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河南日报》 消息 3 月 2
日，首届“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
推动周”活动集中启动仪式在郑州
举行，并通过云直播同步启动各省
辖市及济源示范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推动周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马懿、副省长戴柏华出席仪式并共
同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活动。

戴柏华在致辞中说，希望大家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大力普及文明
行为规范，提高群众文明素质，推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级融媒
体中心建设提质增效，打造涵养社
会文明新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
实践平台和宣传平台，推动新时代
精神文明建设呈现新气象。

据悉，该活动以“让文明之光
照亮新征程”为主题，从3月2日至
6 日，开展讲文明礼仪、学党史国
史、送文艺节目、献暖暖爱心、送
健康科普五大主题活动，为推进

“两中心”建设探索方法途径，在全
省营造争做文明事、争当文明人的
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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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河南省新时代文明
实践推动周”活动集中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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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导读

本报讯 （记者 谢晓龙） 创新发展模
式，培育特色产业……近年来，临颍县通过

“十种模式”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强农
业、美农村、富农民，经验在全省推广。在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中共临颍县
委组织部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

近年来，临颍县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探
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发展村级
集体经济作为脱贫攻坚重要抓手，不断提
升村级脱贫攻坚能力。目前，全县村级集
体经济年收入 5万元以上的村 270个，占
比73.6%。

该县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大胆探索创新，形成了促进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的“十种模式”，即以南街村、
北徐庄村为代表的农工贸一体化集团发展模
式；以邢庄村、樱桃郭村为代表的“城中
村”集体改造发展模式；以胡桥村为代表，
通过土地流转集约发展高效农业的发展模
式；以王岗镇薛庄村为代表，通过“三违”
治理、土地整治增加耕地的发展模式；以杜
曲镇现代家居产业园区所在村庄购买烘干中
心，利用炕房租赁收益增收为代表的“飞地
经济”模式；以王孟镇石拐村为代表，通过
村集体服务群众和产业增收的发展模式；以
瓦店镇坡李村为代表，通过流转土地、村民
入股、集体入股发展高效农业共同增收的发
展模式；以龙堂村为代表，把土地征收补偿
款入股城投公司增收的发展模式；以城关街
道东关村为代表，收储村庄集体建设用地、
用活村庄资源的发展模式；以石桥乡驼铺村
为代表，通过清理、整顿村管田增收的发展
模式。同时，通过推广“十种模式”，指导
各村结合自身实际，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方
式，找准科学发展路子，全县整理出可租赁
村集体机动地 3623 亩、闲置集体厂房等
18360平方米，年增加村级集体收入983万
元。

2018年，该县在全省率先实现整乡镇集
体经济空白村全面“清零”目标，获市奖补
资金450万元。在总结推广“十种模式”的
基础上，探索“党建+工业园区”模式，坚
持“育强”“消薄”共举，持续做优做强集
体经济，为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目前，该县共规划建成集体经济工业园
5个，覆盖302个村，有力助推了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群众就业、增收；工作经验入选
2020年11月中组部编印的《抓党建促脱贫
攻坚案例选·强化保障》和《河南省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案例选编》。

下一步，临颍县将以荣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称号为契机，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扎实落实组织振兴、人才振兴各项
重点任务，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继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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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志勇 张军亚
“‘十四五’时期，郾城区将围绕

奋勇争先、出彩添彩，紧盯漯河‘四城
同建’、‘八区联动’、漯颍一体化建设，
结合工作实际，突出高质量发展这‘一条
主线’，做好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这‘两
篇文章’，致力打造改革创新先行区、城
乡融合引领区、生态宜居示范区和生物医
药创新高地、健康食品创新高地、精细化
工创新高地、绿色建材创新高地及豫中南
地区性职业教育中心。”近日，郾城区委
书记李新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介绍
了郾城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工
作重点。

李新伟表示，郾城区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七届十三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围绕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具体工作
中将做到“六个坚持”：

一是坚持“四城同建”促提升。立足
郾城定位，主动融入对接，切实把承担的
建设任务落地落实。围绕豫中南地区性中
心城市建设，将积极打造现代物流、职业
教育、医疗服务、检验检测等亮点，使郾
城成为“中心的中心”。围绕中原生态水
城建设，将以幸福渠生态水系、沙河湿地
公园等景观工程为依托，持续推进“四水
同治”，大力实施国土绿化提升行动，让
郾城“绿”的底色更厚重。围绕国际食品
名城建设，将以“三链同构”为引领，持
续强化郾城食品产业主导地位，推动全区

食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品
牌化发展。围绕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
将巩固“书香郾城”品牌，提升“书法之
乡”影响力，深挖许南阁祠《说文解字》
碑廊、彼岸寺经幢等文化资源，不断提高
郾城文化软实力。

二是坚持产业为先强支撑。以产业化
思路构建现代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发展体

系。工业突出抓集群。依托淞江产业集聚
区、漯西化工产业集聚区，解决裕松源药
业历史遗留问题，做优做强微康益生菌、
新旺化工、众泰建材等骨干企业，加大产
业链招商力度，打造健康食品、生物医
药、精细化工、绿色建材四大超百亿产
业。农业突出抓特色。坚决守住耕地保护
红线，（下转02版）

■本报记者 齐国霞 王彦阳
通 讯 员 王仕轶

春潮涌动催人进，砥砺前行正当时。
舞阳县马村乡干部群众踏上新的奋进路，
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产业园：现代农业助民致富

3月1日，马村乡产业示范园温室大
棚内，绿色的小葱、红色的番茄……各种
蔬菜竞相生长，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记者走进一座香椿大棚，浓郁的香味
沁人心脾。尚张村村民曹翠兰正在精心采
摘香椿嫩芽，须臾间，一捧嫩芽已收入竹
篮中。她对记者说：“香椿芽很有营养，
春节最贵的时候一斤能卖65块钱。俺在这

儿干活儿收入不错，在家门口打工就能挣
不少钱哩！”

“我们村在产业示范园有5座香椿大
棚，占地十亩。每座大棚一天能产出400
斤香椿芽，按每斤40元批发出去，一天就
能收入8万块钱！”任桥村党支部书记辛少
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不愁销路，
订单销售，根本不用担心积压蔬菜。”

马村乡党委书记王二星向记者介绍，
马村乡建设的万亩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园，
依靠现代科学种植技术，以打造精品、有
机、绿色、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为目标，
目前已成为带动全市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
综合性农业园区。

万亩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园总投资约1.5
亿元，计划流转湾王、马南、乔庄3个村

及周边6个行政村1万多亩土地，拟新建
蔬菜大棚占地2000亩、露天绿色蔬菜基
地占地3000亩、其他经济作物基地占地
5000亩，项目建成后可年供应蔬菜4万
吨，实现年产值1.2亿元，同时带动周边
村庄500人就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双丰收。

如今，马村乡已投资 2000多万元，
集中建成了占地3000多亩的产业示范园
区，年产值达900多万元，园区内种植
的土豆、黄瓜、西红柿、五彩吊瓜等二
十多种蔬菜、瓜果顺利通过绿色农产品
认证。

同时，按照“三链同构”要求，马村
乡积极探索“互联网+现代农业”模式，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农产品物流等新产业

新业态。
入驻露天绿色蔬菜基地的舞阳县全成

家庭农场和中豫庄稼人（花生种子生产基
地）专业种植合作社，引领全乡种植高油
酸花生面积达 2.8 万亩，亩均增收 1500
元，进一步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大大增
加了村集体收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打
下良好基础。

电商园：新经济催生新动力

位于舞阳县新行政服务中心15楼的马
村乡招商企业集中办公区，一间间现代化
的办公室内安安静静，一个个业务订单接
连“飞”入了一家家公司。

（下转02版）

马村乡：强村富民奔小康

■本报评论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时期，也是推进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五年。立足新
发展阶段，加速构建城乡一体、优势互
补、活力迸发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加强顶
层设计和制度创新，推动城乡同频规划、
同频建设、同频发展，全力打造城乡融合
发展引领区。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加快乡村振兴的基
本动力，加快乡村振兴是推进新型城镇化
的重要支撑。漯河地处中原腹地，城乡发
展水平差距不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更有
条件、更有基础、更有优势。近年来，我
市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推进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
断取得新成效，很多工作走在了全省乃至
全国前列。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全

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引领区，要坚定不移
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
升产业支撑能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
给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辐射
带动力和区域竞争力。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推进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加快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
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致力成为全省城乡融合发展的标杆。

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以中心
城区为主体，城镇和村庄协调发展的现代
城乡体系，优化人口、土地、产业、生态
资源、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置，做强中
心城区，做特县城，做精乡镇，做美乡
村，促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中心城区
能级提升。促进全市联动发展，规划建设
漯颍绿色食品产业功能区，带动漯颍一体
化发展；依托沙澧河生态优势及产业特
色，（下转02版）

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奋力前行
——访郾城区委书记李新伟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引领区

——实施“八区联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评论之五

让文明之光照亮新征程

3月2日上午，首届“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活动（漯河分会场）启动仪式
在临颍县颍川广场举行。 陈 飞 摄

■本报记者 蒿中刚
初春的沙澧大地，处处花开、生机盎

然。在第五十八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
际，3月2日上午，首届“河南省新时代
文明实践推动周”活动（漯河分会场）启
动仪式在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
——临颍县颍川广场举行。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是党中央打
造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夯实党的意识形态
工作根基、打通教育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我市强化
统筹协调、坚持全域推进，建成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714个，招募志愿
者22万余人，组建志愿服务队1431支，
在理论传播、政策宣传、价值引领等方面
广泛开展各类活动。2020年，我市3名个
人、4个组织、2个项目被评为全省优秀志
愿服务先进典型。临颍县和舞阳县分别成
为全国和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县。

今年1月1日，《河南省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 正式施行。该条例规定每年3
月第一周为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
周，今年的活动主题为“让文明之光照
亮新征程”。结合《漯河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 等，我市将广泛开展讲文明礼

仪、学党史国史、送文艺节目、献暖暖
爱心、送健康科普五大主题活动，进一
步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凝聚奋进新征
程、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力量，大力营造
庆祝建党百年、助力复兴伟业的浓厚氛

围。
3月2日至6日，我市将每天开展一

个主题活动。讲文明礼仪。邀请礼仪专
家为广大群众讲解礼仪常识，开展文明
使用网络宣传活动。学党史国史。围绕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组织新时代宣讲师和百
姓宣讲员开展“一刻钟宣讲”。送文艺节
目。组织文艺志愿者、豫剧名家和非遗
文化传承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
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要内
容，教育、引导群众养成文明行为习
惯。献暖暖爱心。结合学雷锋纪念日，
组织动员广大志愿者以空巢老人、留守
儿童、务工人员等群体为重点，有针对
性地开展关心关爱服务活动。送健康科
普。组织医疗服务队、科普服务队进社
区、乡村、学校讲解疫情防控、卫生健
康及农业科技知识，并开展义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