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镇紧紧围绕抓党建促发展、以

发展强党建这一主线，把基层党建作

为 统 领 基 层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导 航

仪”，汇聚发展力量，破解发展难题，实

现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

振，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知

行合一、学做结合，真正学有所思、学有

所悟、学有所获。近年来累计开展各类

主题党日、学习教育活动 1200 余场次，

思想政治建设得到进一步增强。

按照“三化”阵地建设工作要求，改

扩建村室 23个，新建 11个，配套完成党

员活动室、远程教育站点建设，基层党

组织阵地建设不断增强。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

抓小、防微杜渐，全面构建惩防长效机

制。认真“一岗双责”责任体系，开展

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微腐败问题

专项整治及村级财务审计等工作。近

年来累计整改问题 83 个、处理干部 29

人次，实现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

多数”拓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更加

有力，政治生态更加清明。

“接下来，长桥镇将继续围绕‘十

四五’发展规划，有序做好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通过明确目

标任务、创新发展思路、强化工作举

措，担当尽责、务实重干，奋力开创长

桥高质量发展绚丽篇章。”长桥镇镇长

李超强表示。

（本报记者 张鸿雨 通讯员 李世

举 李增强）

长桥镇始终坚持把乡村治理作为乡

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以有效的乡村治理

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该镇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每

周六持续开展全民义务大扫除，不断

巩固提升人居环境精品示范带建设成

果，示范带动常态化推进全域人居环

境整治，经过集中整治，镇村面貌焕然

一新。该镇先后获得省级文明村镇、

市级卫生乡镇等多项殊荣。

通过深入挖掘本地孝子坊、冯赞故

居、观音寺、唐代长桥驿、明清西长桥码

头等文化资源，保留古树、古井、古建筑

原貌，先后斥资打造了楼王农耕文化、

双槐赵乡愁文化、东谷刘廉政文化、黄

庄长寿文化为内涵的一批亮点示范

村。累计创建示范村、达标村共 27个，

完成户厕改造 2950户，修建文化广场、

游园94个，建设村史馆5处。

通过深化开展土地综合整治五步

走战略，持续打好规委会+综合执法

“组合拳”。近年来，共整治两部委交

办 违 法 图 斑 133 宗 228 亩 ；治 乱 拆 违

336 亩，打通断头路 36 条，收回宅基地

347 宗，将腾出的土地通过出租、外包、

置换等形式，拓宽村集体经济收入来

源，为村庄环境治理、产业项目落地提

供“源头活水”。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

色、低碳、循环经济，坚持问题导向，采

取铁腕手段，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巩固提升河湖“清四乱”成效，统筹推进

山水林田综合治理，持续开展国土绿化

行动，不断推进农田林网、围村造林、村

域绿化建设，有效改善环境质量，厚植

长桥绿色发展底蕴。

深入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充分发

挥村规民约积分管理自我约束、自我

管理的作用，常态化开展“四好一户”

“出彩长桥人”“美丽庭院”评选等活

动，共表彰 360 名榜样人物，评选“美

丽庭院”272 户。通过开展多种形式

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一步弘扬守

望相助、敦亲睦邻、孝老敬贤的传统

美德，营造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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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桥镇位于郏县城东 14 公里，总面积 50 平方公里，

辖 34 个行政村，61 个自然村，4.9 万亩耕地，5.8 万口人，

地势平坦，气候宜人，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大镇。长桥镇历

史悠久，文化厚重，境内有三国曹操“摩陂”大营遗址、清

代长桥遗址、西长桥古码头遗址、郏县古八景之首的蓝桥

春涨遗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窦堂孝子坊和刘楼观音寺，

众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人文故事滋养着这片土地。

“近年来，长桥镇始终坚持以党建高质量推动发展高

质量，立足自身优势，突出本地特色，以建设‘实力长桥、

宜居长桥、文明长桥、幸福长桥’为目标，以打造中原重要

的绿色食品产销基地核心区为抓手，聚焦产业培育发展、

人才队伍建设、基层治理完善、民生服务强化、乡村管理

规范，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现了全镇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长桥镇党委书记张世卿说。

党建引领促发展 凝心聚力谱新篇

长桥镇注重产业党组织建设，率先成立

了郏县第一家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协会和协

会党支部，通过党建引领指导农业经营主体

做大做强，现在已形成了“四基地一中心”的

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

该镇通过积极融入全县打造中原重要

的绿色食品产销基地这一战略，围绕“四基

地一中心”，坚持提质、扩规、赋能，加快推进

产村一体、多村一品、三产融合发展。

提质培优，夯实农业基础。依托东部烟

叶生产基地，通过土地流转、置换等方式，推

动王老庄等 15 个村发展适度规模的连片烟

方。目前全镇 7500亩优质烟叶已全部栽种完

毕。依托西部粮食生产基地，建设万亩绿色粮

食生产基地，推动良种、良机、良法、良田深度

融合，提升机械化、科技化、标准化种植水平，

主动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先后在这里成功举办

了全市“三秋”农机化生产暨全程机械化推进

现场会及全县农机操作技能安全大比武活动

等。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协会、党支部，带动全

镇农业经营大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

分区域培育特色种植示范区，实现一村一品、多

村一品，连片开发、规模发展。目前，全镇已初

步建成以坡河萝卜、强筋小麦、富硒杂粮、高油

花生、绿色果蔬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业种植示

范区 16个。

扩规增效，狠抓特色经济。依托南部富

硒高效作物生产基地，在原有 1000 亩富硒果

园、1600 亩杂粮种植基地的基础上，横向发

展集生产、加工、观光、采摘、研学、康养于一

体的绿色、高效、循环农业新路子。该基地

先后获全国粮食安全教育基地、全国巾帼脱

贫示范基地、河南省现代农业科普园等一系

列荣誉称号。目前，该基地杂粮、果蔬供不

应求，年销售额突破 1000 万元。依托北部农

副产品深加工基地，在原有基础上推动 1000

亩坡河萝卜、800 亩芥菜、5000 亩强筋小麦种

植示范区建设，引进饸饹面、豆腐菜生产线，

孵 化 出 干 菜 、蘑 菇 酱 、强 筋 石 磨 面 粉 等 产

品。目前，该基地已成长为集农产品种植-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生产基地。

赋能助力，促进新模式发展。依托中部农

业产业电商孵化中心，整合全镇农业产业资

源，将坡河萝卜、刘师傅瓜子、绿禾富硒水果杂

粮、郭薯记芥菜等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

直播带货、抖音短视频带货等新销售模式，销

往全国各地。去年电商平台共销售订单 15万

单，销售额突破 550 万元。今年，电商孵化中

心将以党建为统领，联合镇域企业合作社，建立

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推广新

模式，打造长桥特色土特产品牌。

“促提升”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强引擎”打造基层党建红色堡垒

“固根基”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长
桥
镇

扬帆奋进正当时 特色产业绘画卷

近日，记者走进郏县冢头镇，平坦宽敞的乡村道路、

景观宜人的美丽乡村、主题鲜明的游园广场一一映入眼

帘，一副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百姓乐的乡村振兴画卷

正在徐徐铺展。

冢头镇位于郏县东北部 13 公里处，总人口 6.4 万，总

面积 57平方公里，辖 35个行政村，51个自然村，是郏县“三

大古镇”之一，有着 2000多年历史。境内有国家级传统村

落 4个，享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重点镇、河南省民间

艺术之乡、河南省生态旅游示范镇等美誉。

“近年来，冢头镇紧跟形势，抢抓机遇，紧紧围绕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商业贸易重镇、特

色经济强镇’为发展定位，科学谋划、精准施策，突出重

点、统筹兼顾，以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突出抓好美丽乡

村建设、特色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壮大、文旅深度融合等

各项工作，不断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冢头镇镇长李磊说。

冢头镇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一切资源，凝聚

各方力量，为乡村振兴全面实施提供坚强

保证。

建好村“两委”和无职党员两支队伍。

冢头镇利用 2021 年村级“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为契机，因村制宜，一村一策选人，通过在

原有“两委”成员中优育、退伍军人中优选、

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中优召，圆满完成了换届

选举工作，扎实做好了软弱涣散村、后进村

整顿提升工作。目前，该镇 35 个行政村基

层党组织健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充分。同

时，该镇持续推进农村无职党员“一编三定”

工作，编员进组定岗位、定责任、定奖惩。全

镇 1720个党员户统一挂上“共产党员户”标

志，主动亮身份，接受群众监督，在工作生活

中当先锋、作表率、展作为。

坚持党员干部示范引领带动。为进一

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该镇推行“三队三

会”（党员先锋队、时代青年队、夕阳红服务

队；文明新风促进会、巾帼之家争创会、复退

军人联谊会）工作机制。每名村“两委”干部

联络 5-10 名党员，每个党员联系 20 名群

众，把每位村民纳入村民自治组织网格化管

理。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三队三会”“四组

一队”示范带动，村民群众积极参与，共同投

身美丽乡村建设，带动乡风文明大提升。

坚 持“4+2”工 作 法 。 对 村 内 重 要 事

务，严格实施“四议两公开”，过程公开透

明，群众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一约四会”和

孝善理事会作用，坚持用身边先进人物、典

型事迹教育引导群众；持续开展“五好家

庭”“五美庭院”“好媳妇”“好婆婆”“最美系

列”评选活动，激励广大群众对标先进、自

觉看齐。

坚持 开 展“ 党 建 +”观 摩 评 比 。 近 年

来，该镇逐步探索建立了“党建+N”重点

工作推进制度，把党建与重点工作评比相

结合，按照一听干部汇报、二看工作实绩、

三查档案记录、四评工作成效的方式，先

由村党支部书记、包片领导汇报，再由镇

党委书记、镇长点评，后让观摩人员打分，

从中找差距、学先进、理思路、明方向。

目前，该镇已打造高标准村级党群服

务站 32 个，创建基层党建示范点 13 个，实

现了党建信息视频系统、广场、文化站、卫

生室、远程教育站点等场所全覆盖，基层

组织建设不断加强。

近年来，冢头镇大力倡导“美好生活、

共同缔造”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党员

干部带头，发动群众广泛参与，不断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乡村颜值得到有效改善。

坚持规划引领发展。高标准谋划乡村

振兴暨农村人居环境示范带，突出抓好“一

二三四”工程，即一区二路三水四带建设，

对镇区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级，规范镇区秩

序，提升镇区形象，促进镇区商贸繁荣；创建

一流四好农村示范道路，打通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中轴线。近年来，该镇共新建、改造四

好农村路 103.2公里，高标准整治县道、乡道

等主干道 10条，打造精品路域环境线路 42.9

公里，铺就乡村振兴“快车道”；突出抓好蓝河

沿线 10个村的水系贯通建设，把水系做活、

做细、做美，写好生态乡村“水文章”；打造东

南西北 4个乡村振兴示范带，培优做大区域

特色产业，以点带面促提升。截至目前，冢

头镇共建设游园、广场 62处，创建人居环境

省级示范村 1 个、县级示范村 17 个、达标村

10个。

深化土地治理成果。该镇按照郏县土

地管理“四步走”要求，稳步推进拆旧复垦、

“双违”整治、一户多宅治理、宅基地超占面

积治理等工作，先后治理土地问题 3993 宗

158.56 万平方米，打通断头路 61 条，拆出的

废砖、旧瓦、红石等就地二次利用，硬化排

前道路，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游园广场，有效

提升了人居环境。同时，该镇还建立了规

委会运行制度，建立了常态化土地管理机

制。通过一系列土地资源综合整治工作开

展，盘活了村内闲置资源，改善了人居环

境，壮大了集体经济，助力了乡村振兴。

挖掘文化元素符号。冢头镇深度挖掘

历史文化、传统建筑、特色饮食、孝廉文化

等方面的优势资源，把美丽乡村建设与文

化元素符号挖掘深入结合，打造有乡愁、有

内涵、有韵味的美丽乡村。结合各村实际，

因地制宜融合村史乡情，发掘民俗乡土文

化、农耕饮食文化、明清古建文化和民间

工 艺 等 多 重 价 值 ，找 准 文 化 元 素 符 号 抓

手，并激活、保护、传承和弘扬，以文化振

兴不断增加美丽乡村的内涵，充实美丽乡

村的文化体验功能，让乡村资源优势转换

为发展优势。陈寨村薄姬孝文化展馆，李

渡口村史馆、农耕文化馆，柿园村孔子学

堂、村史馆，花园村和北街村农耕体验园

先后建成。

冢头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干部带头、

先试先行，群众参与、抱团发展，强化股份

制经济合作社作用发挥，实施民办、民管、

民受益互助性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利用土

地入社、互助资金、农机服务合作等，发展

订单农业，对接高效特色种养项目，实现统

购统销，带动集体经济发展。

李渡口村以旅游富民为主线，活化利

用“古村落”资源，2020 年成功创建为国家

AAA级景区。该村创新实施“三变改革”，组

建资产、土地、劳务、旅游、置业五大股份制经

济合作社，成立村投公司，吸引旅游开发单

位、个体投资 1500余万元，村民入股互助金

150 万元、土地 1084 亩、房屋 176 间、劳务 56

户。2020年全村合作社产生效益 56.7万元，

114名社员分红受益。

花园村以村级股份制经济合作社为主

导，流转土地 60 亩，投资 30 余万元，新建果

蔬大棚 19座，种植羊角蜜、礼品西瓜等高效

果蔬农产品。该村从订种、育苗、种植、施肥

到采摘、销售都由合作社统一管理。村两委

会干部、农户认领大棚，包干到人，参与者按

照收益多少进行分红，每个大棚一季儿下来

净利润 1.5万元左右。

柿园村“两委”自筹资金 28 万元，流转

土地 20 亩发展村集体经济，建蔬菜大棚 12

座种植长豆角。进入采摘旺季后，豆角一

天摘一次，一座大棚一天能摘 1000 公斤，

采摘后直接被超市收购，亩均收益 3万元。

此外，冢头镇充分发挥镇域内大德广

生物科技、远航实业、聚鑫源蔬菜加工、胜

康食品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由镇政府牵

头，村集体参与，农户对接企业签订保底收

购协议，打造了以中草药、特色蔬菜、优质

大豆种植为主的高效农业示范基地，农民

亩均增收 2000 元左右。

“冢头镇将在上级党委坚强领导下，

团结和带领全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万众一心、真抓实干，奋

力谱写冢头镇乡村振兴新篇章，以优异的

成绩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冢头镇党委

书记鲁延锋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通讯员 张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张鸿雨摄

建设美丽乡村 镇村面貌焕然一新

发展特色产业 三农基础更加稳固

坚持党建引领 基层根基更加坚实

冢
头
镇

长桥镇通过加强乡村“人才库”建设，着

力打造一支有技术、讲团结、讲奉献的乡村

振兴人才队伍，努力形成人才、产业、资源汇

聚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该镇 通 过 建 立 本 地 在 外 优 秀 人 才 服

务联络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优秀人才信息

库 ，加 强 与 在 外 人 士 感 情 联 络 和 信 息 沟

通，宣传推介家乡发展，做到以情感人、以

情 招 人 。 目 前 ，共 培 育 吸 引 各 类 人 才 610

余人，成功吸引返乡人员创办了平顶山麦

香 食 品 厂 、中 中 畜 牧 、东 坡 茶 点 等 实体经

济 14家，辐射带动周边 780余人就业务工。

大力实施“头雁”工程。通过“走出去、

引进来”为镇村干部提供多种培训锻炼的机

会，切实解决一些镇村干部存在的眼 界 不

宽、知识面窄、思维僵化等问题，进一步提

高镇村干部科学谋划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 能 力 ，着 力 打 造 一 支 群 众 信 任 、信 念 坚

定、作风过硬、清正廉洁的镇村干部队伍。

目 前 ，该 镇 先 后 组 织 镇 村 两 级 人 员 320 人

次，深入青岛寿光、周口扶沟、叶县龙泉等

地学习，开阔视野、理清思路、凝聚共识；邀

请市、县农业专家开展各种形式的授课活

动，先后培训 1200 人次，不断提高镇村干部

和广大群众的生产技能和发展水平。

建立完善“企业帮建村”新路子。在产

业基础条件较好的郑桥、李常庄等 10 行政村

开展“企业帮建村”试点工作。一个企业对接

一个行政村，企业总经理担任村内荣誉党支

书、村主任，为村“两委”融入发展产业的思

想，引导群众积极融入企业发展链条，激发干

部群众干事创业热情，增加村集体收入。

“添活力”激发乡村振兴人才潜力

↓魅 力 长 桥 绿 意 盎

然 李世举 摄

↑生态种植硕果累累

↓美丽乡村美如画

↓拐河村一角

李利国摄

↑孝善文化劲吹

文明新风

↓产业发展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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