从“社区管理”走向群众自治，绿云小区实现了共
建共治共享，拆除违法建筑近千平方米，“三线”入地，
环形小径、停车场地全部建成。改造后的小区实行东
进西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使用栏杆隔
离，实现人车分流，一个充满活力、美丽、文明、和谐的
绿云小区显得处处生机盎然。

十大先锋党支部之二七区淮河路街道绿云社区党支部

担当，一枝一叶总关情
本报记者 李娜 曹继慧 文 廖谦 图

位于二七区淮河东路与淮南街交
会处的绿云小区，是上世纪90年代郑
州最早的一批商品房小区，曾接待过
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被称之为“绿化
最美丽小区”，其建筑品质荣膺“国家
鲁班奖”，然而历经数十年的风雨沧
桑，绿云小区变成了群众苦不堪言的
“老旧小区”。

新一届党支部领导班子上任后迎
难而上、主动担当，以“一领四单”为举
措，用活“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最
终浴火重生，成为全省“百城提质”的
样板，被中组部评为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十大案例，国家和省市多家媒体广
泛宣传，百十个观摩团莅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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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不 忘 本、造 福 一 方 。
他放下经营多年的企业，拿
出积累的千万资金，带领群
众打井、修路、恢复山体、建
设新农村、发展实体产业，筚
路蓝缕，砥砺前行，用十年的
艰苦奋斗，把昔日一个穷山
沟变成了今天的赛江南。

他，就是乔宗旺，男，汉
族，1955 年 11 年出生，2006
年 9月入党，新郑市龙湖镇泰
山村党支部书记，第十三届河
南省人大代表、第十四届郑州
市人大代表。先后获得河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优秀

“双强”党支部书记、“河南省
最美村官”等荣誉称号。

说起 2007年前的泰山村，因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满目石头山而不见一棵
树，成为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民出门都不敢也不愿说自己是泰山村人。

当年，走出泰山村在外经商的乔宗旺事业正如日中天。有一天龙湖镇领导
突然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够回村带领乡亲共同致富。

“钱是赚不完的，家乡虽然穷，但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和我血脉相连，有我
的至亲好友，如果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有尊严地提起自己是泰山村人，我这一
生足矣。”乔宗旺说。

于是，乔宗旺放弃多年打拼的产业，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回村当起了村支部
书记。

可是如何干、怎么干却成了难题？搞工业吧，交通不便，外边的人不愿来，
村民也无法一下从农民向工人转型；搞农业吧，缺水成了最大问题，村民生活用
水都要到外面肩挑驴拉。

最终，村“两委”班子经过反复讨论，确立了“以孝治村、生态富村、文化强
村、旅游活村、实干兴村”的发展思路。

乔宗旺从修路打井干起，村里没有钱，他个人先后垫资近千万元，修建了
“三环八纵三放射组组通”公路20多公里，打了14眼深井，建成了1座自动供水
厂和2座污水处理厂，彻底解决了群众的出行和吃水问题。

以前的泰山村因为群众挖石头卖钱导致山体破坏，山上有 100多个大坑。
为了守住绿水青山，乔宗旺带领群众恢复山体200多亩，对4000亩荒山沟进行
绿化，栽种各种树木40多万株。

在老村改造中，群众最初担心房子盖不起来，不愿拆，乔宗旺就用自己在龙
湖镇的多套房给老百姓做抵押，承诺房子盖不好就把自己的房子抵给老百姓，
并且自己等所有群众都住进新房后再搬进去，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目前，全村 90%以上的群众都住进了独门独院两层洋房，家家户户免费用
上了自来水、天然气。而乔宗旺按照之前的承诺，至今还住在村委会里。

为解决群众致富问题，乔宗旺探索出“旅游+”的发展模式，建成黄帝会盟、
山顶游乐园等景区，带动饮食、娱乐、服务全方位发展。

目前，在培训、旅游、养老三大产业带动下，形成 20多个小产业配套发展，
创造2000多个就业岗位，3亿的集体资产，5家集体公司并行运作，实现年产值
近2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万多元。

现在的泰山村，村在林中建，房在林中现，水在村中流，人在绿中行，有乡土
情怀，有农村追忆，有美丽乡愁，既有城里的生活品位，又不失农村的乡土韵味，
俨然成了北方江南。

本报记者 李娜 张玉东 实习生 许子初 文 廖谦 图

“陆上丝路”：共享机遇共创繁荣
郑报全媒体特派记者 武建玲 聂春洁 马健段天博 许婷婷 安璐 发自德国汉堡

共享之路让沿线人民得实惠

中欧班列（郑州）在汉堡共有三个车站，郑
报全媒体采访团来到其中的一个站点——德
铁集装箱货运站进行采访。记者赶到时是早
上8点半左右，货运站里已有不少卡车来来往
往，龙门吊也在忙着吊装货物，一派繁忙景
象。在这里，记者看到了喷有“郑州陆港”字样
的橘黄色集装箱。

德铁集装箱货运站订单操作员迪尔克
斯·约尔丹告诉记者，目前每周有两列班列
从该货运站发往郑州，也有两列班列从郑
州到这里。“近几年从这里发往郑州的班列
每 年 以 20% 至 30% 的 速 度 增 长 。 到 这 里
后，有的货物再通过海运、铁路、公路运到
德国中北部和北欧、西欧、东欧等地。”迪尔
克斯·约尔丹说自己经常购买的某品牌牛

仔裤就来自中国，他认为中欧班列（郑州）
运行很好，相信今后会发展更好，运输的货
物品种会更多。

在去汉堡采访的火车上，记者对面刚好坐
了一名曾在中国留学并生活工作过十多年的
德国小伙子，他的妻子是一名河南的姑娘。他
对中欧班列的开行给予高度评价，说目前在德
国能很方便地购买到来自中国的产品，这与中
欧班列的开通有很大关系。

如今，在郑州的超市里，市民也能很容易
地购买到来自法国的红酒、比利时的巧克力、
德国的牛奶和啤酒……在欧洲，来自中国的服
装、家电、小商品等也在丰富着当地人们生
活。以班列为桥梁，欧亚两洲的人们正享受着

“陆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的实惠。

从公元前 2世
纪开始，一个庞大
复杂的道路网络，
出 现 在 欧 亚 大
陆。它从繁华的
东方都市长安出
发，跨越中亚，最
终进入欧洲。我
们将这条古老道
路 称 为 丝 绸 之
路。在今天丝绸
之路的路线图上，
当年驼队行进的
路线，已经基本被
铁路交通线覆盖，
而且还在向两端
延伸。

如今，横穿欧
亚的“钢铁驼队”到
达欧洲后是怎样的
场景？德国民众如
何看待中欧班列给
自己生活带来的变
化? 汉堡当地时间
7月1日上午，郑报
全媒体“陆上丝绸
之路采访团”在汉
堡进行实地采访。

工人正在装箱准备运回中国的货物

繁荣之路带来发展新机遇

作为河南连接世界经济体的陆上通道，中欧班列（郑
州）由郑州出发，穿越中亚，抵达欧洲，打通了停滞多年的
亚欧经济动脉。依托郑欧班列“陆上丝绸之路”，通过加
强河南与欧洲地区在多式联运、物流和贸易等领域的合
作，让欧洲地区能够了解河南的技术和产品，也可以让河
南看到欧洲制造的特色，增进河南与欧洲的相互了解，让
河南和欧洲地区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下共同探讨
互利合作新机遇。

德国ZELL公司是一家货代公司，经常通过中欧班列
（郑州）运输货物。7月1日上午，在该公司1.6万多平方米
的仓库里，叉车正来来往往穿梭忙碌。从郑州运过来的阀
门、展柜等产品摆放整齐，已经包装好的一批欧洲产品即
将启程运往郑州。仓库外的空地上，特种运输设备正在用

“巨手”灵巧地“抓”起郑州陆港的集装箱，进行搬运作业。
该公司总经理克里斯汀·文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相比海运成本低但用时长和空运用时短但成本高，不
少客户会选择成本和时间都居中的铁路运输，加上郑州的
区位优势和辐射力，中欧班列（郑州）运输的货物在该公司
代理的货物中占有相当比重。“一些客户宁愿多花些钱也
要选择中欧班列（郑州）运输货物，一方面是运输时效有保
障，基本上在14天左右；另一方面是货物还有GPS定位，
客户可以通过有关系统及时查询货物流信息。”与郑州国
际陆港公司合作四年来，通过中欧班列（郑州）运输的货物
量一直在增加，公司对双方合作的前景十分乐观。

抓住“陆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商机，中欧企业在自身
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密切着两地的经贸合作。

希望之路未来定会更出彩

作为全国开行最早的中欧班列之一，自 2013年 7月
18日到今年6月 30日，中欧班列（郑州）已累计开行2283
班，总累计货值 101.01亿美元、货重 107.94万吨，在数十
个中欧班列线路中综合运营成效居于前列。目前，该班
列欧洲线路每周开行去程九班、回程九班，中亚线路每周
七班，东盟线路每周二班。

记者在汉堡采访期间，中欧班列（郑州）的运营方
——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岩刚
好也在欧洲出差。据康岩介绍，目前中欧班列（郑州）目
的站从一个到延伸至欧洲、中亚和东盟六个，出入境口
岸由唯一的阿拉山口拓展至多口岸、多线路运营，连通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多向枢纽，实现了国际物流多向布
局；境外核心集疏网增至 9个，二级集疏中心增至 14个，
辐射范围不断扩大；货物种类日益丰富，涵盖飞机、汽
车、机械、食品、生物制品、精密仪器等几千个品类；合作
伙伴增加至近 4000 家，业务也从最初单一货运班列运
输，到多式联运、运贸一体、国际冷链、跨境电商等多业
态链条式融合发展。

下一步，如何更好地推进“陆上丝绸之路”建设？
康岩表示，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将继续提升欧洲线

路班次，中亚和东盟实现往返常态并持续加密，持续扩
大境外业务辐射区域；拓展多口岸出入境，着力实现经
绥芬河至欧洲的国际班列常态化，实现东西南北和东
北五个方向的口岸出入口；持续推进多线路开行，在巩
固现有欧洲线路（德国汉堡、慕尼黑和比利时列日），中
亚线路（阿拉木图、塔什干）和东盟线路（越南河内）基
础上，持续加密，实现东盟—桂—郑—欧线路班列常态
化运营，开辟西欧、南欧、中亚、东盟等新线路，加强对
接“海上丝绸之路”，加快布局面向海港的海铁联运物
流通道网络。

据悉，该公司还将依托班列运输通道以及陆港公司
遍布中亚、东盟、俄罗斯及欧洲的业务网络，全面开展跨
境电商和国际贸易，推动形成“以运带贸、以贸促运”的良
性产业互补发展格局，并在开展B2B业务的基础上，创新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型O2O电商模式，推动跨境电商和
一般电子商务上下游产业有效连接，实现郑欧班列“运贸
一体化”转型升级。

连“海路”，接“网路”。可以预见，未来的“陆上丝绸
之路”作为一条造福欧亚人民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希
望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