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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第二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对于郏县来说既是荣誉，更是压力和

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树立大抓旅游的

工作导向，为全县经济社会实现稳中有

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而继续努力。”1

月 6 日，谈及郏县去年底列入第二批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之事，郏县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副县长杨洪峰说。

郏县是一代谋圣张良故里，享有“千

年古县”和“中国铸铁锅之都”美称，拥有

郏县大铜器、姚庄回族乡金镶玉两个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及三苏园、

郏县文庙、郏县山陕会馆、临沣寨 4 个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建成两

家 4A 级景区，7家 3A 级景区。

近年来，郏县坚持“全域景观化、旅

游产业化”导向，尤其是在被确定为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后，郏县更是

把全域旅游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成立了县委书记、县长挂

帅的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指挥部，

研究解决全域旅游力量整合、品质提升

等问题。郏县突出规划引领，并与城乡

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充分衔接，与文

化、农业、水利、林业等深度融合，编制了

《郏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郏县全

域旅游规划提升方案》《郏县文旅产业创

新发展规划》等 30 余个专项规划，形成了

层次分明、相互衔接、规范有效的规划体

系。近 3 年来，全县累计实施文化旅游项

目 87个，总投资超过 66亿元。

在优化全域旅游发展环境方面，郏

县软硬兼修，通过加强路网体系建设、旅

游标志体系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使

“硬”环境更“硬”。2019 年以来，全县建

成县乡道路 443.8 公里，打造精品旅游线

路 6 条，开通旅游班线 3 条，通景公路全

面打通；通景公路入口、旅游景区入口全

景图、导览图、安全警示牌实现标志全覆

盖；建成标准化厕所 115 座；改造提升城

区重要路口 7 个，新改建停车场 15 个，沿

城区道路两侧划设停车位 11400 余个，投

放共享电单车 1300 辆，旅游服务水平大

幅提升。同时，郏县旅游“软”实力不断

增强。该县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共有中

国传统村落 19 个、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

村 15 个、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 3 个、休闲

观光区 3 个、三星级以上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 13 家、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1 个；建

成省市研学旅行基地 7 家，设置了三苏文

化、唐钧瓷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等

研学课程；打造特色街区 4 条，郏县饸饹

面、豆腐菜等特色美食、小吃遍布城区；

形成了铁锅、陶瓷工业游，长桥绿禾富硒

农业观光园、马头岭田园综合体、茨芭万

亩桃园、李口“山儿西”烟草产业园农业

游，三苏园、文庙、山陕会馆文化游，眼明

泉景区、红石崖景区生态游，堂街镇临沣

寨、姚庄旅游区、冢头镇李渡口、茨芭镇

山头赵民俗游，曹沟八路军豫西抗日纪

念馆、知青园红色游等特色品牌。

同时，郏县构建旅游综合治理机制，

成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组建旅游

市场监管、旅游警察、旅游巡回合议庭

等，严肃查处不合理低价游、二次收费、

强迫购物等行为，净化旅游市场环境。

2018-2020 年，全县游客接待量年均增速

33.73% ，旅 游 业 对 GDP 贡 献 率 提 高 到

10%、对就业贡献率提高到 14%，群众年

人均增加收入 353.4 元。2021 以来，该县

共接待游客 23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6

亿元。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以 全 域 旅 游 为 引

领，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面夯

实全域旅游基础，精心谋划文旅项目，加

快精品民宿发展，叫响‘豫味老家·乡愁

郏县’品牌，不断提升郏县的知名度、美

誉 度 和 影 响 力 ，书 写‘ 诗 和 远 方 ’新 篇

章。”郏县县委书记王景育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郏县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纪实

邂逅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今天

起，我开始担任乡人武部预建党支

部第一书记，责任更重了、担子更

沉了、要求更高了。我将加强对人

武部本级和各行政村的全面领导，

充分发挥党支部建在村上的优势，

督导压实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一肩

三挑’责任，建好用好‘一村一警一

连’联动机制，加强党管武装工作

力 度 ，推 动 基 层 武 装 工 作 落 地 见

效。”1 月 3 日，广阔天地乡党委书

记、人武部预建党支部第一书记陈

鹏说。

为贯彻落实省委组织部、省军

区有关通知精神，加强对乡级人武

部的领导，推动党管武装工作落地

落实，上月 29 日至 31 日，郏县人武

部 工 作 组 采 取 异 地 同 步 、逐 个 展

开、全员参与的方式，组织 15 个乡

（镇、街道）举行了人武部预建党支

部第一书记任职仪式。

仪式上，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

人宣布任职命令，县人武部有关负

责人一一颁发任命书，各预建党支

部第一书记作表态发言。会后，新

上任第一书记接受了任职谈话。

“参加完任职仪式，我深受鼓

舞。回去之后，我一定把自身感受

分享给所有民兵。我所在的吴村

是抗日英雄吴凤翔的老家，我们将

以吴凤翔纪念馆为教育载体，打造

‘吴凤翔普通民兵连’。今天的仪

式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我

将在镇党委、镇人武部党支部坚强

领导下，建强建好、管好用好普通

民兵连。”薛店镇吴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民兵连政治指导员吴

浩锋说。

郏县基层人武部预建党支部第一书记已任职

仪式教育进乡村 党管武装落一线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员

闫秋辉）“八一路水果市场已不适

应 市 场 发 展 ，我 们 在 前 期 谋 划 基

础上，和有意向的公司洽谈，有了

建设郏县美食民宿文化创意园的

初 步 概 念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在 街

道 的 支 持 和 指 导 下 ，稳 步 推 进 相

关 工 作 ，做 好 保 障 ，确 保 项 目 落

地，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上月 29 日下午，在龙山街道会议

室，参加 2022 年重点项目谋划座谈

会的西关街社区党支部书记艾宗

付说。

会上，街道负责人总结了 2021

年项目建设情况，通报了 2022 年谋

划的重点项目。各班子成员、各社

区党支部书记踊跃发言，为项目建

设建言献策、提供招商信息，促进

重点项目落地见效。

龙山街道坚持在项目谋划上

靠 前 一 步 、在 行 动 落 实 上 抓 深 一

层 ，推 进 项 目 建 设 顺 利 进 行 。 在

项 目 谋 划 上 ，该 街 道 围绕特色产

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商贸物流、

民生实事、康养、商业综合体等七

个方面，谋划重点项目 16 个，总投

资 72.69 亿元，其中续建项目 6 个、

新 谋 划 10 个 。 该 街 道 牢 固 树 立

“项目为王、发展为要”鲜明导向，

将项目谋划储备作为项目建设的

基 础 性 工 作 抓 实 抓 好 ，着 力 储 备

一 批 大 项 目 、好 项 目 、新 项 目 ，以

高质量项目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靠前谋划 做好保障

龙山街道下好项目建设先手棋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1 月 6 日，郏县

交通运输执法大队传来消息，连日来，该

大队全体人员主动扛起疫情防控重任，昼

夜坚守在疫情防控服务点，全力阻断新冠

病毒传播渠道，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上月 23 日，该大队组织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紧急会，决定由班子成员带队，成立

以党员为骨干的 30 人交通执法防控队伍，

在郑栾高速郏县收费站出口设置疫情防

控服务点，对入境人员和车辆进行严格管

控。当天下午，县交通运输执法局紧急调

运了帐篷、活动板房、反光锥、防撞桶等物

资，做好后勤保障。执法人员科学划分客

车通道、货车通道和绿色通道，在通道两侧

安装了 12块二维码扫码牌和 1个电子扫码

墩，并设立消毒区、隔离区、劝返区，对车辆

进行有序管理和引导分流，详细登记、统

计、上报入境人员和车辆数据信息，为全

县疫情防控提供信息支撑。同时，工作人

员耐心讲解入境及劝返政策，热心为遇困

司乘人员提供开水、饭菜等暖心服务。

该执法大队负责人李立说，郏县是全

市北部疫情防控第一线，阻断疫情传播渠

道是该大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将持续

发扬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的

交通执法铁军精神，与公安、卫健等部门密

切合作，严防死守，为全县人民、全市人民

牢牢筑起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铜墙铁壁”。

截至 1 月 5 日 20 时，郏县共检查入境

车辆 35081 台次，登记返郏入郏人员 471

人，劝返不符合入境规定车辆 5386 台。

截至1月5日 20时，共检查入境车辆35081台次

县交通运输执法大队筑起防疫“铜墙铁壁”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员赵洁宁）

“这个‘码上防控’措施非常好，两个二维码，

一个统计在外人员，一个统计重点地区返郏

人员，只要扫一扫就能在线报备，高效便捷，

既减少了人员接触，又减轻了防疫人员的信

息统计压力。”1 月 6 日，在东城街道福万城小

区，分包小区的街道干部齐飞说。

东城街道有 52 个小区暂未纳入社区管

理，一直采用街道干部分包的方式管理，其中

还有大量没有物业的“三无”小区，虽然街道

和社区干部不间断反复摸排，但由于临近年

关，人员流动较大，为疫情防控人员排查、管

控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为破解难题，及时

填补漏洞，该街道工作人员自主研发了两个

信息上报小程序。

记者扫码分别进入“东城街道疫情防控

在外人员排查登记”和“东城街道疫情防控重

点地区返郏人员登记”小程序看到，登记信息

内容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返郏日

期、来自何处、在郏详细居住地、双码颜色等

20 多项。通过权限设置，该街道工作人员可

以在后台随时看到汇总的人员信息，及时掌

握动态，效率和准确度都比手写、电脑录入大

大提高。该街道在外人员和返郏人员通过微

信群、朋友圈看到后，及时主动报备，仅 1 天

时间，该街道已通过两个二维码统计在外人

员及重点地区返郏人员信息 100余条。

“下一步，我们准备将这两个二维码运用

于来访登记、核酸检测等信息的统计，更加高

效、有效地开展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东城街

道党工委书记石臣伟说。

扫码报备 后台汇总

东城街道有效提高
防疫信息统计效率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1 月 6

日，堂街镇丁庄村 20 多名妇女身穿

“红马甲”，或铲除杂草，或弯腰捡

拾绿化带内的垃圾。

丁庄村党支部书记寇秋玲说，

连日来，为打造干净整洁的乡村环

境，村妇委会组织各村民组巾帼网

格员利用农闲季节整治村容村貌，

并发动全村妇女开展“最美庭院”

评比活动。

去年 4 月起，郏县妇联在全县

乡、村两级妇联组织中探索建立了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

体系，打通了基层妇联组织服务妇

女群众的“最后一米”。

郏县妇联组织整合本地资源，

将妇联工作与机关片区管理相结

合，由乡（镇、街道）妇联主席担任

本乡（镇、街道）总网格长，乡级执

委按照片区划分，打破行政壁垒和

条块分割界限，不唯年龄、资历、身

份，积极吸纳机关单位及各类女性

组织中有威信、有热情、有特长的

妇联执委担任二级网格长。目前，

该县已有一级巾帼网格长 15 名、二

级巾帼网格长 45 名、三级巾帼网格

长 377 名、四级巾帼网格长 1.4 万

名，巾帼网格员达到 14437 名。

郏 县 妇 联 积 极 通 过“ 四 组 一

队”中的发展组、宣教组、权益组、

家风组和志愿者服务队等服务载

体，带动巾帼网格员积极参与社会

治理和农村经济建设。白庙乡妇联

以绿丰润盛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为重点，发展亲子体验农场，辐射带

动村民就业。堂街镇妇联举办“好

婆婆”“好媳妇”“最美家庭”表彰大

会，108个先进典型受到表彰……

去年，全县各级妇联组织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786 次，发展各

类经济项目 33 个，带动 536 人实现

家门口就业。

提升村容村貌 发展经济项目

郏县巾帼网格员乡村“舞台”展风采

本报讯 （记 者 张 鸿 雨 通 讯 员 王 自

行）1 月 6 日，东城街道王家庄社区，党员干

部、环卫工人、志愿者等 20 余人在主干道

上捡垃圾、剪树枝、清积水……一派繁忙

景象。

“针对县里观摩评比中发现的问题，

我们动员各社区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治理‘六乱’，开展‘六

清’，努力为居民营造净起来、绿起来、亮

起来、美起来的生活环境。”东城街道党工

委书记石臣伟说。

为推动乡（镇、街道）相互学习、交流

经验，近期郏县对全县农村人居环境集中

整治情况进行了现场观摩评比。通过观

摩评比，大家明确了当前工作成效、找到

了问题短板，确定了下一步的整改方向、

工作重点。

该县将 15 个乡（镇、街道）按照行政村

数量进行分组，15 个以下的为 A 组，15 个

以上的为 B 组，由县委书记、县长分别带

队，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乡（镇、街

道）党（工）委书记共同观摩打分。观摩评

比中，一个乡（镇、街道）确定两个观摩点，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村（社区）为

指定观摩点。在观摩途中，提前 20 分钟，

再随机抽取一个村（社区）作为观摩点，通

过实地查看、徒步观看、重点必看，随机路

线、随机点位、随时点评等形式，现场测评、

当场打分，真实反映整治情况。观摩评比

结果出炉后，分组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并

予以奖励，倒数第一名分别作表态发言，

连续三次排名倒数第一或被省、市暗访调

研通报批评的，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

为推动建立长效机制，该县在观摩评

比的基础上，出台了“暗访调研＋现场观

摩”月考评办法，每月下半月开始，不定时

间、不定频次暗访调研，每月最后一周开

展现场观摩。月考评采用百分制，暗访调

研占比 60%，现场观摩占比 40%，每月通报

结果。

乡村两级干部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和责任导向，正确审视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拿出整改方案和改进措施，对标对表、

不等不靠、立说立行，掀起人居环境治理

新热潮。截至 1 月 5 日，全县共清理垃圾

堆（带）31468 处、生活污水 4272 处、塘沟

1240 处，整治乱堆乱放 25229 处、乱搭乱建

4353 处、残垣断壁 2825 处、“空心院”2277

个，整治荒芜宅基地、空闲地 2342 个，规范

集镇市场 201 个，整治广告牌（栏）5344 个，

硬化道路 24996 米，完成村庄绿化 263 处，

安装路灯 936个。

郏县人居环境观摩评比评出新气象

在观摩中找差距 在评比中争先进 拌糊、和面、下锅、起粉，细滑

的粉条从热腾腾的大锅里捞出，顺

着铁皮滑道流入冷水盆里，随即又

被盘到木杆上，搬到院子里的铁架

上晾凉。1 月 5 日，茨芭镇北姚村

一个粉条加工作坊里，几个人忙着

下粉条，十多个准备下粉条的人边

看边等。

“这里下的粉条匀实、筋道，品

相好，卖得快。我前两次在这里下

的 2000 多斤（1 斤＝500 克）粉条已

经卖完了，今天又带来了 1300 斤粉

子。”正往铁架上晾粉条的该镇陈

寨村红薯种植专业户韩国定说。

做粉条是一项技术活儿，关键

在于拌糊——就是把红薯粉放到

瓷盆里，用开水烫一下，再迅速搅

拌成糊状。

“烫粉子的开水多了少了都不

行，粉糊拌不好，粉条要么不筋道，

要么就是很多疙瘩不成条，成不成

全靠拌糊师傅的经验。”李宗超说。

李宗超是北姚村村民，今年 48

岁，16 岁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

先后在郑州多家粉条厂做了 20 多

年粉条。3 年前，他投资 10 多万元

购买了机器设备，还建了一座小冷

库，在自家院内干起了粉条加工的

生意。粉条作坊里共有 6 名工人，

都是当地村民。

由于技术过硬，李宗超的粉条

作坊声名远扬，不仅本乡本村的农

户到他这里加工粉条，宝丰、汝州

等 地 的 一 些 农 户 也 慕 名 而 来 。

2020 年冬季，李宗超一个月收入 10

多 万 元 ，除 去 工 人 工 资 和 各 种 费

用，净挣了 3 万多元。上月 10 日至

今，李宗超已净挣 3万多元。

（本报记者 张 鸿 雨 通讯员
李世旭）

农家粉条香 村民增收忙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疫情，郏县各级各部门以高度重

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从严从紧从细从实做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目前，郏县已设置疫情防

控服务点 115个，927名党员干部职工投身“疫”线。

大图：1 月 6 日上午，郏县城区南环路南苑小区门前，在此值勤的

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为居民测量体温。

小图：1 月 5 日，王集乡政府工作人员检查乡政府附近一家超市

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张鸿雨摄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1 月 1

日上午，在薛店镇肖庄村，20 多名

“迷彩服”搬柴运砖、清运垃圾、清

理杂物，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治。

经过一上午的奋战，“战士”们

清扫路面 1200 米，清运垃圾 8 车。

大家纷纷表示，要发扬军人的奋斗

奉献精神，为改善家乡人居环境献

上一份力。

当天，薛店镇人武部集结应征

入伍青年，参加人居环境整治义务

劳动，旨在锻炼应征入伍青年能吃

苦、敢攻坚的意志，让他们未入伍

先 参“ 战 ”、未 入 营 先 入 位 ，启 蒙

“兵”的意识。

“我们将继续开展这样的义务

劳动，锻炼应征入伍青年勇挑重担

的责任意识，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出力添彩。”薛店镇党委书记、人武

部预建党支部第一书记薛晓东说。

薛店镇应征青年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未入伍 先参“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