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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 放
“阳光村务让我们更了解村里的大

事小情，老百姓也有了监督权，惠农政
策的实惠我们一分不少得！”12 月 6
日，在源汇区空冢郭镇前袁村，村民袁
清河笑着告诉记者。

听记者打听阳光村务的事儿，大伙
儿围过来主动谈起自己对村内事务和村
干部的看法。言谈之中，记者感觉到村
民对村干部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通过强化
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让每个村干部
清楚自己的责、权、利是什么，让村民
放心又明白，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
行，促进了村务公开透明、规范有序，
更加夯实了基层党建基础，密切了党群
关系。”谈起阳光村务建设取得的成
效，源汇区空冢郭镇党委负责人史洪涛
认为效果明显，变化很大。

阳光村务，规范小微权
力运行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的推进，大量资金流入农村，有的村干
部面临前所未有的诱惑，基层组织中时
有腐败现象发生，对农村发展造成严重
危害，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
象。”对于这一现象，史洪涛介绍说，
村干部腐败现象频发，源于村干部权力
不断膨胀却缺乏有效的监督。因此，必
须创新方式方法，加强对村务的监督，
让基层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留一
片“死角”。

记者了解到，自我市“阳光漯河”
建设工作开展以来，空冢郭镇结合自身
实际，统一思想，全面部署。各村成立
了以党支部书记为组长的阳光村务建设
领导小组，设立了纪检联络员，建立了

阳光村务工作队伍。要求各村对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的村级财务支出、村级资产
资源处置、贫困户识别退出等重要事
项，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进
行，保障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
权，规范农村干部用权行为，防止腐败
现象发生。

全镇要求各村一般事项至少每季度
公布一次，集体财务每月公布一次，涉
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随时公布，村内
重要事项通过“公开栏”“明白墙”“明
白卡”等及时、完整、详细地向群众公
开。

“农村各种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
在村级财务管理、计生指标、困难户补

助、拆迁补偿、村级党组织党员发展等
热点问题，通过阳光村务，力求全面、
具体地给群众一个交代，以促进公正公
平办事，争取群众理解和信任。”史洪
涛说。

阳光村务，在干群之间
架起理解和信任的桥梁

今年以来，空冢郭镇通过实施阳光
村务，村民心里亮堂了，监督也更加到
位。通过将党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和农
村党务、村务、财务都纳入网上公开，
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全面了解政策、随时
随地监督。各行政村通过严格推行“四

议两公开”工作机制，对农村土地租赁
承包、集体资产处置以及公益事业的经
费筹集等重大事项，严格按照程序进行
集体决策，形成“以制度治村，按程序
办事”的决策模式，使村“两委”的决
策更加科学，权力运行更加规范。

通过实施阳光村务，空冢郭镇前袁

村完善台账，利用“四议两公开”全面
推进农村集体“三资”清理工作，明确
产权界限，保证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今
年夏天，应村民要求，村里通过召开

“两委”会、党员会及村民代表会，对
超市、闲置小学校舍等资产的租赁合同
重新签订，对村民私自占有的村集体公
共土地依法收回，并及时向群众公布，
接受群众监督。这两项举措，每年为前
袁村集体经济挽回损失近3万元。

目前，空冢郭镇各村群众的民主意
识和村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明显增强。
阳光村务让村民对村干部的工作从了解
到理解，再到支持，村民之间、干群之
间因不了解而引发的诸多矛盾得到化
解，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阳光村务促基层权力规范运行
——源汇区空冢郭镇“阳光漯河”建设纪实

本报讯（记者 李 丹） 12月
8 日下午，市委书记蒿慧杰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社区、学
校、商场、火车站、农贸市场、
老旧小区等，实地督导调研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强调要认真
落实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推进会议精神，自觉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做到对标创建、
精细创建、全民创建、全力创
建、统筹创建，聚焦解决突出问
题，不断提高创建实效，持续增
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
满意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新鹤参加督导。

蒿慧杰一行来到泰山社区。
“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到位？”“整改
情况如何？”蒿慧杰边走边问边察
看社区综治文化服务中心功能发
挥、周边环境卫生等情况。蒿慧
杰说，文明城市创建的目的就是
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群众
说好才是真的好。“创文”工作整
改不能走形式，要着眼群众需
求，着力补齐短板，解决突出问
题，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真
正让人民群众满意。蒿慧杰还对
领导干部分包社区这一做法给予
肯定，要求继续落实到位，务求
实效。

蒿慧杰一行来到市“创文”
指挥部，亲切看望慰问工作人
员，详细了解我市“创文”工作
资料上传情况。蒿慧杰强调，开
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不是突击行
动，要拿出“工匠”精神和“绣
花”功夫，把功夫下在平时、抓
在平时，把“创文”融入日常工
作和生活中，时时刻刻按照要求
去做，避免搞突击、走形式，确
保把各项工作更细更实地做到位。

在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蒿慧
杰指出，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
方，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要通过文明城市创建不
断提升师生文明素养，让文明成
为一种习惯。同时，要按照“创
文”工作整改清单，合理布局、
注重细节，尽快整改到位，全面
提升学校文明形象。

走进千盛百货商场，蒿慧杰
一行察看商场文明创建情况，对
其浓厚的“创文”氛围和良好的

“创文”效果赞不绝口。蒿慧杰
说，商场主动对标整改、分包单
位主动督导参与形成“创文”合
力的做法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同
时也为各县区、各单位树立了协
同配合合力“创文”的榜样。

（下转2版）

蒿慧杰在督导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时强调

解决突出问题 提高“创文”实效
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梁晓峰） 12 月
7日，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以下简
称“省物联”） 在郑州发布 2018 年
河南省物流企业 50 强名单，我市独
占 10 强，其中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
司居第二位，9 家企业居前 30 强。
这标志着我市物流强市的地位进一
步确立。

全省 18 个省辖市，为什么漯河
市能有10家企业跻身50强，有的市
却只有一两家？有物流专家对此作
出了权威解读：物流业发展，主要
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当地产业发
展得好，物流业就会发达；二是当
地政府对物流业发展是否重视。

多年来，我市食品产业集群集
聚发展，带动物流产业迅猛发展，

“全链条、网络化、严标准、可追
溯、新模式、高效率”的冷链物流
体系已经形成，双汇物流等 3 家企
业入选全国冷链物流企业百强；粮
食物流辐射周边9省及豫南8市。特
别是近年来，我市抢抓电商发展机
遇，大力推动快递物流业发展，顺
丰、百世、韵达、申通、圆通、德
邦、全峰等 9 家国内知名快递企业
在漯设立区域分拨配送中心，快递
年均处理量占全省处理量的 30%以
上，我市成为全省第二大快递分拨
中心。

物流业的蓬勃发展，更离不开
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
来，我市把发展现代物流业作为加
快服务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建立现代
服务业攻坚、现代物流业转型发
展、示范城市创建等专项工作协调
推进机制，先后编制了全市物流业
转型发展规划、商贸流通业发展规
划、现代物流业空间布局规划等，
出台了 《促进物流业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物流业转型发展三个工作方
案 （冷链、快递、电商）》 等一系
列政策性文件，在市场准入、财税
支持、建设用地、运输管理、产运
衔接、资金保障等方面推出了一揽
子优惠政策，支持现代物流业加快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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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市委书记蒿慧杰在郾城区沙北街道泰山社区调研督导“创文”工作。
本报记者 王庆建 摄

本报讯（记者 左小正） 12
月4日~6日，由中国报业协会等
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报业新媒体大
会在浙江瑞安召开，来自全国
100 多家媒体的大咖齐聚一堂，

“论剑”媒体融合发展。大会发
布了“2018 年度中国报业融合
发展优秀案例”，漯河日报社旗
下的新媒体——漯河手机报榜上
有名。手机报获得此项荣誉的全
国仅此一家。

据悉，此次优秀案例征集活
动共收到 99 件案例。经过初
评、复评、终评，漯河手机报因
内容建设和创新融合发展获“双

赢”，被评为优秀案例。
漯河手机报是漯河日报社于

2009 年 10 月推出的“掌上报
纸”，办报之初就确立了重大有
用、及时好看的宗旨，并一以贯
之。经过多年的探索，目前漯河手
机报订阅用户由当初的几千户发展
到现在的5万户，栏目由当初的几
个发展到如今近 40 个服务性专
栏，开办了党建、城管、交通、
住建、公安五个手机报专刊，并
与《漯河日报》、漯河名城网深度
融合，实现了网站、微信互通互
联，其影响力和品牌效应越来越
大，深受社会各界的喜爱。

漯河手机报获全国大奖自从1911年第一家牛行“天顺长”成立起，漯河市牛行生
意日益发展壮大。

京汉铁路通车后，牛行街成为全国性的牲畜集散中心，到
了1935年，已有牛行140多家，从业人员近1500名，全年上市
牲畜80万头，当时还有著名的骡马大会，盛况空前。

左图：昔日牛行街变身今日泰山路。 本报记者 王晓东 摄
下图：人兴畜旺的牛行街（资料图片）。 何全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