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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9日早上，阳光还未照进被两

山夹裹的党庄村，今年 36 岁的驻村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陈辉洗把脸便到

后山察看新村室踏勘建设事宜，“今年

争取来的新村室建设项目正在走土地

变更等手续，舞钢市自然资源部门工作

人员已前前后后来踏勘好几次了。”

舞钢市庙街乡党庄村由刘沟、水

泉沟等 4个自然村组成，位于一道纵深

四五里的沟域内，两侧星星点点分布

着 125 户不到 500 口人，耕地仅有 405

亩（1 亩≈666.67 平方米）、林地 1600 余

亩，山地却有 1900 余亩，是典型的丘陵

地形山区村。

“这沟、那沟，单听几个自然村的名

字，就能想象出党庄村原来基础设施的

模样。”陈辉说，2021 年 8 月，他受组织

委派，从平顶山市委办来到党庄村驻

村。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田野，虽

然当时心里设有预期，但仍被初入村庄

时的落差景象所震撼。“路窄且不平、村

室潮湿又狭小，居住在沟东岸的十几户

村民在汛期时眼瞅着村室就在眼前，却

因为河水暴涨人过不来、事办不成，村

集体经济基础也是十分薄弱……可谓

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由于老旧的村室不具备居住条件，

陈辉和吴冰芸、王萌楠两名驻村工作队

队员被安置在了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杰

家的一处老宅子里，自此“寝办一体”的

驻村工作队便在党庄村落了脚、扎了

根。甫一立定，3人便思考着如何让村

子“由表及里、由富到美”实现改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对万事开

头难的局面，陈辉等人结合党庄村实

际，在充分摸清村情民意的基础上，赴

信阳市光山县等地学习调研，对标对表

中央、省委驻村工作的标准和思路，组

织平顶山市委办第一党支部与党庄村

党支部结成共建对子，建强基层组织、

扛稳政治责任、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

动村集体经济破冰、内生动力赋能、群

众满意度增强。同时，按照确立的驻村

工作“干部当代表、单位做后盾、领导负

总责”机制，平顶山市委办班子会多次

研究帮扶工作，市委各副秘书长和市委

办班子成员先后 40 余人次、各科室负

责人前后 90 余人次到村帮扶，共同为

党庄村的发展出主意、找思路、解难题。

在党庄村西侧的坡冈上，一处占地

30 亩的羊肚菌连体大棚在小小的村落

间格外显眼，大棚内喷淋设施一应俱

全，洁白鲜活的菌丝努力从松软的土地

里露出头来。“目前，大棚内温度、湿度

可调可控，菌种培育良好，按照正常进

度，预计下个月即可大规模出菇上市。”

刚当选平顶山市食用菌协会第一届会

长的源泉生态农业开发公司董事长王

亚辉说，作为羊肚菌种植领域的“一把

好手”，他除了负责党庄村的这两座大

棚外，还在舞钢市及平顶山市多个地方

有上百座羊肚菌大棚。据王亚辉介绍，

当前羊肚菌市场上干品售价在四五百

元一斤（1斤=500克），鲜货更是供不应

求，党庄村目前的菌品还没完全长出来

就已经被预订。

求变谈何容易。当初为了建大棚

可以说是“上上下下操碎了心”，从项目

研判选定到土地流转、从手续办理再到

技术引进，风吹日晒跑、苦口婆心谈，经

历了千辛万苦、倾注了太多心血。“现在

就是盼着羊肚菌赶紧长出来、早上市。”

陈辉说。

经历过种种辛酸，如今党庄村迎来

了苦尽甘来的时刻，羊肚菌大棚从建成

到种再到收，不仅能吸纳村里近百名闲

散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而且每年可按

照项目资金既定 8%的比例，保底为村

集体经济带来 16 万元收入；30 亩大棚

除了冬春季节种植羊肚菌，夏天可以种

瓜果，秋天能够种蔬菜，既能改良土壤

土质又提高了土地附加值。

此外，在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持

下，党庄村还利用荒山坡地开垦出 70

余亩梯田，种下 700 余株黄肉蟠桃，投

资 50 万元建起一个农家院。“按照‘乡

村旅游+珍稀菌+梯田林果’这条主线，

这几个产业项目完全达产见效后，每年

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25 万元以上，这

对一个几百口人的小村来说是很‘解

渴’的。”陈辉说。

路修宽畅了、环境美化了，又有了

可持续增收的产业支点，党庄人的腰杆

子也直了起来。村民刘跃松在村里有

了干不完的活儿、挣不尽的钱，从中尝

到了甜头的他直夸驻村工作队为党庄

村办了一桩桩大实事、大好事：“原来俺

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俺是党庄人，

心里不自信、见人直发怵。现在，附近

村的人都来俺村游玩、观摩，俺党庄人

的脸面也算是找回来了。”

近两年来，党庄村以“五星”支部创

建为抓手，在产业孕育、基础设施改善、

脱贫成果巩固、乡风文明提升等方面均

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目前，驻村工作

队已累计为该村争取项目近 10 个资金

700 余万元，帮助该村夺得平顶山市人

居环境观摩“环境卫生”红旗和两万元

奖励，并被列为“河南省 A 级乡村旅游

示范村”创建点，成功创建为平顶山市

级“民主法治示范村”，陈辉也被评为河

南省“我为群众办实事”党员服务标兵、

平顶山市“最美驻村干部”。

明媚的阳光下，依地势环村绕的亲

水长廊整洁静谧，村落屋舍间的墙绘与

绿植交相辉映，一处处村庄变迁的印记

宛如一个个灵动跳跃的协奏音符，春风

里，党庄村沐浴着党的恩情，奋力谱写

属于党庄人的山村巨变“幸福曲”。

（本报记者 杨德坤）

山沟沟飞出“幸福曲”

根据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关

于开展 2022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

验工作的通知》和中共河南省委

宣传部《新闻记者证管理服务手

册》要求，现将平顶山日报社记

者名单公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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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本报讯 （记者朱江淼 通讯员张
伟）2月 17日，在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推进会上，卫东区获得 2022年度创

文工作综合成绩第二名的好成绩，并

获奖金 500万元。该区五一路街道获

评 2022 年度创文专项整治工作优胜

奖，获得奖金 100 万元；东安路街道办

事处获评 2022 年度创文工作先进街

道办事处，获得奖金 50万元。

今年是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攻坚之年、关键之年，卫东区开年便以

“创则必成”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对标

测评体系，紧盯短板弱项，全力攻坚克

难，在早处着手、在细处部署、在实处

用力，在保持去年成绩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各项创文工作。

该区每天研判当日难点问题，促

进 问 题 整 改 快 速 化 、精 细 化 ；落 实

“自评自查”“模拟观摩”，按照国家

测评标准、要求，不定期开展暗访测

评、入户测评、观摩测评等；及时关

注国家测评体系的新变化，及时跟

进市创文指挥部提出的新要求，聚

焦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

城乡接合部等难点领域，精准提升

治理水平。

该区四大班子领导认真落实分包

制度，靠前指挥。区创建办充分发挥

牵头抓总作用，统筹协调各部门，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加大曝光力度，

对存在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

的单位和个人通报问责。

该区创新模式，推行“脚步丈量工

作法”，党员干部、志愿者投身文明城

市建设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

区创文办 12 个督导组强化督导力度，

严督严查，截至目前督导问题 2243

个；使用“视频暗访”，通过对点位问题

录制视频进行记录，实现点位情况真

展现、问题真暴露，活动开展以来共发

布暗访视频 8个，揭露问题 223个。截

至目前，该区完成市级问题整改 305

个、区级问题整改 2243个。

早处着手 细处部署 实处用力

卫东区接续发力提升创文水平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通讯员刘
甜甜）近期，市市政工程公司配合新

华区湛河北路街道对单位家属院进

行集中清理整治。“我们单位家属楼

建于 1997 年，属于老旧小区，楼院基

础设施薄弱，存在墙面破损、建筑管

线老化等情况，借着创文的东风下劲

儿整治下，让居住环境变好点。”2月

17日，该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娜说。

湛河北路街道有 68 个老旧庭

院，已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庭院有

42 个，其中就有市政公司家属院。

结合创文工作，街道党工委带头，对

标对表及时整改创文问题，明确任

务，责任到人，针对老旧小区进行重

点整治，拆除违法乱建，留白增绿，增

设照明路灯，统筹消防整治、设置非

机动车停车位等改造项目，把多项改

造内容一次性实施到位，高标准、高

要求将文明创建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截至目前，湛河北路街道粉刷墙

面 3000 平方米左右，小区内新增非

机动车停放标线 800多米，清除楼道

杂物 10余车，清理小广告 1350余条、

捆扎飞线 128处，铲除腐朽树根 3个。

“针对创文工作中存在的堵点和

盲点，我们查漏补缺，全力攻坚，重点

整治，层层分解整改任务，明确整改

时限，确保能改尽改，不落一处。”湛

河北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清坡说。

查漏补缺 重点整治

湛河北路街道高标准推进改造项目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2月 20

日上午，郏县堂街镇伟科烟叶合作

社大棚内异常忙碌，基质装盘、种

子筛盘、播种复检、放盘入池，十几

名工人严格按照要求有条不紊地

进行烟叶育苗。

今年，堂街镇共设烟叶育苗点

4 个，计划培育烟苗 9.7 万盘，可供

1.3 万亩（1 亩≈666.67 平方米）烟地

移栽。伟科烟叶合作社是该镇集

中育苗点之一，目前有大棚 5 座、

育苗标准池 5 个，可培育烟苗 2.7

万盘。“播种后大约 15天出苗，培育

60天后就可大田移栽。”合作社负

责人王伟科说。

烤烟是堂街镇传统优势产业，

当前正值烟叶育苗关键期。连日

来，该镇组织镇、村干部及烟站技

术员奔赴各育苗点蹲点指导，对烟

叶育苗进行全程技术服务指导，确

保育足苗、育壮苗、育强苗。同时，

深入各村组通过召开村民会议、入

户走访等形式，及时了解群众想

法，向烟农宣传烤烟种植政策，认

真做好烤烟生产服务，稳步推进烤

烟产业，助力农户实现增收。

“烟叶育苗是烟叶生产的第

一步，随后我们会加大服务和指

导力度，确保从卫生消毒、装盘播

种，到定苗剪叶、温湿度和水肥管

理都按标准操作，切实保证出苗

率和成活率，让片片烟叶成为村

民致富的‘黄金叶’。”该镇镇长李

艳飞说。

堂街镇抢抓时令育苗忙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
李永翔）2 月 17 日，湛河区督查局

收到网民魏金涛的一封感谢信：

“非常感谢你们，社区公共区域的

地锁一周前已全部清除，老人和孩

子最为满意，再也不用担心散步时

被绊倒了。”

半个月前，湛河区督查局接到

魏金涛的网上实名留言：“光明路13

号院东院小区内公共区域被个别住

户占用并私自设立地锁，不仅影响

小区美观，还存在安全隐患，导致多

名散步的居民摔伤。”工作人员随即

将问题派件到南环路街道，并要求

限定时间，专人督办。不到一周时

间，37处地锁全部清除。

让民意“上网”，用心用情解决

好群众急难愁盼。近年来，湛河区

坚持走深走实新时代网上群众路

线，畅通网上反馈渠道，紧盯群众

痛点难点堵点，从快化解群众诉

求，连续 3 年被人民网评为“网上

群众工作民心汇聚单位”和“活力

奋进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网民反映问题的

处置时效，该区专门建立留言办理

钉钉工作群，要求各乡（街道）及相

关局委明确专人负责，从区督查局

发出指令到责任单位签收，再到介

入处置，每个环节都不超出5分钟。

对于同时涉及多个部门的处

置事项，该区督查局根据责任主

体，指定牵头单位，组建联合工作

组，按照责权归属，通过实地查看、

与留言人沟通等渠道进行多方印

证，找准问题症结，细化解决方案，

督改并行，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将问

题化解到位。

在具体事件督办过程中，该区

坚持把网民满意度作为留言办理

的金标准，建立每月留言办理评定

机制，将办理速度快、满意率高的

单位纳入“飞虎榜”，将办理速度

慢 、质 量 不 高 的 单 位 纳 入“蜗 牛

榜”，在全区进行通报。“飞虎蜗牛

榜”制度自 2021年实施以来，已发

布通告 24 期，20 余家单位由“蜗

牛”变“飞虎”。

湛河区严督实改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从诉求单到感谢信

本报讯 （记者高轶鹏 通讯员
代耀晖）2月 20日上午，高新区住房

困难群众迎来喜事，辖区6户家庭早

早聚集在区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会议室，等待领取属于自己的“家钥

匙”，住有所居、安居乐业的民生期

待在高新区正一步步照进现实。

公租房作为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低收

入家庭群体提供了一份安居保障，

同时也让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实

现住有所居。

为帮助群众解决住房难题，实

现群众的安居梦，自公租房申请工

作开始以来，高新区城乡建设和生

态环境局积极行动，对前来咨询申

请办理公共租赁住房的居民耐心

讲解政策，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认真

解答、耐心沟通，帮助符合申请条

件的对象正确填写相关信息，严谨

细致审核，确保公租房申请工作顺

利有序开展。

此外，为解决企业高层次人才

住房问题，该局深入六大产业园

区，对企业新引进技术人才、外来

稳定就业人员开展保障资格申报

业务指导，协助整理申报资料，为

产业项目引进的人才留得下、留得

住提供住房保障。

截至目前，高新区累计实配房

源 110 套，解决辖区 18 户群众、92

户引进人员的住房难题。

住有所居 安居乐业

高新区公租房托稳百姓安居梦

本报讯 （记者曹晓雨）2月 20日，

市创文办通报了 2月 13日至 19日督导

检查中发现的实地点位问题。

“十项专项整治”问题：

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专项整治中，

新华区开源路西侧（建设路—矿工

路）、卫东区开源路东侧（建设路—矿

工路）、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梅园路公

交驾校周边、高新区湛河南路与创业

大道交叉口，部分存在交通信号监控

箱生锈掉漆、空中线缆凌乱、小广告乱

张贴、地面破损、杂物堆放、建筑围挡

未设宣传展板、毁绿种菜、地面线缆外

露等问题。

市场改造及周边环境专项整治

中，新华区昕开源市场、开源商贸城，

部分存在商户出店经营、飞线充电、车

辆乱停放、小广告清理不及时、垃圾桶

分类标识不规范、志愿服务开展不规

范、宣传展板内容错误等问题。卫东

区十六中西街市场、花园便民疏导区，

部分存在窨井盖处路面凹陷、杂物占

道堆放、飞线充电、垃圾桶分类标识错

误、小广告清理不彻底、路面破损、毁

绿种菜等问题。

实地测评点位问题：

城市社区及周边点位中，湛河区

轻工路街道湛南社区，存在院内黄土

裸露、宣传展板设置不规范、飞线充

电、楼道内玻璃破损等问题。

校外培训机构点位中，示范区清

艳清风路培训学校宣传展板设置不规

范，消防设施缺少巡检记录，门前“五

包”落实不到位。

中小学校及周边点位中，位于新

华区的市实验高中、市育才中学，部分

存在宣传栏内容不规范、门前 LED 屏

幕未启用、无障碍通道缺少地面标识、

分类垃圾桶设置不规范、学生对创文

知识点不熟练。湛河区锦绣小学、市

二十七中周边，部分存在绿化带内有

垃圾、黄土裸露，私拉晾晒线，飞线充

电，车辆乱停放，建筑垃圾堆积，宣传

展板被遮挡等问题。示范区公明路小

学、市七中，部分存在宣传栏内容不规

范，无障碍通道缺少地面标识，志愿服

务开展不规范，食堂证照过期、留样柜

设置不规范，心理辅导室开放时间内

无人值守等问题。

乡镇、行政村及周边点位中，新华

区焦店镇新庄村宣传展板破损，空中

线缆凌乱，星级文明户挂牌率未达

100%，河道内有黑臭水体。湛河区曹

镇乡银王村、秦庄村、赵庄村、李庄村，

部分存在空中线缆凌乱、星级文明户

挂牌率未达到 100%、卫生环境差、垃

圾爆桶、党群服务中心指示牌被绿植

遮挡、进村路口有软条幅、村内公共卫

生间闭锁、文明实践活动开展不规范

等问题。

市创文办要求，各责任单位于 2

月 24 日前将问题整改情况说明上报

市创文办。逾期未报送的，将通报批

评、媒体曝光。

市创文办通报实地点位检查情况

2 月 20 日，新华区西市场街道三

七街社区的志愿者在开展义务服务。

为了促进和谐社区建设，西市场

街道三七街社区每周定时组织志愿

者，开展理发、义诊、法律咨询和电器

维修等服务。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志愿服务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