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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记者走近郏县冢头镇，探
访这座千年古镇的神奇魅力。千年古
镇，依然保留着那份沧桑凝重的历史
感。悠远的历史，静默的建筑，交织成

“小上海”独特的气质。她，像一位内涵
丰富、典雅宁静、婉约秀丽的女子，既显
露出一种古风遗韵，又表现出一种现代
雅韵，展示着与众不同的风姿和特色。

每到一处，都是一幅风景；每走一
步，都能读出一个故事。初夏的冢头，如
一首浪漫的诗，如一幅动人的画，如一本
迷人的书，轻轻地，撩人心绪。怪不得，
在我市只有冢头镇被国家住建部、国家
文物局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冢头始建西汉，有 2200 多年的历
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地处许

（昌）洛（阳）古道，明清时期发展成为豫
西重要的商贸名镇，有“日进斗金”之盛
况，被誉为“小上海”。

“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冢头的生命
力。对老街实施保护性开发，不让老祖
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在我们手中丢失，
让人们来到冢头有逛头、有看头、有讲
头、有听头、有玩头、有想头。在小城镇
建设中，我们重点保护改造好古镇，致力

于文化城镇建设，为子孙后代多留遗产、
不留遗憾。”镇党委书记鲁延锋说。

精心规划、彰显特色。近年来，冢头
镇党委、政府按照“特色经济强镇、历史
文化名镇、商贸宜居重镇”的发展定位，
大力实施小城镇提质工程，将古镇保护
与新城建设相结合，聘请郑州大学城市
规划设计院高标准规划小城镇发展框
架，使镇区形成了“三纵四横、三园二区”
的建筑格局。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产生小城镇聚
集效应的“催化剂”，是城镇化发展的基
础条件。冢头镇先后投资 1200 万元对
该镇区主干道黄阜大道、金孟线镇区段、
环镇南前石路段两侧进行升级改造，开
发了“小上海”住宅小区和“兰河水岸”住
宅小区；修建下水道 3.5千米，铺设人行
道马路彩砖2.2万平方米，栽植行道绿化
树 2000 余棵，安装不同风格的路灯 200
余盏，修建文化健身广场3个；建大型垃
圾处理场一座，配备垃圾车6辆，洒水车
一台。不断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深挖地
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不断改善群众居住
环境，城镇魅力指数节节攀升。

城镇发展“三分建七分管”。按照

“建管并重”的原则，该镇成立了城镇
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坚持突击整治与
抓源头治理相结合，严格管理与提升
居民素质相结合，专业队伍管理与广
大群众参与相结合，标本兼治。为健
全完善小城镇管理长效机制，引入了
城镇规范的物业公司对集市、镇区主
要街道和窗口部位实行全天保洁，垃
圾日产日清，不留死角。同时还按设
计对老街进行保护性改造，在镇北柿
园河段和镇南湾王河段筑坝 3 座用以
蓄水，并清淤、绿化、亮化。

农业方面，结合本地优势，积极鼓励
发展特色农业园区。利用市场化理念整
合扶贫资源，在特色产业园区建设中，该
镇大力发展蔬菜、烟叶、苗木和中药材等
产业，让农民获得土地流转、务工工资等
多种固定收入，并规划出以北 郎庙为
中心的绿芦笋种植农业园区，以达理王
为中心的百座蔬菜大棚农业园区、高庄
温室农业园区，以前王庄为中心的无公
害蔬菜种植基地，以龙湖湾苗木公司为
龙头的花卉苗木种植园区，以蓝育为中
心的烟叶种植园6个特色产业园区。园
区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10000 多个，
通过建立科学完整的产业发展与贫困群
众利益联结机制，为贫困群众搭建就业、
增收平台。

工农衔接，以工促农，高效循环经济
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亮点。以特色产业
园区为载体，该镇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在
农民与企业间形成产业链。2014年，郏
县圣光集团药材种植公司在柏坟周村建
中草药种植基地，种植丹参、白术、夏枯
球、板蓝根等2000多亩。村民以土地入
股，一份地三份收入：租金、工资、分红。
全村300多村民变为工人。省创佳食品
有限公司在该镇集中流转土地 5000 余
亩，然后再把土地转租给农户，用于建设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公司统一
为农户提供种子、施肥、技术指导、成熟
采收服务，按照合同进行收购，产品直接
销往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去年，农
民种植毛豆每亩收入比卖干豆子收入高
一倍多，种植甜玉米比种植普通玉米每
亩增收1000多元。北 郎庙村120户村

民种植 1000 多亩绿芦笋，基地实行“五
统一”（统一供苗、统一施肥、统一犁耕、
统一施药、统一收购），有保护价兜底，1
亩地纯收入 83000 余元。在冢头，园区
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引爆点”。

特色产业园区不仅改变了农业发展
方式，而且已成为贫困户增收致富的主
渠道。各园区优先让贫困户进入特色产
业园区和龙头企业打工，改变传统的“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习惯，使其成
为既收地租又拿工资的“双薪农民”。李
根娃是该镇拐河村农民，妻子残疾，女儿
痴呆，家里3亩地流转给诚农农场，他在
场里长期打工。谈起“双薪”，他高兴地
说：“原来一直想走出去挣钱，又要种家
里的地，还得伺候她娘俩，实在走不开。
现在好啦，每年不动手收地租 1800 元，
每天在农场干些采摘瓜果、喂喂鸵鸟的
活儿，每月工资 2000 元，一下子脱了
贫”。

在小城镇建设中，该镇通过优化环
境、招商引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发
展上来。把项目引进列为“一把手”工
程，层层分解招商任务。圣光集团、河南
煤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河南创佳食品
有限公司、平顶山鼎盛机械有限公司、腾
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纷纷在冢头
安家落户。目前，该镇形成了以医用制
品、机械制造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导
的支柱产业。工业经济占镇域经济的比
重由过去的 45%提升到 72%，已成为镇
域经济的主导。过去，冢头人都去广州
打工挣钱，现在近 70％都回来了，在家
门口企业当工人。

发展商贸流通业，是镇域经济强筋
健骨的好途径。该镇顺势打造了百货一
条街、餐饮一条街、家具一条街等专业市
场。精明的外地客商看到了商机纷至沓
来。如今你在冢头镇区走走看看，大超
市一个挨一个：重庆名牌家具、苏州丝
绸、上海服饰、青岛电器……美食招牌，
让人目不暇接：陕西泡馍、四川麻辣火
锅、兰州拉面、沙县小吃……温州的李彩
凤女士说：“来这里做生意真算来对了，
2013 年我刚来时租了 3 间门店卖服饰，
就雇了 3 名营业员。去年门店扩大到 6

间，营业员已雇 6 名，还是忙得不可开
交，我计划再开两家连锁店。”据统计，
去年以来，全镇新增商户300多户，门面
房开业率在 90％以上，镇区人口达 1.6

万人。
千年古镇，商贸名镇，宜居大镇，正加

快发展步伐，散发出迷人的气息……
本报记者 温书功 文/图

冢头：千年古镇焕发第二春

抓班子，用“精兵强将”充实基层；带
队伍，激发基层干部积极性；转作风，把

“有形”资源化作“无形”服务……今年以
来，郏县白庙乡党委跳出党建抓党建，积
极构建“党建+”新模式，把党建工作融
入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探索
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融合，构建以党建
为引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的新机制，促
进美丽乡村、环境整治、脱贫攻坚、社会
管理等各项工作全面提升。

“党建+脱贫攻坚”,“加”
出精准脱贫新步伐

“ 扶 贫 工 作 组 为 李 水 聚 家 捐 了
10000元，并申请了危房改造资金，帮忙
盖起了 3 间房，还帮忙安排他女儿就近
务工，既能挣钱，还能顾家，让他家脱离
了贫困。”说起白庙乡宁庄村贫困户李水
聚家一年来的变化，宁庄村党支部书记
叶建军深有感触。

2016年以来，白庙乡把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作为助推脱贫攻坚的最强力
量，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由驻村第一
书记、市县帮扶单位党员干部、乡村党员
干部和群众党员代表组成扶贫工作队，
建立“班子包村、干部包户、党员引领”的
定点帮扶制度。根据贫困户实际情况和
党员干部能力特长，采取“一帮一”或“一
帮几”的方式，对所有贫困户结对帮扶，
精准扶贫到户到人。以党员为基础建立
合作社，把帮扶单位的资金以合作社股
权的方式分配给贫困户，吸纳贫困群众
到合作社务工，“工资+分红”实现贫困
群众脱贫不反弹。把电子商务引入党群
综合服务中心和站点，改造升级 8 个村
党员群众综合服务站，在全乡25个服务
站点建设电子商务终端，实现群众不出
村就能够“卖全国，全国买”。

2016 年，该乡实现 57 户 234 名贫困
人口如期摘帽，省级贫困村宁庄村整村
脱贫，郏县扶贫攻坚现场会在宁庄村召
开，扶贫攻坚取得良好效果。

“党建+美丽乡村建设 ”，
“加”出美丽白庙新面貌

该乡广大党员干部把党建活动激发

出来的热情转化为“忠诚担当干净干事”的
动力，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积极申报国
家级生态乡，在绿美净亮上用真劲、下功
夫，美丽乡村在全乡 24 个行政村整体推
进，目前已投入资金 250 余万元，出动机
械、车辆等 2000 多台次，投入劳力 7000 余
人次，栽植绿化树木 60000余棵，涂墙 8万
平方米，清理垃圾12000立方米，伐掉占道
树木 2000余株，拆除违章建筑 80余间，建
成乡村道路 12 公里。在搞好村容村貌整
治的同时，在全乡开展“文明卫生示范户”
评选表彰活动，进一步提升全乡群众的文
明卫生素养；以马湾新村被定为“河南省
2016 年移民乡村旅游试点村”为契机，以
美丽乡村建设为依托，打造全域旅游品牌；
各村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一村一品，一村
一景，一村一策”创建活动，彰显村庄本土
特色，让白庙乡处处皆风景。

“越是重点工作，越能体现村党组织的
作用和党员的担当，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我
乡大郭庄8名村两委干部，不分白天黑夜，
坚持在工作一线进行义务劳动，已投入义
务工 200 多个，为村里节省建设资金近
30000元。黑庙村组织党员开展义务劳动
3次，投工30多个。”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王应钦如是说。

“党建+污染防治攻坚”，
“加”出碧水蓝天新气象

在环境污染防治攻坚中，该乡以基层
党支部为核心，有效发挥组织引领作用，为
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坚强保
障。

该乡与各村党支部签订大气污染防治
目标责任书，实行属地管理和网格化治理，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制
度，明确村党支部书记负总责，村两委班子
全员参与，以制度约束确保目标任务的落
实，充分调动各村党支部书记抓牢环境污染
防治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实际工作中，该乡科学制定大气污染
防治方案，将任务分类细化至各个村和责任
单位，建立整改台账，组织机关、村党员干部
深入各村、各企业督促居民、企业、商户落实
环境污染管控措施，逐门逐户进行宣传，号
召居民自觉保护环境，迅速在辖区掀起大气
污染防治高潮。

截至目前，该乡共张贴、发放宣传页

3000 余份，出动机械 10 台次，清理各类扬
尘污染物 100余车，取缔煤炭销售点 2个、
预制场 5家、再生塑料厂 2家，通过环评验
收企业5家。

“党建+社会管理”，“加”出
平安和谐清正新常态

在社会管理工作中，该乡依托乡综治中
心和各行政村党支部，创新群众诉求调处机
制、社会治安防范手段、干部队伍管理举措，
推动白庙乡步入和谐平安清正新常态。

该乡党委、政府从全乡筛选出 6 名德
高望重、阅历丰富、公道正派的退休党支部
书记任白庙乡社会法庭的“法官”。同时，
从全乡 24 个行政村各选聘一名群众作为
村级调解员，负责本村不稳定因素排查及
化解工作，构建了“横到边、竖到底”的矛盾
排查调处网络。

在创新社会治安防范手段方面，该乡
着力打造人防+物防+技防“三防”工程，构
建全方位社会治安防控网络。组建乡治安
巡逻队和村级治安巡逻队，协同派出所民
警对辖区进行24小时治安巡逻；安装高清
摄像头，在中心社区设立警务室，对重点部
位、乡村出入道口进行实时监控。2016
年，该乡发生各类刑事案件 16 起，破获 16
起，实现了安全生产事故为“零”的好成绩。

该乡党委以“干部讲堂”活动和“民情日
记”为载体，在全乡营造务实重干、风清气正
的良好干事创业氛围。每位乡机关干部每
月需要围绕县乡工作重点轮流讲课；同时还
要求干部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把
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民情日
志”的形式真实记录，在全乡打造学习进取、
务实苦干、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基层工作的核心，
基层党员是推动工作开展的主力，只要我们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基
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找准基层党建与中
心工作的结合点和突破口，各项工作都能迎
刃而解。接下来，我们将以开展‘作风建设
年’活动为载体，促进干部在一线干事、问题
在一线解决、工作在一线落实，让基层党组
织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动机’，让基层党
员干部成为各项工作的‘助推剂’。”谈及白
庙乡的基层党建工作，白庙乡党委书记王团
伟深有感触地说。

本报记者 温书功 文/图

白庙乡：“党建+”为各项工作提供澎湃动力

牌坊

新民居

蔬菜基地

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

人居环境评比 夸贺文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