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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孙 聪 利）秋季

学期已步入正轨，为进一步规范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秩序，营造有

利 于 青 少 年 身 心 健 康 的 校 园 周

边 环 境 ，9 月 23 日 以 来 ，湛 河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组 织执法人员

对辖区校园周边超市、小食品店

进行排查。

执法人员对校园周边超市、

小 食 品 店 出 售 各 类 食 品 的 经 营

主体资质、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等开展监管，严厉打击

销售过期食品、“三无”食品等违

法行为。截至目前，该局共排查

校 园 周 边 各 类 食 品 经 营 店 63

家，整治食品安全隐患 20 余条。

严查校园周边 整治食品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 者 孙 聪 利 通 讯
员 刘 佳 慧）“门 口 的 红 色 牌 子 亮

出了我的党员身份，这是一种激

励和认可，也提醒我要牢记党员

身 份 ，时 时 作 表 率 、事 事 当 先

锋。”近日，湛河区九里山街道西

苑 社 区“双 报 到 ”党 员 在 接 受 授

牌时表示。

连 日 来 ，西 苑 社 区 为“ 双 报

到 ”党 员 颁 发 党 员 标 示 牌 ，营 造

“我是党员我带头”的良好氛围，

引 导 在 职 党 员 时 刻 铭 记 党 员 身

份 ，勇 于 担 当 作 为 ，发 挥 先 锋 模

范作用，为社区治理贡献力量。

西 苑 社 区 利 用 社 区 网 格 化

管 理 ，全 面 统 计 社 区 在 职 党 员

情 况 ，并 根 据 其 能 力 特 长 和 服

务 意 向 建 立 个 性 化 台 账 。 同

时 ，通 过 走 访 、问 卷 调 查 、召 开

民 情 恳 谈 会 等 方 式 ，了 解 群 众

需求，收集整理“微心愿”“微诉

求 ”，在 职 党 员 主 动 认 领 任 务 ，

积 极 参 与 到 社 区 政 策 宣 传 、矛

盾 调 解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文 艺 文

化 活 动 中 ，助 力 社 区 治 理 能 力

不断提升。

企业在职党员张占涛发出了

“我是党员我带头”的倡议，率先

为西苑社区捐赠办公用品及配套

用 具 ，帮 助 社 区 改 善 办 公 条 件 ，

提升社区服务能效。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坚持党

建 引 领 ，整 合 资 源 力 量 ，让 辖 区

党 员 用 实 际 行 动 把 党 员 形 象

‘树’起来、作用‘显’出来，为居

民办实事解难题，助推基层治理

再 上 新 台 阶 。”九 里 山 街 道 组 宣

统委员宋兵伟说。

九里山街道：

党员挂牌亮身份
示范引领显担当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赵士
昂）9月 24日上午，在湛河区轻工路街道

高楼村，秸秆打捆机来回穿梭，一捆捆金

色的草垛“躺”在田间地头，等待装车运走。

为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与生态环

境保护、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相结合，该

区在强化禁烧宣传的同时，积极引导农

户科学处置、综合利用，让曾经的“生态

包袱”变为“绿色财富”。

多措并举强宣传。该区召开 2024

年秋季秸秆禁烧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落

实区、乡（街道）、村、组、户“五级”网格化

管理责任，完善秸秆禁烧应急预案和联

防联控协议，在各村成立秸秆禁烧工作

队，利用微信群、小喇叭、宣传车，每天循

环播放由区委宣传部和区农林水利局共

同录制的《秸秆禁烧倡议书》。目前，全区

已搭建临时指挥棚68个，建立村级微信

宣传群82个，悬挂横幅220余条，张贴宣

传标语2620余份，出动广播车18辆。

秸秆还田促增产。近日，由该区农

业部门牵头，相关乡（街道）配合，邀请

市农技中心技术骨干对区农机中心负

责人、种粮大户、合作社代表等 60余人

进行培训，引导农户对 8厘米以下的低

茬秸秆还田；对收割后较长的秸秆，由

区农业部门牵头，相关村配合，主动对

接附近县区养殖大户、菌类种植户、编

制作坊等收储户，提前摸清秸秆“供应

量”和“需求量”。

变废为宝助增收。家住叶县的毛志

阳经营一个养殖场，每年秋收都是他最

忙的时候。“很感谢湛河区各村党支部

‘牵线搭桥’，我为农户支付秋收费，秸秆

归我回收，一周就收购了140多吨。”

同时，该区积极探索秸秆利用新模

式，积极联系周口、漯河等地的化肥

厂。秸秆打捆送至化肥厂，经过机械化

工艺进行粉碎、堆沤、成型等流程，制作

成有机肥料、育苗基质、土壤改良剂等

半成品，从而实现离田资源化利用。

截 至 目 前 ，该 区 6 万 余 亩（1 亩 ≈
666.67平方米）耕地已完成回收综合利

用秸秆 3.6万亩。

湛河区积极探索秸秆综合利用新模式

昔日“生态包袱”今朝“绿色财富”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郭
晶晶）9 月 25 日，在湛河区黄河路西

段，一辆高压冲洗车缓缓驶过，强力水

压让路面、道牙、灯柱变得洁净如新。

小型喷洒车则对沿线的垃圾桶、流动

垃圾箱等环卫设施进行定点清洗。

国 庆 节 即 将 到 来 ，为 给 广 大 市

民、游客营造一个整洁舒适、安全放

心的城市环境，连日来，湛河区环境

卫生服务中心动员环卫工人及物业

人员，全域开展“城市大清洗暨设备

设施大检修”活动，为城市增颜、为生

活提质。

该中心每天出动环卫工人 250余

名、洒水车 15台，人机协作对全区主次

干道、背街小巷全面冲洗，对重点街

道、繁华路段加大机械化清扫力度与

清扫频次，对背街小巷、绿化带等卫生

死角精细作业。每天安排园林工人80

余名对辖区绿地、行道树进行浇灌、修

剪，确保苗木健康生长、外形美观。

同时，该中心持续强化公厕、生活

垃圾转运站的卫生治理，全面进行设

备排查、检修和维护，确保各种设备正

常运行。

干干净净迎国庆
湛河区开展城市大清

洗暨设备设施大检修活动

本报讯（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王鹏
飞）为增强社区矫正对象法治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更快融入社会，近日，湛河区

司法局、区民政局联合举行社区矫正

公益活动基地共建签约仪式，将溢福

园老年公寓等 9 所养老机构命名为

“湛河区社区矫正公益活动基地”。

据湛河区司法局副局长王丙寅介

绍，建立社区矫正公益活动基地，既缓

解了养老机构在日常照看、卫生打扫等

方面存在的人力不足问题，也为矫正对

象提供了较为固定的公益活动场所，改

变了以往社区矫正对象公益活动分散、

效果不好的状况。社区矫正对象参与

到养老敬老公益活动中，有助于他们改

善社会关系、顺利回归社会。

王丙寅表示，接下来，区司法局、

区民政局将进一步与辖区养老机构加

强沟通，建立完善制度机制，做好经验

总结交流，充分发挥基地作用，实现社

区矫正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引导矫正对象通过劳动不断改造、充

实、完善自我。

养老敬老 助力矫正
9所养老机构被命名为

社区矫正公益活动基地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
杨冰洁）“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

的传统风尚，中国传统家风的精

神 内 核 就 是 孝 悌 亲 情 、仁 爱 礼

让、诚实守信、清廉节俭……”日

前，在湛河区纪委监委联合区妇

联举办的廉洁家风宣讲活动上，

区纪委监委代表姬为民发言道。

近年来，湛河区纪委监委坚持

一体推进“三不腐”，不断创新举

措，从阵地建设、宣传教育、协同联

动三方面持续发力，以清廉家风涵

养党风政风、提淳社风民风，全力

助推清廉湛河建设走深走实。

该区纪委监委不断厚植“廉

土壤”，夯实基层阵地，深挖《绿

园 家 训》的 深 刻 内 涵 和 廉 洁 元

素 ，拍 摄 相 关 专 题 片 ，建 立 李 绿

园家训教育基地，大力弘扬传统

家规家训。同时，积极挖掘曹镇

乡 晋 冀 鲁 豫 野 战 军“党 恩 井 ”旧

址红色家书的教育内涵、北渡街

道“党 员 渠 ”等 红 色 遗 迹 艰 苦 奋

斗的家风事迹等，打造具有地方

特色的廉洁文化品牌。

此外，该区纪委监委开展形

式多样的清廉家风建设活动，联

合 区 妇 联 开 展“最 美 廉 洁 家 庭 ”

评选、清廉家风故事宣讲会等活

动；组织部分党员干部家属参观

市 廉 政 警 示 教 育 基 地 ；组 织 乡

（街 道）、村（社 区）妇 联 干 部 30

余 人 到 宝 丰 县 王 堂 村 家 风 家 规

馆 参 观 学 习 …… 形 成 倡 树 廉 洁

的社会合力。

“ 家 风 正 则 民 风 淳 、政 风

清。下一步，我们将创新方式方

法 ，持 续 开 展 家 庭 助 廉 活 动 ，筑

牢反腐倡廉家庭防线，推动形成

廉 洁 修 身 、廉 洁 从 政 、廉 洁 齐 家

的 良 好 社 会 风 尚 。”该区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说。

区纪委监委：

树立良好家风 涵养清廉政风

本报讯 （记 者 孙 聪 利 通 讯
员王云鹏）9 月 25 日，记者从湛河

区审计局了解到，为扎实做好审

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该局在加

强分析研判、压实主体责任、强化

成果运用等方面不断发力，以高

质量审计监督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

加强分析研判。该局定期向

区政府常务会议汇报审计整改推

进工作，分解任务、明晰责任，对

难度大的问题现场分析研判。加

强与区人大常委会、区纪委监委、

区巡察办的联动，推动整改落到

实处。

压实主体责任。明确被审计

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审计整改第一

责任人，建立整改责任清单、整改

台账，明确整改时间，将整改任务

分解到具体部门和责任人，确保

整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对问题

整改实行销号管理。

强 化 成 果 运 用 。 将 审 计 整

改 结 果 作 为 领 导 干 部 考 核 、任

免 、奖 惩 的 重 要 依 据 ，对 整 改 情

况跟踪检查，及时掌握整改进度

和效果。

据统计，今年以来，湛河区审

计局共提出审计整改问题 31 条，

其中 29条已落实到位。

区审计局：

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

9 月 25 日，河滨街道褚庄村村民杨倩和儿媳
妇郭妮两人在采摘无花果。

9月 23日，双楼村村民在收获玉米。

9 月 22 日，北渡街道双
楼村村民在收获花生。

99月月 2525日日，，曹镇乡稻谷长势喜人曹镇乡稻谷长势喜人。。

河滨街道潘庄村村民李
小平在收获软籽石榴。

本报讯 （记 者 孙 聪 利 通 讯
员 张 旭 长）“这 次 出 国 展 览 很 成

功，我们的产品也很受欢迎。”9

月 25 日 ，说 起 近 日 在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首 都 塔 什 干 参 加 的 中 亚 商

品展销活动，河南盐生堂生物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王 兆 强 很 是

欣喜。

河 南 盐 生 堂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是 湛 河 区 于 2019 年 招 商 引

资 来 的 研 发 型 企 业 。 在 湛 河 区

科研部门的支持下，该公司以深

井 盐 为 原 料 ，开 发 出 20 余 类 护

肤 、洗 浴 产 品 。 此 前 ，该 公 司 曾

多次赴东南亚国家参加展销，拥

有固定的消费群。从 2022 年 12

月起，该公司开始针对中亚地区

人口皮肤特征开发沐浴产品，新

产品于去年 3 月研发成功，并通

过 官 方 渠 道 让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消

费 者 免 费 体 验 ，赢 得 良 好 口 碑 。

去年 6 月，沐浴盐开始进入中亚

五国市场。

除了固定展位展销外，该公

司 还 建 有 海 外 仓 ，商 品“国 内 生

产 、海 外 销 售 ”的 模 式 已 逐 渐 稳

固成熟。今年以来，该公司同中

亚五国 30 余家销售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签订供货协议突破 1000

万元。

小商品接轨国际大市场

金秋时节，湛河区“丰”景如画。

田垄间，金黄的稻田一望无际，饱满的稻穗低垂，风过处，

稻浪层层涌动，闪耀着丰收的光芒。不远处，机器轰鸣，一排排

玉米秆被迅速卷入，金黄的玉米棒欢快地滚落进车厢。花生地

里，新鲜的花生带着泥土的芬芳；果园里，累累硕果压弯枝头，

石榴火红,无花果饱满。沟渠里清水蜿蜒，滋润着肥沃的土

地。农民忙碌的身影穿梭田间，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

用勤劳的双手，收获着大自然的馈赠，在青山绿水间奏响农业

“丰收曲”。 （张楠）

奏响农业“丰收曲”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姜涛摄）

（上接第一版）

党员干部带好头，干群才会拧成

绳。村“两委”动员全村党员干部扛着

铁锹、开着农用车，清理坑塘、河道淤积

物。看着党员干部满头大汗地清淤，村

民也纷纷加入，一个月的时间，就清理

出 1000多车垃圾和淤泥。

“小西湖”上整修道路，村民主动拉

来砂石；搞绿化，村民踊跃干义工；建民

宿，3户村民捐出老宅子；建广场，家家

户户捐款捐物。

在深圳打工的村民张庆海通过视

频看到村内环境变美了，主动联系村

“两委”干部捐款 1000元；程三青家的宅

基地位于“小西湖”北岸，楼房主体已建

成 10 多年，但因周围环境差，不想来此

居住，楼房一直“烂尾”。“小西湖”开始

打造后，他立即复工建设，并使房屋建

筑风格与“小西湖”景观相融合……

如今，“小西湖”峥嵘初现，前来游

玩的市民络绎不绝，纷纷赞叹小乡村的

蝶变重生……

串珠成链，小景点汇成“大
颜面”

和美乡村建设，关键要激发群众的

内生动力。

曹镇乡曹北村北边有连片坑塘100余

亩，一直被人承包用来养鱼养鸭养鹅。看

着曹西村干群齐心协力干出了名堂，该村

村民也不甘落后，直接把热情拉满。

在村民的支持下，曹北村仅用 17.5

万元就收回了历史上承包出去的 120多

亩土地和水塘，仅用 3天就完成 24户共

65 个坟茔的迁移，仅用 10 天就实现 13

个水塘的连通和修缮。

村里美了，群众也自发比起了“家

里净”。谢庄村制订了“两个坚持”（坚

持村内清扫，坚持庭院整洁）计划，通过

“三个一”（1个小时、100把扫帚、1碗粥）

凝聚力量，男女老少齐上阵，共同建设

和美家园。

外在美了，内在也变得更美。曹西

村开设无人菜摊，村民将自种的瓜果蔬

菜在无人值守的菜摊售卖，通过二维码

付款销售。过去挂在墙上的“一约五

会”变成了看得见的文明乡风。

目前，湛河区以曹西村、曹北村、杨

西村等 6个村为主体，连片打造的和美

乡村先导片区已初见成效；同时，统筹

规划、精准发力，全域推动和美乡村建

设，乡村景观串珠成链，景美人和业兴

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产业引领，小乡村成为“致
富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产业的

农村，难聚人气，更谈不上留住人才”。

在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湛河区坚

持产业入村，运营前置，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

曹西村以江南水乡元素为基调，将

稻米加工、奶嘴鱼、农家院等作为产业

建设重点，已初具雏形；谢庄村拟在村

内建立特色农产品直播基地，带动村民

共同致富；曹北村以农文旅融合壮大村

集体经济，引入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

善基金会，将产业发展融入村庄建设，

鸭舍咖啡、水岸民宿、特色餐饮、自然研

学等项目正从规划走向现实。

河滨街道潘庄村立足“潘桃”、酥

梨、猕猴桃等特色水果种植和生态养

殖，打造了“潘桃源”五星工坊，发展旅

游观光、采摘、垂钓和餐饮等多元经营

项目，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久活力。

…………

湛河区将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相融

合，将党员带头与发动群众完美结合，和

美乡村建设正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

（本报记者 孙聪利 通讯员 王毛生）

湛河区：“和美”为笔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