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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腹地，一湖如眸。
中牟雁鸣湖倚枕黄河之滨，以 5000亩浩

渺水域为笺，将天地灵气泼墨成画。晨曦初
绽时，湖面薄雾似纱，揉碎金芒的朝阳跌进涟
漪，惊醒了芦苇丛中打盹的白鹭——它们振
翅掠过菖蒲帘幕，惊起一串晶莹露珠。湖堤
蜿蜒如卧龙，浓荫匝地的槐林与碧波私语，偶
有野蔷薇探出身来，粉白花瓣飘向泛舟的游
人，惊起满湖碎银。

这片曾为沉沙池的土地，早已褪去岁月
的痕迹，让黄河的雄浑与湿地的灵秀在此私
语，每一朵浪花都藏着千年泥沙的故事，每一
根苇秆都摇曳着生态共生的诗篇。

缘起：湖名的诗意溯源

在河南中牟新区，镶嵌着一泓温润如玉
的湖泊——雁鸣湖。其名如诗，仿佛带着千
年的时光密码，从历史的幽深之处缓缓流淌。

雁鸣湖的前身，是 1995年河南省水利厅
精心规划建造的沉沙池，肩负着水利工程的
重任。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雁鸣湖水利灌溉
和沉沙功能逐步衰退，因低地积沙逐渐形成
湿地性湖泊。因大面积芦苇的生长，吸引了
大雁栖息，得名雁鸣湖。

雁鸣湖生态风景区是郑州东部面积最
大的水域和湿地，整个湖区由东湖、中湖、西
湖三部分构成。景区现有森林 9960 亩，养
殖水面 3500 余亩，蒲花荡 600 余亩，周围还
有 4000 余 亩 的 垂 钓 场 和 6000 余 亩 的 莲
池。78种水鸟在这里生存，是蒲苇的故乡、
鸟类的天堂。

雁鸣湖周围水草丰美，大片芦苇丛生，远
远望去，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在微风的吹拂
下，绿浪翻涌，层层叠叠。这里得天独厚的生
态环境，成为大雁理想的栖息之所。

每到春秋，大雁便成群结队而来。它们
嬉戏湖面时，长长的脖颈优雅地弯曲，在水中
探寻着食物。雁鸣声此起彼伏，或清脆如银
铃摇动，或悠扬似牧笛吹奏。

也正因如此，“雁鸣湖”这个充满诗意
与灵性的名字应运而生，它既是大自然生
灵灵动的写照，更是岁月赋予这片土地最

浪漫的馈赠。

四季之景：岁月的斑斓画卷

踏入雁鸣湖景区，浩渺的水域广阔无
垠，湿地如绿色绒毯，将湖水温柔环抱，尽显
柔情。湖堤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垂柳依依。
湖中的水草繁茂，蒲芦成片生长。白鹭、大
雁、天鹅、水鸭、野鸳鸯等鸟类，在这里找到
了理想的家园。它们或在水面悠然游弋，身
后拖着长长的波纹，宛如在湖面上绘制着流
动的画卷；或穿梭于芦苇丛中，觅食嬉戏，偶
尔发出欢快的鸣叫；或展翅翱翔于天际，身
姿矫健，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尤其是白
鹭，当它突然从芦苇丛中腾空而起时，修长
的双腿和脖颈舒展，在天空留下一道美丽的
弧线，引得游人驻足，沉醉于这灵动的自然
之美。

春回大地的时候，湖边的柳树最先感知
到春的气息，嫩芽悄然绽放。小草也迫不及

待地从土里探出脑袋，嫩绿嫩绿的，星星点点

地铺满大地。野花也这儿一丛那儿一簇，红

的似火，热烈奔放；黄的如金，璀璨夺目；紫的

若霞，神秘梦幻。湖水泛起层层涟漪，鸟儿从

南方归来，在枝头欢快歌唱，构成了一幅如诗

如画的绝美画卷。此时的雁鸣湖，处处洋溢

着生机与活力。

夏日的雁鸣湖成为人们避暑的绝佳胜

地。湖面上，荷叶密密层层，铺满整个湖面。

荷花在荷叶间亭亭玉立，姿态万千。微风拂

过，荷花随风摇曳，阵阵清香扑鼻而来，令人

陶醉不已。岸边的树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人们或坐在树荫下悠闲地聊天；或躺在吊床

上，享受难得的惬意时光。偶有几只蜻蜓掠

过水面，点起一圈圈涟漪。此时的雁鸣湖宛

如一幅色彩明艳的水彩画，展现着夏日独特

的魅力。

金秋时节，雁鸣湖染上了一层绚丽的金

黄，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湖边的树木，叶

子渐渐变黄。湖中的芦苇花在风中轻轻摇
曳，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此
时，大雁开始南飞，它们从湖面上空飞过，嘹
亮的鸣叫声划破长空，仿佛在向这片栖息过
的美丽湖泊深情告别。

冬天的雁鸣湖宛如一个梦幻般银装素裹
的童话世界。当雪花飘落，整个湖泊渐渐被
冰雪覆盖，宛如一面巨大的银镜，熠熠生辉。
湖边的树木也披上了一层厚厚的洁白雪衣，
玉树琼枝，在寒风中傲然屹立。偶尔有几只
水鸟在冰面上踱步，此时的雁鸣湖，宁静而祥
和，仿若一幅静谧悠远的水墨画。

人文底蕴：历史与现代的交织

雁鸣湖不仅拥有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
更蕴含着深厚浓郁的人文底蕴。

在雁鸣湖周边，流传着许多古老而动人
的传说故事。其中，孔子回车的传说最为著
名。相传，当年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在
这里遇到了奇童项橐，项橐三个问题难倒了
孔子，孔子非常谦虚地向项橐请教，并以项
橐为师，然后调转车头原道而返。历经千年
风雨，这个传说依然在中牟广为流传。周围
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诉说着那段久远的
故事，让人不禁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
家肃然起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抹厚重
的文化色彩。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雁鸣湖也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每年五一、十一假期，景区
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游乐项目和文化活动，
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感受浓厚的文化
氛围。

雁鸣湖，这颗位于中牟新区的璀璨明珠，
以其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绵长的人文
底蕴，深深烙印在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的心
中。在这里，人们可以远离城市喧嚣，感受大
自然的宁静与美好；可以聆听鸟儿的歌唱，欣
赏湖光水色的四季变换；可以追寻古老的传
说，领略悠久的人文历史；可以参与丰富的活
动，体验别样的欢乐与精彩。雁鸣湖就像一
幅永远欣赏不够的绚丽画卷，永远散发着璀
璨夺目的光彩。

雁鸣湖：鹭影湖光蕴万千诗意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李少波 王吴军 文/图

雁鸣湖美景如画

近日，全国第七届文明村镇评选结果揭
晓，新密市苟堂镇小刘寨村荣膺“全国文明村”
称号。这个位于岐伯故里、流淌着千年中医药
文明血脉的村庄，用“党建铸魂、生态塑形、文
化润心、产业强基”的创新发展模式，为全国乡
村治理贡献了一份亮眼的“中原答卷”。

党建强基，激活治理“一池春水”
小刘寨村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创新

构建“党员联户网格化”治理体系。村党委书
记杨国平带领党员干部，将理论课堂搬到田间
地头，用“带着泥土香”的乡音传递党的创新理
论。“庭院议事会”汇聚民智，“文明积分超市”则
将环境治理、移风易俗等18项指标量化赋分，
村民参与文明建设可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成
功激发自治内生动力，形成“党员示范、群众跟
进”的善治格局。近年来，该村矛盾纠纷调解
成功率高达98%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村、河南省基层治理创新示范村。

生态塑形，点染绿水青山新底色
小刘寨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通过强力推进“六清六改”人居环境整
治，累计拆除违建2.3万平方米，建成8处生态
游园和5公里景观步道，生活污水处理实现全
覆盖。村内盘石山被精心打造为集登山健身、

林下经济、生态研学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园，增
绿面积超5万平方米。创新的“岐黄+”生态经
济模式，让300亩道地药材种植园与生态景观
相映成趣，实现了“药在景中长，人在画中游”
的生态蝶变。

文化润心，深培岐黄文明厚土
作为《黄帝内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小刘

寨村深挖文化根脉。历时三年修复古戏楼、古

牌坊、药王亭等历史遗存，留住美丽乡愁。精

心打造的“岐黄文化传承工程”浸润村民生活
——二十四节气主题墙绘长廊融合农耕智慧，

“孝贤文化节”已连续举办八届，累计为全村
300多位 70岁以上老人发放红包及米面油，
弘扬孝道新风。由非遗传承人领衔的盘鼓队、
秧歌队和少儿舞狮队让古老艺术焕发生机。
村委委员组建的“和事佬调解队”更运用传统
智慧化解纠纷80余起。

产业夯基，拓宽共同富裕之路
坚实的产业是小刘寨发展的引擎。村内

聚集 20余家企业，形成纸品包装、全屋定制、
装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提供就业岗位超600
个，年上缴利税 1000多万元。2024年，新建
的1600平方米电商直播中心为集体经济再添
动力。强劲产业支撑下，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
定在 35万元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9
万元，“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在
此铺展。

在村“两委”干部“工作到一线，不见成效
不罢休”的精神引领下，小刘寨村坚持高标准
常态化治理，从垃圾分类宣传到电动车有序停
放劝导，从绿化带养护到楼道杂物清理，村庄
环境实现美丽蜕变。夜幕降临，实践广场上舞
姿翩跹，盘鼓铿锵，文明新风正吹拂着这片古
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岐黄故里绘就文明新画卷
本报记者 郭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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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企无缝衔接
解决融资难题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郭少亭）为支持小
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中原区金融工作服务
中心聚焦辖区实际，构建“1+10+N”融资矩阵体系，推
行“专班对接+网格走访+定制服务”模式，通过进园
区、进楼宇、进商圈、进社区、进企业，实现银企“无缝
衔接”，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针对小微企业“缺抵押、缺数据、审批慢”的堵点
卡点，区金融工作服务中心联合银行金融专班组建服
务小队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送
来源头活水。“我们通过‘金融顾问驻点+普惠服务站’
模式，开展金融惠企精准服务专项对接活动，为企业
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中原银行建设路支行普惠
金融部负责人介绍，专班已举办政策宣讲会 10余场，
覆盖企业350余家。

河南秉中健康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经营
着多家大药房，中原银行为其量身打造收单服务方
案，并给予额外政策补贴，同时实现微信零费提现，并
引入智能对账系统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效率。“通过
对接会我们的运营成本得到降低，这样的金融服务贴
心又实用。”企业负责人表示。

融资慢、手续繁、成本高制约着小微企业发展，
为此，区金融工作服务中心鼓励金融机构针对小微
企业需求，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便利性，各金融
机构积极推出“园区贷”“小微企业机制贷”“区域
贷”“企采贷”“外贸闪贷”等产品，满足不同企业融资
需求。

针对河南昱峰医疗科技产业园内多家企业面临
融资瓶颈，区金融工作服务中心召开“银行+园区”洽
谈会，开创“银—园—企”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园区“整
体授信+企业分项”支用模式，银行制定“一企一策”融
资方案，建立“主办银行+金融管家”双轨服务机制。
目前，3家企业通过“园区贷”融资1000万元。

自 2024年 10月机制建立以来，中原区支持小微
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已完成申报企业 17166家，推
荐企业 16589家，授信企业 15548家，授信总额超177
亿元，贷款总额超159亿元，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监督服务双轮驱动
破解企业痛点堵点
本报讯（记者 王翠）为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

一公里”，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丰庆路街道坚持问
题导向，构建起“营商环境办公室主导推进、街道纪工
委监督保障”的工作格局，以“监督+服务”双轮驱动，
精准破解企业发展中的痛点、堵点。

营商环境办公室持续牵头开展“万人助万企”系列
活动，对规模以上企业实行包保责任制，定期实地走访
企业，精准推送各级惠企政策，组织专题政策解读会；
同时对辖区小微企业开展全覆盖摸排走访，梳理辖区
企业融资需求、经营特点及发展堵点，形成《企业融资
需求清单》，为企业精准画像；搭建银企融资对接桥梁，
携手郑州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与55
家辖区小微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推动银行定制“一企
一策”融资方案，实现供需两端精准适配，让需求与服
务“双向奔赴”。

街道纪工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开展
常态化监督，严查惠企政策落实“中梗阻”、办事拖拉、
推诿扯皮等问题，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持续跟踪问
效，同时对破坏营商环境的违纪行为“零容忍”，典型问
题通报曝光，形成震慑。

“营商办是优化服务的‘先锋队’，纪工委则是清障
护航的‘保障队’。通过‘监督+服务’的工作模式，能
够有效提升街道服务企业的精准度和公信力。”街道相
关负责人表示。

传统文化进社区
一纸一墨绘春秋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郭婧怡

文/图）日前，中原区三官庙街道三官庙社区
会议室里墨香氤氲，一场以笔墨为弦、以文化
为韵的“有间书房”书法交流会启幕（如图）。

本次活动特邀书法老师，为社区居民讲
解书法艺术，指导书法创作。活动现场，书
法老师从执笔如执剑的微妙姿态，到运笔
似游龙的灵动技巧，将书法艺术的精髓如
抽丝剥茧般娓娓道来。参与者以笔为舟，
以纸为海，一笔一画临摹着经典字帖，在横
竖撇捺间触摸汉字的结构之美，在轻重缓
急中感受笔墨的韵律之妙。此刻，墨香与
心香交融，文化与灵魂共振，现场氤氲着浓
厚的文化气息。

自管会成为“主心骨”
登封“车库议事厅”激活社区治理高效能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张少杰 姚东浩）
“以前邻里之间交流少，大家有啥想法不想说也没地
方说，小区事务推进难，现在走进社区议事厅，大家
围坐在一起，啥事都能摆在桌面上说一说议一议。”
昨日，在登封市卢店街道东方经典小区，居民周大叔
向记者描述着小区里“车库议事厅”带给社区治理的
真切变化。

近年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登封市 77个
行政村陆续改为城市社区。但新社区却惯性延续着传
统乡村治理模式，条块协同不顺畅、群众诉求解决不及
时等问题曾一度顽固。为此，登封将“村改居”基层治
理工作纳入党建“书记项目”库，持续打造“街巷先锋+
小区管家”党建工作品牌，让“车库议事厅”里的热烈讨
论转化为小区治理的实在成效。

自管会成为群众“主心骨”。以党建“书记项目”引
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登封着眼于提高群众的认同
感、归属感，积极探索党建引领街巷小区自治模式。立
足构建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居民参与、多元共治机制，
社区党支部充分发挥引领、服务、保障作用，发动热心
小区治理、群众威望较高的商户和居民成立街巷、小区
自管会，经民主选举产生自管会主任并建立党小组，社
区党支部为其配备专职党建辅导员和网格员，实现组
织建设全覆盖、网格服务无死区。目前全市已有 29条
街巷、36个小区建立自管会，负责矛盾调解、环境整治
等工作。

空闲车库变成社区议事厅。如何增进邻里互信
互助、及时解决群众诉求？登封一些小区自管会发动
热心商户与居民，把他们的临街门店和闲置车库等搭
建成了自治议事厅，按照“每月一议、急事急议”原则
定期协商，进而依托“小板凳恳谈会”“郑好拍”“基层
网格化工作台”等渠道表达诉求。对于商户和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建立“居民点单、支部接单、街道协调”
模式，社区党支部协调街道、下沉网格单位和街巷、小
区自管会三家力量，对简单问题即时解决、复杂问题
限时解决。目前在登封，“薇亭话事”“焦河口之声”等

“品牌化”街巷小区议事厅已有 20余个，累计解决解
决企业诉求 12类 167 项、急难愁盼问题 920 个，群众
满意率 98.5%。

民生大台账兑现居民幸福感。为实现街巷小区
自治有序运转、常态长效，登封市制定完善《街巷小
区自治规章制度》《居民议事工作制度》《自管会工作
监督制度》《街巷小区文明公约》等制度，进一步推动
居民从基层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对于群
众提出的有利于全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
能治理的建议，街道报请职能部门逐一列入“民生大
台账”，打破部门壁垒、信息壁垒。通过搭建智慧停
车平台、推动城乡环卫一体化等举措，破解居民“停
车难”、小区“环境乱”等问题，累计对市区 153 个楼
院进行水电气暖改造，65 条背街小巷道路亮化照明
设施得到改造修缮，公共停车场达到 158 处 3.2 万个
泊位、新居民在享受新服务中，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提升。

“围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城市
转型发展目标，登封市将不断丰富‘书记项目’内容，持
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统筹推进街巷、小区
自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登封实践新篇章。”
登封市委相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