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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晚，位于汝州市朝阳路

与风穴路交叉口西北角的游园内热闹

非凡，成群结队的市民、游客在这里游

玩拍照，随着音乐节拍响起，这里的夜

晚显得更加轻松美妙。汝州市首个投

入运营的公园游园互惠互助项目——

蔡庄游园瓦坎达露营咖啡项目成了新

的网红打卡地，受到市民的青睐。

自党建引领“拼经济、抓发展”行

动开展以来，汝州市城市管理局把服

务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探索公园游园管理新模式，创新开展

了“公园游园互惠互助项目”建设工

作。

创新引领，科学谋划“互
惠互助”

公园游园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

窗口，是群众亲近自然的绿色公共

场所。为进一步满足市民休闲娱乐

的生活需求，促进游园管理工作实

现跨越式发展，汝州市城市管理局

坚持思维破局，安排专人到外地学

习公园建设管理先进工作经验，并

成立工作专班，组织党员干部开展

实地调研和群众走访，谋划了一批

面向社会公开招商的公园游园互惠

互助项目。

游园范围内的场地、基础设施等

使用权实行“零租金”，承租人负责对

承包游园内的环境卫生保洁、绿植养

护等进行日常管理，汝州市城市管理

局负责技术指导、检查、管理和监督。

汝州市公园游园互惠互助项目首批以

城区 11处公园游园作为试点，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签约启动，签约管理面积

236600平方米，精选投资建设项目 12

个，包含便民服务、健身娱乐、休闲打

卡等。

干部分包，着力打造“一
园一景”

为充分发挥不同游园的区位优

势、环境优势，给市民营造舒适的游园

环境，汝州市城市管理局党组坚持绿

化与美化相结合，创新理念、创新模

式、因地制宜规划指导游园建设，着力

打造“一游园一特色，一园一景”的特

色项目。

该局建立项目分包责任制，每个项

目明确一名班子成员和一名党员作为项

目“服务员”，全程跟进指导项目建设，解

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题。曾被中央电

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 1+1》

等栏目及《人民日报》报道过的“逆行”咖

啡瓦坎达入驻汝州市，成为汝州市首个

也是河南省首家公园游园互惠互助项

目，该项目依托蔡庄游园，打造了环境

优美、风格独特的瓦坎达露营咖啡公

园，配置有三角帐篷、瑜伽台、天幕、遮

阳伞、休闲桌椅、网红电车、雾森系统等

设施。这些设施全部对公众免费开放，

在市中心“闹中取静”，营造独特的露营

氛围。

敢拼善抓，大力推动“节
约增效”

该局结合实际，坚持“活跃经济、增

加就业、服务群众、节约公帑”的工作思

路，首批项目建成后汝州市财政将不再

投入项目游园的卫生保洁、养护费用及

部分绿化修剪费用，还能显著提升公园

游园的功能和环境。

蔡庄游园瓦坎达露营咖啡项目采取

“一拖二”的方式，除了蔡庄游园，还负责

地税游园、技校游园的绿化养护、卫生保

洁、设施维护等工作，该项目还设置了瓜

果蔬菜农产品便民服务点，创造就业岗位

14个。

目前，汝州市公园游园互惠互助首批

12个项目，蔡庄游园瓦坎达露营咖啡项目

已经建成投入运营，依翠园、人民公园、如

意园、赵庄游园（祥瑞园）篮球培训项目正

在推进中，梅园互惠互助项目已完工，香

积园露营烧烤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其余

5个项目正在规划、建设中，未来将为市民

带来更多休闲打卡好去处，同时带动更多

就业岗位，活跃经济发展。

“下一步，汝州市城市管理局将持续

以党建引领“拼经济、抓发展”行动为抓

手，通过公园游园互惠互助项目建设，以

点带线，以线成面，不断创新经营城市举

措，充分挖掘公园游园资源价值，为汝州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汝州

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董承阳说。

（本报记者 李鹏程 通讯员 黄鹏阁）

探索公园管理模式 创新经营城市举措

7 月 10 日中午，热浪袭人，汝州交

警在广成路中段维持交通秩序。

面对高温，汝州公安交警一线执

勤人员战高温、守岗位，为群众安全出

行保驾护航。

宋乐义 摄

高温下的坚守

本报讯（记者李鹏程）近日，

省妇联、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

厅联合认定了一批“河南省巧媳

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汝州

市妇联推荐的汝州市利佰佳绣品

有限公司、河南九峰山实业有限

公司、汝州市飞达职业培训学校

榜上有名。

近年来，市妇联在服务全市

中心工作中积极彰显巾帼作为，

在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基础

上，大力推进实施“五星支部创建

巾帼助力行动”，培育扶植省、市

级“巧媳妇”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19

个，有力推动了妇女就业创业、增收

致富。

下一步，市妇联将进一步发挥

“联”字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积极

向上争取优惠政策，助企纾困，激发

活力，推动“巧媳妇”基地提档升级，

同时，充分发挥巧媳妇示范基地辐

射带动作用，帮助妇女实现技能就

业、技能增收，为促进我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2022 年以来，汝州市共有 5 家

企业获评“河南省巧媳妇创业就业

工程示范”基地，获省奖励资金 5万

元。

“河南省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认定结果出炉

汝州市 3家企业榜上有名

嘀嘀——随着喇叭声响起，一辆

私家车缓缓停靠在临汝镇小山沟村口

的警务室门前，这是“党员顺风车”来

了。

小山沟村位于临汝镇东北部，北

枕白云山，南瞻盘龙山，东依尖山，群

山环抱，北部和洛阳市伊川县相邻，由

小山沟村、王牌沟村、卧龙村 3个自然

村组成，距离镇区 8 公里。全村总面

积 6平方公里，共有 349户村民，是典

型的山区村，村内没通公交车，村民出

行不便。

怎样让村民出行方便些？小山沟

村党支部想了个法子：组建“党员顺风

车”志愿者服务队，让党员、村组干部

的私家车成为村民出行的顺风车。小

山沟村党支部发出号召以后，全村“两

委”干部积极响应，短短一周，加入志

愿者服务队的党员就超过 15 人。该

村依托村口的警务室设立了“党员顺

风车停靠站”，停靠站免费为前来搭顺

风车的村民和顺风车车主提供茶水、

歇脚、无线上网等服务。一辆辆行驶

在乡间的“党员顺风车”，成了一辆辆

连接党员干部和群众感情的爱心车。

“有了顺风车，我们去镇上办事购

物、取快递就方便多了。原来从镇上

稍东西需要提前好几天开始张罗，现

在好了，只要在村组微信群里说一声，或

者在停靠站登记，车队就有人跟我们联

系，真是太暖心啦！”小山沟村村民赵留

军说。

“党员顺风车”全程免费，招手即停，

也可提前预约。预约顺风车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村民可以通过村组微

信群预约或打志愿者的电话，不会用手

机的老人，可提前到村口的“党员顺风车

停靠站”登记。外出打工返村的村民也

可以在村组微信群上发布自己的乘车需

求，更多的村民则是在小山沟村口的路

边等待，招手乘坐。

“推出顺风车可谓一举多得，既可以

提高私家车的使用率，方便百姓出行，又

可以提升党员的服务意识。”该村党支部

委员李伟峰说。

如今，小山沟村的“党员顺风车”越跑

越温馨，跑出了邻里和谐、跑出了和美乡

风。现在，一提起“党员顺风车”，村民个

个竖起大拇指。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党员干

部从群众最需要最关切的小事做起，切实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用真情守护群众，始

终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我们的工作就一

定会像‘党员顺风车’一样越跑越顺！”临

汝镇主任科员王俊杰说。

（本报记者 李鹏程 通讯员 牛向涛）

小山沟的“党员顺风车”

本报讯 （记者李鹏程 通讯

员高素会）7月 11日，记者从汝州

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为认真落

实《河南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

划 纲 要 实 施 方 案（2021—2025

年）》，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

想、不断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该局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参加 2023 年

河南省全民科学素质网络竞赛活

动。

自竞赛活动开展以来，该局

干部职工踊跃参与，坚持每日答

题，并在微信工作群分享自己的

闯 关 成 绩 ，营 造 了 良 好 的 学 习 氛

围。干部职工在工作的同时感受到

了科学文化的魅力，增长了科学知

识，提升了科学素质，极大地激发了

学习科普的热情。

大家在参加科普知识竞赛的

同时，了解了更多关于防灾减灾、

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提

高了干部职工有效运用互联网知

识 资 源 的 水 平 ，激 励 职 工 学 以 致

用，用科学常识解决身边的问题，

达到了“以赛促学、以学促行、以行

促实”的目的。

汝州市应急管理局：

以赛促学提高素质

本报讯 （记 者 李

鹏程 通讯员马鹏亮）7

月 5 日，蟒川镇核桃园

村三组村民李文现一

大早就来到华予生态

园，开始在有机蔬菜种

植区忙碌起来。已经

60 岁出头的李文现手

脚 麻 利 ，边 摘 豆 角 边

说：“咱这里种的豆角

不打农药、不上化肥，

虽比市场价贵一点，但

仍供不应求。”

华 予 生 态 园 是 核

桃园村的集体经济产

业项目，也是蟒川镇农

旅 融 合 型“ 五 星 工

坊”。2022 年以来，蟒

川镇结合“五星”支部

创建和“五星工坊”建

设，因地制宜谋划了工

业经济、商贸服务、农

旅融合、特色种养、高

效农业等重点产业板

块，并有针对性地选树

典型，打造了一批示范

点。

“50 多 亩（1 亩 ≈
666.67 平方米）的有机

蔬菜种植只是华予生

态园的一部分，除此之

外，我们还种植了大红

袍花椒、软籽石榴等特

色农产品，散养了鸡、

鸭 、兔 等 发 展 畜 牧 养

殖，集种养、采摘、休闲

于一体，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同时，还开发了极速滑草、空中

漂流、越野卡丁车等游乐项目，年吸引

游客 80 余万人。”核桃园村党支部书

记李志刚说。

依托“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优

势，核桃园村积极探索农旅融合转型

升级，使文化旅游和特色农业有机融

合，互助共生。蟒川镇组织委员刘利

娜说：“核桃园村采取党建联建、村企

合作和‘1+N’责任分工体系等机制，

以‘组织链’建设带动‘产业链’发展，

推动三产融合，形成产业链条，打造了

多元化的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目前，核桃园村通过“五星工坊”

建设，已带动 160人就业，实现农特产

品销售收入 50万余元，农户人均增收

2000余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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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汝州市城市中央公

园工作人员在巡察游园安全情

况。

连日来，汝州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开展“预防溺水住建在行

动”活动，加强城市中央公园、滨

河公园安全管理，成立了防溺亡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防溺水工作

应急预案。在园区值班点、亲水平

台及水域附近增设救生衣、救生圈、

绳索等救生设备，在涉水区域重点

部位悬挂防溺水宣传横幅、设置警

示标志，广泛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

工作。 李晨霄 摄

织牢防溺水“安全网”

7 月 10 日上午，烈日当空。在夏

店镇孔寨村一望无际的碧绿田野里，

村民苏占伟在齐腰深的柴胡大田里拔

草。阵风吹来，柴胡清香在原野飘荡，

沁人心脾。看到今年柴胡丰收在望，

满脸汗水的苏占伟露出了笑容。

今年 53 岁的苏占伟是孔寨村 2

组村民，他皮肤黝黑、身格健壮，是个

地道的庄稼汉。

3 年前，苏占伟在伊川县亲戚家

做客时，听说中草药柴胡种植易管理、

不愁卖、收入好，他心动了。回来后，

他试着种植了 7 亩（1 亩≈666.67 平方

米）柴胡。结果因没有种植经验，整地

不彻底，播种时部分柴胡种子落在了

麦茬上，导致出苗率低，亩均收入不足

1600 元。去年夏天，他又在玉米地里

套播了 12 亩柴胡，播种时，他利用农

业机械深耕、深翻土地，把麦茬彻底压

在地底，及时浇水，保证了苗足、苗

齐。经过一年的精心管理，目前柴胡

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从目前长势看，这 12 亩柴胡亩

产应该在 100 公斤以上，按现在的市

场行情计算，每公斤收购价 80 多元，

今年秋季收获时可收入 9 万元左右。

扣去种植管理等开支，平均每亩净收

入可达 6000元以上。”苏占伟介绍道，

柴胡种植没有多大技术含量，播种、收

割有专门机械。先施足钾肥，深翻土

地，播好种、拿住苗，中间喷洒两次农

药、田间管理除两遍草就行了。柴胡

不怕旱，就怕涝，夏秋季节要及时田间

排涝。中草药柴胡市场看好，供不应

求。去年秋季，他收获的柴胡刚晾干，

就有人上门收购，一点儿也不愁卖。

孔寨村位于汝州市西北部禹王山

下，十年九旱，土壤和气候适宜耐旱中

草药种植。去年以来，在苏占伟的带动

下，孔寨村先后有 4户村民种植柴胡 50

多亩，经精心管理，目前这 50多亩柴胡

长势良好。

据夏店镇党委宣统委员杨德地介

绍说，目前孔寨村和周边上鲁、鲁张等

村 已 有 10 余 户 村 民 种 植 柴 胡 100 多

亩。在柴胡种植户实现增收的同时，也

吸纳了夏店镇 50 多个村民家门口务

工，人年均增收 4000元以上。

“产业增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夏店镇将积极推广柴胡等中草药种植

经验，鼓励和支持全镇群众把中草药等

特色种植产业做大做强，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的活力。”夏店镇党委书记王磊说。

（本报记者 李鹏程 通讯员 平党申）

柴胡香飘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李鹏程 通讯

员平党申）“虽然近期荆河上游没

有发生较大降水，夏店水库水位

没有明显上涨，但是大家不能麻

痹大意，要加强巡查力度，及时整

改 安 全 隐 患 ，确 保 新 修 大 坝 安

全。”7 月上旬，夏店镇常务副镇

长邵振杰带领镇防汛抢险小分队

到防汛重点区域夏店水库开展巡

逻活动，叮嘱巡逻队负责人一定

要提高警惕，加强对辖区水库、矿

山等重点地区巡逻排查工作，确

保安全度汛。

又到了一年防汛关键时期。

夏店镇辖区今年 5月刚建成投用

的夏店水库除险加固项目，有 30

多处沟塘堰渠，有荆河、沙河等 6

条河流，防汛任务艰巨。为切实

做 好 今 年 防 汛 工 作 ，夏 店 镇 党

委、政府采取“早宣传、早发动、

早排查、早处置”等措施，切实将

防汛工作抓实抓细，落到实处。

早宣传。今年以来，该镇党

委、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对防汛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多次召开镇

村党员干部会议，学习贯彻上级

有关会议精神，提高全镇干部群

众对防汛工作的认识。各村利用

广播喇叭、微信群等让群众学习

掌握防汛常识，了解汛情警示、撤

退信号，营造齐抓共管防汛工作

的氛围。

早发动。该镇党委、政府明

确书记、镇长为全镇防汛工作第一

责任人，各村党支部书记、各单位负

责人为本单位防汛工作直接责任

人。各村、各单位与镇党委、政府

签订防汛目标责任书，落实防汛属

地责任制，制定防汛工作预案，组

织防汛应急演练，提前确定汛期危

房户、低洼地带户、易发生山体滑

坡居住户，提前确定转移路线、转

移地点。

早排查。该镇成立了以基干民

兵排为主的防汛巡逻队，每天重点

对夏店水库等 18 处重点部位和临

河、临崖等易产生地质灾害点进行

排查；各村成立由党员干部和民兵

等 10 人组成的防汛巡逻小组，每天

对村里危险房屋、沟塘堰渠等关键

部 位 进 行 排 查 ，发 现 问 题 迅 速 处

置。

早处置。该镇要求各村、各单

位负责人时刻关注天气变化，24 小

时保障通讯畅通，镇村党员干部做

好防汛值班值守。同时该镇购置

了铁丝、麻袋、手电灯、雨靴、雨衣、

铁锨、铁镐和方便面、矿泉水等 4万

多元防汛物资和食品，在夏店水库

等 重 点 区 域 备 足 砂 石 料 ，严 阵 以

待。

夏店镇党委书记王磊表示，生

命重于泰山，该镇将集中一切人力

物力，全力以赴应对今年汛期可能

发生的各类灾害，确保全镇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早宣传 早发动 早排查 早处置

夏店镇严阵以待防大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