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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晓龙
通讯员 赵明奇 何 言

如今的舞阳，鳞次栉比的楼房刷新
着城市建设的高度，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络更新着开放的速度，民生领域的持续
投入和脱贫摘帽的顺利实现提升着群众
的幸福指数；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宜居
名城的深入创建，增加了厚重文化底蕴
和良好生态的底气；产业集聚区的跨越
发展，增强了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这一个个华丽的转身，为舞阳高
质量发展按下了“快进键”、跑出了

“加速度”。

城乡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近年来，舞阳县围绕加快建设生态
宜居名城、历史文化名城，抢抓全省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第一批实施县机遇，以

“三城同创”为载体，坚持“三优先三
统筹”的原则，加快改造提升老城区，
致力扮靓新城区，统筹推进建设新乡
村，城乡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坚持
高起点规划，先后聘请清华大学、同济
大学等国内知名设计团队，编制完成城
乡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 33 个。谋
划包装涉及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生态
保护等利长远惠民生的重大项目 105
个，投资总额287.6亿元。

按照“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
文化城、以业兴城”的理念，围绕

“四河相连、五湖互通，十景成线、碧
水围城”环城水系构想，编制完成城
区生态水系总体规划，全面启动生态
水系建设。加快“森林舞阳”建设，
积极实施添绿增绿行动，强力推进园
林单位小区创建、道路绿化升级和游
园绿地建设，新增城区绿地面积 14 万

平方米，城市品位不断提升。充分发
挥舞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加
快推进周汉古城遗址修复，城隍庙、
开元寺保护开发等工作，挖掘提炼文
化精髓，塑造千年古县文化形象，为
城市注入魅力、涵养品质。把产业发
展作为高质量推进城市建设的“火车
头”，以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商业区为载
体，发挥产业带动优势，拉长产业链
条，推动产城融合发展。创新城市管
理体制机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在全市率先实施城区和乡村环卫
保洁一体化、市场化运作，彻底改变
城乡环境脏乱差现象，先后荣获“全
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全省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先进县”称号。在圆满
完成省级“三城同创”三年奋斗目标
的基础上，在全市率先提出争创国家
级文明城、卫生城、园林城目标，推

动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把乡村振兴作为解决“三农”问

题、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举措，坚
持试点先行，规划实施“五镇十村”

“一河两岸”乡村振兴示范带，从改善
农村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主
导产业、弘扬乡风文明等方面入手，以
点带面推进实施全县乡村振兴战略。持
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
设，全面推进农村“污水革命”“垃圾
革命”“厕所革命”，全县185个行政村
达到省级示范村标准、263个行政村达
到省级达标村标准，农村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扎实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
北舞渡历史文化名镇、莲花中原航空小
镇、文峰香菇种植小镇等一批产业名
镇、经济强村加快建设。深入实施农业
产业化集群培育、生态畜牧养殖和生态
农业发展工程，（下转2版）

统筹协调促振兴 融合发展谱新篇
——舞阳县改革发展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张俊霞
通讯员 李晓光

今年下半年，漯河连续 4 个月有 6
人登上“中国好人榜”，受到社会各界
的瞩目。

如今，提起 37 年义务照顾两位孤
寡老人的李桂英、胡书现夫妇，倾情奉
母诠释人间大爱的黄青华、张五红夫
妇，29 年坚守临床一线的好医生刘东
亮，坚守大医道的小村医郑玉海这些好
人，很多市民都会竖起大拇指为他们点
赞，他们的事迹大家都耳熟能详。

新一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启动
以来，我市以打造“好人之城”品牌为
抓手，开启好人选树新模式，开展身边
好人推荐评选活动，实现身边好人推荐
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新突破，

“推好人、学好人、做好人”在群众中
蔚然成风。

打造绿色通道
建立评议机制

今年，为进一步营造人人关注身边
好人、人人争做“漯河好人”的社会氛
围，我市进一步打造发掘好人的绿色通
道，建立好人推荐的高效机制，构建宣
传好人、产生好人的良性循环机制，让
更多的凡人善举从“幕后”走向“台前”。

为此，市文明办积极开展向各县
区、各单位、各社会团体征集“漯河好
人”先进典型活动，建立“漯河好人”
储备库，为选树“漯河好人”、推荐

“漯河好人”奠定坚实的基础。活动坚
持海选直推的办法，从普通群众中发掘
道德楷模，发挥身边好人可亲、可信、
可学的影响力，引领社会道德风尚。

为了提高身边好人线索推荐的数量
和质量，市文明办积极发动社区居民、
志愿团队、党政机关及在校老师、学生
家长等不同社会群体参与推荐和点评，
使大家在推荐好人线索和点赞评议的过
程中学习好人，实现身边好人线索和点
赞评议数量的突破。

我市还实施激励机制，对推荐身边
好人线索工作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进
行通报表彰，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电
话卡、公交卡、旅游年卡等物质奖励；
对工作不力的县区和单位下达督办通
知，督促其在好人线索推荐工作上进行
整改。市文明办还派出工作人员深入各
县区、各单位开展身边好人线索推荐培
训活动。

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
我市好人线索数量由全省末位攀升到全
省前列，“中国好人榜”漯河候选人点
赞量稳居全省前三名，有效破解了漯河
身边好人推荐工作基础薄弱的瓶颈，形

成了发现、推荐、评议好人的良性循环，
身边好人推荐工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宣讲好人故事
构建长效机制

漫步在漯河的广场、游园，随处可
见不同层级评出的道德模范、“中国好
人”的照片和事迹介绍，他们的故事也
深深感染着更多的人孝老爱亲、爱岗敬
业、乐善好施、见义勇为。

为提升“漯河好人”的影响力、知
晓度，我市建立了宣传“漯河好人”的
科学机制，除在公共场所悬挂宣传他们
的照片外，还开展了“讲好人故事”微
电影、微视频、摄影图片、文艺节目征
集评比活动，用身边的好人故事展现

“漯河好人”的光辉形象，展示现代漯河
人的风采，向社会传递温暖、播洒大爱。

市文明办还积极挖掘宣传“漯河好
人”的资源，向中国文明网投送根据中
国好人事迹改编的文艺节目、故事专题

片和微电影作品，为不断推送“漯河好
人”登上“中国好人榜”取得了可观的
宣传指数加分。

我市还开展了为“中国好人榜”上
榜好人送喜报活动，让好人的美名传遍
他们的家乡；举办上榜中国好人新闻发
布会，通过各类媒体为好人欢呼、为

“创文”助威、为漯河添彩；对于事迹
特别突出的好人，组织专业机构为好人
拍摄宣传教育专题片或者微电影，根据
好人事迹创作文艺节目，举办好人事迹
宣讲活动等，让好人的美名传遍沙澧大
地，积极营造“漯河好人”层出不穷的
良好局面。

礼遇身边好人
完善褒奖机制

我市将“身边好人”评选奖励列入
财政年度预算，坚持从精神鼓励、物质
援助、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建立长效机
制，（下转2版）

着力打造“好人之城”

本报讯（记者 李 丹） 12 月 12
日上午，实施四水同治加快推进
新时代河南水利现代化动员大会
在郑州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动员部署水
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
同治”工作，启动实施十大水利
工程，安排今冬明春水利建设重

点工作。
市委书记蒿慧杰，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高喜东，副市长徐汇川及市
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漯河分会场收
听收看。

实施四水同治加快推进新时代
河南水利现代化动员大会在郑召开

蒿慧杰等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

本报讯（记者 梁晓峰）日前，市委、市政府印
发《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加快企业家队
伍建设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以更加
鲜明的导向，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坚定的决心，
推动我市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

《措施》共分十部分计二十八条。
第一部分为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明确

提出要打造全省一流的政务环境、建设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营造诚信包容的社会环境、营造企业家
健康成长的法治环境、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浓厚
氛围。《措施》 明确，以“一口进、一码通、一网
办”为目标，推动企业办事线上“一网通办”、线下

“只进一扇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凡与企业
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审批服务事项全部进入市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完善“集中管理、统一受理、按责转
办、统一督办、评价反馈、行政问责”工作机制。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支持民间资本依
法平等进入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享受
平等的准入标准和优惠政策。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
权益，维护企业家正常经营。

第二部分为扶持非公有制企业做大做强。《措
施》提出要实施中小微企业成长行动。鼓励个体工
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鼓励个人独资企业转型升级
为公司。深入推进“小升规”培育工程，对小微企
业升级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按照市政府文件给
予奖励。《措施》还围绕推动企业专业化、精细化、
特色化、新颖化发展，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开放合
作，推动非公有制企业自主创新，实施千家企业

“上云”工程，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公共服务体系等明
确了具体的扶持举措。

第三部分为破解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困难问题。
明确要畅通民间投资渠道，全面落实民间资本准入
平等待遇，不得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附加条件、歧
视性条款和准入门槛；强化融资支持，驻漯各商业
银行年度新增贷款额投向非公有制实体经济的比例
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措施》还对降低用地成本、
加大用地用房供应力度、减轻税费负担等作出了明
确规定。

第四部分为建设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对实施
优秀企业家培育计划、建立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培养
机制、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等作出了详细规定。第
五部分对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作出明确规
定。第六部分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明
确提出建立领导干部联系非公有制企业和企业家制
度、建立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制度。第七、第
八部分分别对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建立科
学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等提出明确要求。
第九部分为构建惠企政策落实机制。明确提出要建
立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督查机制，每季度对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专项督查；坚持和深化
服务企业周例会制度，确保企业在生产经营和发展
中诉求有渠道、困难有人帮、解决有平台。第十部
分为建立健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机制。对加强
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组织领导、建立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考评制度等作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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