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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动力

张金岭作为二七区樱桃沟村党总支书记，
近年来，带领“两委”班子坚持生态立村、产业富
村、文化兴村，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乡村振兴之路。

破瓶颈创“AAAA”种下“梧桐树”
樱桃沟村原来叫石匠庄，沟深坡陡、交通闭

塞、发展落后，周边群众常说：“好女不嫁石匠
庄、不打石头就打夯，种了樱桃没法卖、一年四
季响叮当。”为改变这一现状，张金岭带着干部
群众“背着馍、带着水，腰上别着樱桃枝儿”，每
天到火车站宣传“樱桃”。后来大家共同商议换
一个村名，就把名字改成了樱桃沟，乡亲们高兴
地说：“樱桃红了，咱们的生活也红火了。”

2014年，樱桃沟村借助“美丽乡村”建设这
一“春风”，把改善生态作为第一要事来抓，全村
老少齐上阵，清垃圾、拆旱厕、治污水、美环境，
仅用9个月时间，就打造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
区。“中原樱桃之乡，徒步创意天堂”的名片逐步
打响。

抓产业抗洪灾 筑牢“压舱石”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樱桃沟村党

总支一班人，积极招商引资，引进艺术园区、农
民画博物馆、特色民宿等项目上百个。张金岭
还带领村组干部每人拿出25万元先行入股，引
进社会资金5000万元，建成全国首家沉浸式夜
景灯光秀。2017 年以来，年均接待游客 153
万，最高年产值突破亿元。

眼看着一切都欣欣向荣，可是特大暴雨给
村庄带来了致命打击，张金岭亲眼看着投资
8000万元的奇幻王国项目，仅开业四天就毁于
一旦、道路全部冲毁、到处一片汪洋。村民刚刚

看到的希望，就这样随水而去。是继续带着大

家负债前行，还是等待救助就此躺平？张金岭

把自己关在屋里想了两天两夜，想到背后2000

多双期盼的眼睛，最后决定：干！只有干，才有

希望！于是，张金岭和“两委”干部分头找党员、

找代表，想法子、鼓干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重建樱桃沟！

正领着大家干得起劲时，张金岭突然接到

母亲病危的消息，大家都劝他回去看看，但此刻

他的耳畔响起母亲的话：“你是支书，是主心骨

啊！”在这关键时刻，张金岭含泪坚守在重建一

线，最终也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283 天，全村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战天斗

地，景区全面恢复、奇幻王国重新开业、卡丁车

公园强势入驻、107个灾后重建项目全部完工，

百废待兴的樱桃沟正涅槃重生。

兴文化强治理齐心创“五星”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刻，省委提出“五

星”支部创建，为张金岭打了一针“强心剂”，他

和“两委”班子持续发扬“坚定信仰、忠诚为民、

敢于斗争、勇于担当”的“二七精神”，围绕创建

目标，实行“一委员一颗星，一星一专班”，创新

“三强、四严、五度”三项举措，用好“好婆婆、好

媳妇”“五美庭院”评选等特色载体，做优大舞台

直播平台、做强淘宝百强村，真正把文化兴起

来、把人心聚起来，把美好家园建起来。

“我坚信，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在全

体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安居乐业、民富村强

的美好蓝图必将实现。我也衷心地欢迎各位到

樱桃沟走一走，看一看，共同鉴证，我们绘就的

美好生活新画卷。”张金岭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记者 李娜 实习生 姬瑛蕾

“作为曾经的国旗班战士，我会像守卫国旗那
样，当好北高庄发展的护航人。”——这是登封市中
岳街道北高庄村党支部书记孙少奎常挂嘴边的一句
话，在他的带领下，北高庄村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
庄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北高庄村背依嵩山，紧邻中岳庙和卢崖瀑布景区，
卢岩寺、乾隆御笔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众多。虽然守
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北高庄村却长期享受不到红利，
眼看就要成为空心村。2018年，随着乡村振兴集结号
的吹响，孙少奎回村竞选，立志干出一番天地。

以文凝心走稳文旅兴村路
要想发展好，找准路子很重要。
北高庄村在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美丽乡村

工作专班调研指导下，确立了文旅兴村的发展战
略。美好的蓝图怎么落地？村里一致认为，私搭乱
建是影响高品质发展的顽疾，以前多次动议整治，都
没弄成。孙少奎觉得不能再拖！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村民高德明老两

口，多年前在村口空地盖了两间小屋自住，门口摆摊

卖饮料，怎么劝他都不愿跟子女住。这时，恰好市里

要在北高庄村建嵩山驿站，孙少奎就多次找市里相关

部门协调，先把高德明老两口的小屋规划成旅游公

厕，再让他们去管理，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能把违建

拆除。就这样，在他的带领下，北高庄一户一策，党员

干部带头拆，有困难的群众先解决困难再拆，可谓是

下足了绣花功夫，仅用10天时间，就顺利拆除42处、

9000平方米违建。在拆违基础上，完成了村庄全域改

造和1500亩景观彩化林、嵩山驿站等项目建设。

如今的北高庄，一户一庭院，一处一美景。

以文兴业 打好强村富民牌
乡村要振兴，既要有好环境，更要让群众腰包鼓。

为借助外力加快发展，孙少奎找到一位煤老
板，但没说几句，人家就说：“我是个打窑的，文旅项
目我怕做不成。”面对婉言相拒，他没有灰心丧气，
拿着村庄规划和项目资料，一趟又一趟地跑，谈前
景、谈规划，邀请他和家人来村里游玩，沉浸式体
验，亲身感受村庄的魅力和发展前景。老板被他的
诚意打动了，决定投资两个文旅项目。

为促成项目落地，孙少奎带领“两委”干部成立
项目服务专班，列出施工协调等12项服务清单，全
程服务代办。38天后，隐舍、知宿两个精品酒店项
目正式落地动工。在其带动下，又先后引进了嵩坳
山居文创中心、二十四节气博物馆、卢鸿草堂等 15
个文旅项目。村民看到希望也心动了，先后建成精
品民宿、特色餐饮20余家。

经过四年多的发展，村集体年收入由每年不足
1万元增加到2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两番。

以文化人 绘出惠民幸福图
民风是最大的软实力，家风是最好的传家宝。
近年来，北高庄村围绕“感党恩、传德孝、促和

谐”主题，开办“德孝文化大讲堂”，邀请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郭光俊、十佳孝贤王春玉等现场分享，传递
正能量。建设“嵩山坳国学院”，利用假期举办“论
语千孝进万家”活动，弘扬耕读传家精神。在传统

节日开展“千人包粽子”、农民丰收节等活动，定期

评选“星级文明户”“最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不

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北高庄村在孙少奎的带领下一天天发展起来，

村民的日子也渐渐红火起来。今后，他将以更加坚

定的信念，团结带领北高庄村的父老乡亲，持续探

索乡村振兴的“北高庄模式”，以“五星”支部创建为

引领，带领全村父老砥砺奋斗、逐梦前行。

本报记者 李娜 实习生 姬瑛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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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政策送上门
帮解创业资金难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尚尉）“目前，上街区创业担保贷款
主要有 2种，其中针对创业者个人
的，贷款期限最长三年，最高额度为
40万元，符合条件的话最多能申请
三次。针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期限
最长一年，最高额度 300万元。”近
日，上街区人社局小微企业创业担
保贷款工作专班到郑州星辉塑业有
限公司、郑州同发磨料有限公司、郑
州盛河磨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上门服

务，现场详细讲解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为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上街区人社局小微企业创业担
保贷款工作人员介绍了上街区创业
担保贷款工作情况，并且宣传了小
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新优惠政
策，并现场解答了创业者关于贷款
贴息政策的相关疑问。“政策直接

‘送上门’，对我们这些有贷款需求
的小微企业来说太贴心了。”一家公
司负责人表示。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自实行以
来，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针对我
区小微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
急需资金周转的情况，我们积极与
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全面启动小微
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的审核发放工
作，采取上门服务一站式便捷办理
方式。短短几天时间已为小微企业
发放担保贷款 340万元，新增带动
（吸纳）就业9人。”上街区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出台十措施送出“大礼包”
本报讯（记者 张立）近日，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出台十条

措施，送出助企纾困“大礼包”。
目前，新郑市已经实现不见面开标、智慧评标、跨省域远程异

地评标、专业分类评审、交易手机办等招投标服务。去年新郑域
外企业投标5068次，占比84.81%。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减轻企
业负担，新郑市招投标领域再次出台助企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保函（保险）替代现金缴纳投标保证金，根据中
标企业信用等级确定履约保证金缴纳比例，中标贷和政采贷，免
除工业用地挂牌出让中竞得企业公证费，全省数字证书（CA）互
联互通等。扩大跨省域远程异地评标项目范围比例，出台交易主
体“负面清单”提升交易公正度，对保障城市运行必需、企业生产
经营急需项目开辟绿色通道等。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李四信 文/图）7月 3日，
雨后的郑州，空气湿润清爽。上午11点 30分，位于新郑

市龙湖镇纬三街的一家面店座无虚席，前来吃饭的食客
大多穿着环卫工装，难道是环卫工“包场”了？

“今天是我们小店开业一周年的日子，为了表达对
你们的敬意，再次请你们吃午饭。”店老板吴亚伟说，去
年饭店开业的时候，也没请乐队敲锣打鼓举办店庆活
动，而是把省下的这笔钱，用来请辖区的环卫工人吃免
费大餐。

在场的环卫工纷纷向热心的店老板表示感谢。新
郑龙澄环卫管理员李婷说，这两年饭店生意不太好，可
面馆的老板还是请环卫工吃饭，令人感动。

据介绍，店老板吴亚伟今年 34岁，初中毕业后学习
厨艺，去年的7月 3日，他在新郑开了这家手擀面店。由
于疫情影响，一年来虽没什么盈利，但他仍决定在周年
店庆时，再次请辖区环卫工人吃顿午饭。

“只要我这个店开着，每年的 7月 3日，都会请你们
来吃饭。”吴亚伟向环卫工再次发出了邀约。

高新区国家级众创空间达16家
本报讯（记者 刘地 通讯员 曹庆海）记者日前从郑州高新区

创新发展局了解到，科技部公布 2021年度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名
单，高新区共有 3 家众创空间成功备案，占全省备案总数的
15.79%。至此高新区国家级众创空间达16家。

近年来，郑州高新区坚持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双创载体，创新
资源不断集聚，孵化能力不断提升，创新生态不断优化，双创载体
建设取得了优异成绩。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双创载体80个，其中
国家级载体30个，占比37.5%。

在双创载体建设过程中，高新区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源头培
育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从注重载体建设向注重主体培育
的转变，从注重企业集聚向注重产业培育转变，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不可或缺的“创富源”和“就业源”。

2021年，区内44家众创空间总收入10018.3万元，其中服务
收入为 3818万元，投资收入为 3523万元，众创空间使用总面积
为 17.86万平方米，提供工位数为 10818个，众创空间服务人员
数 461人，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场次为 592次，当年新注册企业数
为596个，当年服务创业团队总数为1469家，当年吸纳毕业大学
生数量为1217人，当年大学生创业团队和企业数量为818个。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昊 孟晶晶 文/图）为进一步
推进暑期文旅消费的热潮，激发文旅消费潜力，7月 2日晚，由郑
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管委会、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中
牟县商务局、大孟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中牟县“暑期文旅消费
季”暨电影小镇“摩登星河夜市”启动仪式举行。

据了解，“摩登星河夜市”是电影小镇拓展产品业态的新尝
试，打造的10家帐篷市集、20家后备厢集市、15个餐饮花车汇聚
了数十种文创、近百种特色美食。不仅有地方传统特色餐饮，更
有备受青睐的网红产品。同时，多种亲子游乐项目可参与体验、
乐队嘉宾现场表演让游客夏夜的用餐体验更有魅力。

“摩登星河夜市”的开市也意味着中牟暑期文旅消费热潮的
正式掀起。

同时，为配合郑州市文旅行业发放文旅消费券活动，鼓励全
县景区、电影院、KTV、民宿等场所通过企业让利、纷纷推出了消
费券礼包、优惠套票等方式，让利于民，真正让文化旅游发展成果
惠及更多群众。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亮 文/图）消防指战员赴
汤蹈火，舍生忘死火灾现场抢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这些不
顾个人安危、不怕牺牲的英雄，才是最亮的“星”。为表达对他
们的谢意，7月 3日，中原区文化馆联合郑州市书法家协会行
书委员会举行了“送文化进基层”活动，走进中原区消防救援
大队，为消防指战员现场创作优秀书画作品，以字画抒真情。

送文化进基层

走访+帮扶助企快发展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李明）6月底至 7月初，南阳新村

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带队深入辖区 20余家重点企业，开展“夏送
清凉”走访慰问活动。街道备足多重礼，以“企”而不舍的服务，不
断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街道采取走访+帮扶等方式，与企业负责人进行面对面交流，
共同为企业的经营状况、未来发展规划和遇到的困难把脉问诊，
共谋良策。

街道走访时送出了 20余份循环扇礼盒，助企业做好防暑降
温。困难是暂时的，服务是永恒的。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表示将
切实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服务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平台，及
时帮助企业享受政策红利、实现供需对接，促进企业更好发展、转
型升级，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伟萍）为落实“万人助万企”工作
要求，为企业打破当下困局，为镇域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近
日，荥阳市贾峪镇多措并举，以扎实
的工作为企业解忧纾困。

明确目标。该镇党政班子成员

在走访过程中，收集企业经营面临
的问题并建立台账，将问题的解决
明确到人；对能够解决的问题，立即
给予帮助，对需要上级支持的问题，
及时反馈，确保问题解决到位。

形成合力。该镇整合各方资源，
通过现场走访、座谈等方式，助企解

决诸如环保、复工复产、疫情防控等
问题。统筹做好辖区内臭氧百日攻
坚以及企业达标排放与企业复工复
产，主动邀请企业相互学习观摩经验
交流，想方设法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
度，为企业的转型发展创造条件。

突出成效。通过深入排查，多方
协调，截至目前共收集解决企业生
产、用工、融资贷款、用电等方面的问
题59件，问题全部解决。

问需于企解忧纾困 “摩登星河夜市”点亮电影小镇

张金岭（中）在田间地头调研 (资料图片） 孙少奎（左二）查看工程进度 (资料图片）

新郑面馆老板情暖环卫工——

“只要店开着，每年店庆都请你们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