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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经济稳经济 促发展促发展 强信心强信心聚焦聚焦 乡村产业发展之“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大家加把劲，争取今天把这些覆盖
的中药材薄膜全部揭开。”昨日，在登封市
石道乡上窝村中药材种植基地里，农户们
正在仔细揭膜，一株株长势喜人的中药材
冒出绿芽，破膜而出，田地间焕发出生机
勃勃的景象（如图）。

“俺村三面环山，村东部的隐士湖又
将村土地进行分割，于是我们就依山傍
水，发展中草药种植，春有连翘，夏有血
参、射干，秋有菊花，每个季节花开的时
候，还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既美化
了乡村环境，又带动了生态经济发展。”昨
日，在登封市石道乡上窝村半山腰，俯瞰
隐士湖周边风景，该村村支部书记兼村委
主任李占好介绍道。

上窝村位于登封市市域西南部，少室
山南麓，自然生态良好，属于山区丘陵地
貌，水域面积 580亩左右，典型的河川沃
地。2008 年，时任上窝村支部书记兼村
委主任李占好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带领村

“两委”干部立足实际，制定了上窝村地质
环境和土地恢复治理、生态旅游美丽乡村
建设方案。

“像我们这个年龄出门上班找工作也
困难，现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最关键的
是还可以照顾老人小孩，又能挣钱补贴家

用，一举两得。”村民杜小芳说。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依托当地独特的气候条件和良好的生
态环境，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通过建立
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引进企业

投资、土地流转和带动就业等方式，大力
发展种植中草药，为乡村振兴开出了致富

“良方”。
“先开沟再播种，然后追肥、洒水、覆

盖填埋……”山脚下的基本农田里，技术

员孙磊正手把手地教村民种植黄精树
苗。另一侧，村民们忙碌着对今春培育成
功的黄精树苗进行移植装车。

为加快企业转型，由资源型优势转为
农业产业优势，该村还专门成立了登封市
土鑫种植专业合作社和登封市润鑫养殖
合作社，以“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
模式，由支部、村委统一流转村民土地交
给合作社经营，村民以土地入股，收取租
金等形式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监督实现
双赢。截至目前，全村 496户，现入社户
496户，占总户数100％，每年可增加务工
人员收入15000元。该村2019—2020年
连续两年被评为登封市产业发展红旗村；
2021 年被评为登封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登封市土鑫种植专业合作社获得省级示
范社称号。

“未来，我们会继续按照规划，依托上
窝村全域旅游，将合作社打造成自由采
摘、休闲观光、绿色种植、科学实验的主题
生产基地，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最
大化，突出上窝村山水田园特色，打造上
窝村特色品牌，给全村老百姓创造最大的
财富，争取把上窝村建设成山清水秀、环
境优美、生活富裕、人民安康的美丽乡
村。”李占好说。

中草药种植开出致富“良方”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赵晓聃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郭涛）23日下午，新密市
平陌镇白龙庙村广场前，村民们早早搬好
凳子坐在舞台前，一场由新密市豫剧团演
出的戏曲下乡活动马上开始了，“今天是演
出的第三天，还是场场爆满，群众对我们传
统文化的兴致非常高。”新密市豫剧团团长
袁广伟说。

近年来，白龙庙村紧紧抓住新密市打
造全域旅游示范区、乡村振兴引领区的契

机，充分发挥绿水青山生态优势，坚持基础
设施提升和村民文化生活两手抓，打造宜
居宜乐宜游美丽乡村，开发美食、果蔬采
摘、观光休闲等多种旅游项目，探索农民致
富、农村振兴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据介绍，在镇党委政府、市水利局和帮
扶单位郑州报业集团的协调下，白龙庙村
实施总投资 450万元的国家水土保持重点
工程，对沟河道进行整治，营造水土保持

林，项目完成后可实现“三步一潭五步一
瀑，岸边绿树成荫，溪水湍流叠翠”的生态
成效；修建双向两车道的盘山旅游大道，贯
通村内鸡冠山、西流泉、大雁岭、侯家坪等
自然景点，预计年底将全线贯通；投资 50
余万元对全村供水管道进行加固完善，彻
底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问题，为产业发
展奠定基础。同时，联合新密市豫剧团在
全村开展蕴含原汁原味乡土气息、民风民

情和人文底蕴的文艺演出，唱响主旋律，弘
扬正能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利用生态优势和
文化优势，开展游乐区、餐饮区、住宿区、娱
乐区等四区建设，积极打造游泳、爬山、垂
钓的特色旅游项目，让我们的村民腰包鼓
起来，精气神提起来，激发建设家乡内生动
力，全身心投身到乡村振兴的发展中。”白
龙庙村党支部书记表示。

新密市白龙庙村

依托青山绿水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陈金铭）“银行负责人细致讲解各
种融资产品并给予优惠，解决了我们不懂政策和缺少资金的难题。”
5月 23日，在上街区济源路街道组织的政银企金融对接会上，参会
的一家企业负责人高兴地说。

济源路街道“万人助万企”服务专班近日在走访企业过程中，了
解到辖区企业普遍存在缺乏发展资金，想融资却不了解相关政策的
问题，遂与交通银行上街支行沟通，搭建政银企交流平台，组织辖区
26家有需求的企业参加政银企金融对接会。

会上，交通银行上街支行相关业务负责人向参会企业详细介绍
了该行信贷系列产品、企业准入条件以及业务办理流程，并现场接受
咨询，开展对接服务。参会企业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融资需求。该
银行还为餐饮个体等小微用户制定了“转角遇到爱——餐饮福利季”
专项活动，根据每个用户的特点量身打造个性方案，助力餐饮业发
展。截至目前，已有7家企业达成初步融资意向。

“此次政银企对接会既为急需资金的企业解了燃眉之急，也为我
们今后开展此类助企活动积累了经验。”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以此为契机密切政银企合作，帮助辖区金融机构提升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的保障水平，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共同为辖区企业发
展提供金融支持，努力构建互信、互利、互助的良好格局。

搭建平台促对接
引来“活水”助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通讯员 丁云凤）“希望每一个学员都能通
过培训学到好技能，通过镇里的好平台找到好工作，再通过创业带动
咱们更多村民就业！”5月 24日，惠济区花园口镇负责同志走进农民
技能培训学校，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的责任，与学员聊培训、
谈就业、拉家常，为第九期电工班的学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就业指导培
训课。

课堂上，该镇负责同志认真了解学员对课程设置的意见建议，面
对面交流就业创业思路，并通过成功就业学员的真实案例，激发大家
参加技能培训、就业增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增一技之长提升对社
会的贡献。在场的学员都说讲得很实在、很有触动，纷纷表示要学好
技能，为全镇经济发展贡献一份社会责任。

据了解，为高质量开展好技能培训，该镇以“万人助万企”为抓
手，常态化实行党员干部“开班动员＋跟班学习”制度，让每名学员准
确定位自身的责任、了解培训的意义、掌握就业的技能，带动就业增
加收入，构建稳定和谐社会，助推经济发展。

近年来，该镇始终坚持大抓农民技能培训，高质量推进“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建设，成立了镇级农民就业培训学校，今年以来更是将
培训开到了群众“家门口”，陆续在石桥村、花园口村、南月堤村等开
设了 9期电工、面点培训班，培训学员多达 400余人次，就业率 90%
以上。

培训班开到“家门口”
带动就业增加收入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鲁庆华 许晨晨）为不断提升企业
帮扶实效，金水区兴达路街道使出浑身解数，倾力解决企业困难。

该街道辖区共有26家“四上”企业，涵盖房地产、服务业、工业等
多个领域。为充分了解企业的发展需求，办事处定期召开座谈会集
体办公，集中帮忙。同时又实地走访，根据企业的产业布局、优势特
色和发展需要，协助企业获取政策帮扶。在河南清大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街道负责人认真倾听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探讨解决办法，当起了政策宣讲员，宣传惠企相关政策。

街道还为企业“搭台”，组织了多场招聘会，并通过村广播、微信
群、发放宣传彩页、条幅等宣传途径，不断扩大企业招聘知晓度，为企
业和求职者搭建全方位的就业招工平台，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难”。

截至目前，共走访企业 26家，走访企业 46次，解决问题 7件，组
织精准招聘8场，中小企业培训2场。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刘颖）“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的？”走进巩义市永安路街道便民服务大厅，便能看到工作人员面带
微笑，主动上前服务，询问群众办理事项，告知办理流程和所需材料，
并积极宣传小马代办帮办、上门服务、延时服务等特色业务。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巩义市永安路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多措并
举，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打造标准化与人性化相结合的精品服务。

为切实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利民惠民，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积极引导辖区办事企业群众，通过手机下载“郑好办”APP或通过
河南政务服务网站，线上注册申请营业执照，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办理完成后直接到街道大厅领取即可，简化规范了办事流程，提升了
群众办事体验度。

永安路街道全力打造“便捷服务，精准高效”的营商环境服务品
牌，结合实际推出多项特色便民服务，方便企业群众办理业务：提供
咨询导办服务，大厅设置志愿服务引导员，协助有需要的办事群众填
表、领办。推行“免费邮寄”便民服务，群众在外地可以选择邮寄方
式，足不出户即可收取各类审批结果。开通绿色通道，专门为老年
人、残障人士、孕妇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无障碍”陪办服务。提
供上门服务，如残疾证、老年优待证、低保等业务可为辖区老年人、行
动不便的办事群众提供预约服务，上门办理。

办好服务“小窗口”
优化营商“大环境”

企业有困难
政府倾力帮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
员 张国强 文/图）五月麦飘香，杏
子压枝黄。眼下，荥阳市环翠峪景
区杏花村里，金灿灿的杏果挂满枝
头，硕果累累，散发着阵阵果香。

走进杏花村，村间小道和村
民的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杏树
上挂满了红黄相间的杏果。杏园
里，颗颗杏果挂满枝头，闪烁着醉

人的光芒。站在杏园高处远望，
一幅“层层绿叶如浪翻滚，串串红
杏缤纷摇曳”的美丽景色令人久
久难忘。

杏花村因为有数百亩杏树而
得名。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土质优
良，杏花村的杏要比周边地区早成
熟一个多星期，而且杏果个头大、
光泽度高、口感细腻。近年来，当

地多次举办杏花节、杏子采摘活
动，提高了农民种植杏树的积极
性，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我们杏花村，不仅有满山
的野山杏，还有村民田间套种的
杏树，现在杏果大量成熟，欢迎大
家来采摘品尝游玩。”环翠峪风景
名胜区杏花村党支部书记王海超
说道。

杏花村里杏子黄杏花村里杏子黄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王垚 张旗龙）昨日，记者从二七

区获悉，该区申报的《创新“学讲评”机制，打造机关党建新标杆》党
建创新案例，获评全国“第六届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优秀案例
奖，系全省唯一获奖县区。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中国
浦东干部学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组织人事报社自
2022年 1月始，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基层党建创新”为主
题，面向全国开展第六届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经过
网上展示、专家推荐、结果公示等环节，最后推荐评选出基层党建
创新最佳案例和优秀案例共100个。

今年以来，二七区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聚
焦区委“两大工程”“双轮驱动”“两篇文章”发展路径和目标方向，
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组织作用，大力实施年轻干部“壮苗增穗”行
动，以“共建美好二七 争当出彩先锋”为主题，持续深化开展“学讲
评”活动，举办党的二十大精神、“万名党员进党校”等专题培训班，
围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标准化组织、常态化落实、制度化
推进，切实把“学讲评”活动打造成为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载体、关键抓手和生动实
践，推动全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理论水平、履职能力得到全面提
升，努力培养锻造一支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
建设现代化美好二七新征程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二七区“学讲评”党建
创新案例获全国优秀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冉红晨 陈迎昕）5月 23日，中牟
县人社局社保大厅工作人员接到湖南籍尹某打来的咨询电话：“我
想咨询一下，我的社保关系早年间在中牟，现在想在广东定居退
休，路途太远不方便过去，我的社保关系可以直接转移吗？”工作人
员通过查询发现本地社保系统中尹某身份证号与其所报身份证号
不符，遂询问其相关情况。

经业务后台相关负责人辗转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尹某的人
事档案，同时综合研判后为其做了身份证号变更。

业务受理后，大厅工作人员及时给其回电话告知其业务办理
进度，并且将剩余转移业务一一作了解释和电话指导，尹某连连道
谢，说道：“你们真的帮了我大忙了！”

今年以来，中牟县人社局社保中心以“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为出发点，以“互联网+社保”技术手段，在“网上办”“掌上办”的
基础上继续发力，推出高频业务“电话办”暖心服务。

中心驻县政务数管局大厅社保窗口每日安排专人负责业务咨
询电话接听，依托河南省社会保障信息系统，通过手把手、一对一
全程指导参保企业、群众网上办理参保登记、企业UK、打印个人信
息查询单等多项社保业务，确保参保企业、群众听得懂、会操作、能
办成，实现业务办理零材料、零跑腿、零等待、更便捷。

为了使参保企业、群众既“解近渴”又“纾远忧”，社保中心以
“纾解企业急难愁盼，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探索“集成服
务”模式，创新推出社保业务“邮箱办”举措。依托“数据赋能”，结
合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在办事流程上“简化”、业务材料上

“减化”。

高频业务“电话办”
跨省服务“零跑趟”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曹英汉）近日，荥阳市高村乡邙
山村开展以移风易俗为主题的道德评议会，村民代表汇聚一堂，聆
听道德的故事，沐浴道德的洗礼，品味道德的力量。

本次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围绕移风易俗开展了唱歌曲、学模
范、诵经典、一堂一善事等环节，讲述家风故事，学习优良家风，传
递家庭文明，彰显家庭美德。进一步加深村民对“道德评议会”的
认识理解，努力引领广大村民自觉做移风易俗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达到“评议一件事、教育一群人、影响一大片”的效果，助力乡风文
明建设。

活动结束后，村民纷纷表示从歌唱中振奋了精神、从故事中收
获了感动、从经典中汲取了养分、从活动中领悟了真谛。要向优秀
典型学习，积极投身到高村乡“精神美”的文明实践中去。

道德评议会倡导新风尚

5月25日上午，
中原区林山寨街道
百花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联合郑州
市红十字会、龙腾三
社联动社工服务项
目，共同特邀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骨
科专家开展“关爱健
康 幸福生活”健康
知识讲座。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移风易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