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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焦海洋
平坦的柏油路、粉饰一新的楼栋墙

体、整齐划一的停车位、规整有序的空中
管线……3月9日，走进郾城区沙北街道
海河小区，整洁亮丽的环境、温馨和谐的
生活气息让人印象深刻。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有近30年历史的
老旧小区。

海河小区建成于 1993 年，共 38 栋
楼，居民1218户。改造之前，基础设施
落后、道路破损、墙体破旧、下水管道堵
塞、违法建筑多等问题困扰着小区住户，
居民怨声大。

2020年，沙北街道把整治改造海河小
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作为重大民生工
程，利用中央财补资金3492.61万元，对
海河小区全面整治。

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共建力量。沙北
街道党工委抽调精兵强将成立海河小区改
造指挥部，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专班推
进。同时，健全社区功能型党支部——党
小组——楼栋长三级体系，成立违建拆除
党小组、民意代表党小组、施工设计党小
组和质量监督党小组，整合社区干部、居
民党员、物业、退休老干部各方力量，为
小区改造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充分尊重民意，提升功能品位。汇总
群众意见建议，确立“依法拆除、有所

改进、有所保留、分类提升、明显变
化”的工作思路。改造前，对所有违建
依法拆除，还路于民、还绿于民；改造
中，听取建设方、施工设计方和居民代
表方的意见，对屋顶防水、墙面色彩、
道路排水、绿化亮化等设计进行改进。
尊重居民出行习惯，保留一楼住户南
门，规划整修通行小路；尊重居民需
求，将成材成景、有利用价值的绿植保
留，提高居民满意度和施工效率。利用
场地优势，把一楼住户占用的活动空间
改造为公共场地，实现场地共享；利用
资源优势，将保留的花木、果树整合修
剪，补缺造景；利用人才优势，将植
树、造景、养花爱好者组织起来，在资
源整合的同时，将个人资源变为共享资
源，打造若干个居民喜欢的小景点。

完善管理体系，巩固改造效果。三分
改、七分管。为了让居民长期共享成果，
海河小区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
会、业主委员会、小区物业、楼栋长和综
合服务站“六位一体”服务管理体系，定
期协商解决小区各类事务，将公共服务、
志愿服务、小区管理融为一体。完善网格
化、三维图、社区云管理模式，结合公安
系统“雪亮”工程，全面推进智慧平安小
区建设，安装智能门禁、车禁、监控等设
备，提升小区管理水平。

目前，海河小区改造工程正在收尾。
改造期间共新建屋顶防水坡面2.7万平方
米，粉刷墙体9.6万平方米，梳理空中管
线9000米，更新照明设施127处，新增绿

化面积3000平方米，维修道路1.9万平方
米，施划停车位571个，新建雨水管网
2100米。小区环境焕然一新，1200多户
居民感受到幸福来敲门的喜悦。

小区换新颜 幸福来敲门
——海河小区改造记

3月10日，全市财政工作会议在市财
政局召开。会议总结2020年全市财政工
作，研究部署2021年重点工作。

2020年，全市财政系统认真落实积极
财政政策，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财政
多项重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指标
在全省名列前茅。“十三五”时期，全市财
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100亿元大关，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突破200亿元大关，民
生支出总量达到712.4亿元，先后争取各类
统筹资金700多亿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1年，全市财政系统将继续加力

奋进，突出提质增效，提升财政政策的精
准性；突出重点保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突出资源整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突出兜底保障，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突出更可持续，确保
财政稳定运行；突出改革引领，切实提升
财政综合管理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漯河做出贡献。

王 鹏

全市财政工作会议召开

突出兜底保障 增进民生福祉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3月10日，

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深入贯彻市委七届十三次全会暨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十三五”时期
和2020年工作，分析研判形势，安排
2021年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全市各级人社部门要认清新形势、
把握新要求、提出新思路、展现新担
当、实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全年要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4万人，城镇调查
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新增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0.9万人、农民工等人员
返乡创业0.38万人；完成农村劳动力技
能培训1.6万人，完成创业培训0.4万人
次；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亿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企业在职
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
保人数分别达到124.17万人、29.79万
人、19.9万人、26.21万人；完成各类
补贴性职业培训5万人次。

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召开

今年城镇新增就业3.4万人

本报讯（记者 焦海洋） 3
月9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开
展“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招聘会现场热闹非凡，前来
咨询的求职者络绎不绝，用人单
位和求职者交流互动密切。各招
聘企业设立宣传展板，向求职者
发放宣传资料。现场10家企业
共提供了近20个工种、630多

个岗位。工作人员在现场共发放
宣传页3000多份。区领导与企
业和求职者进行了交流，解答相
关政策疑惑，让企业安心，让求
职者放心。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吸引
200多名求职者参加，其中78
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
向。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春风”送岗助就业

近年来，临颍县皇帝庙乡
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建设，持续增强乡村治理效
能，着力构建“突出党建引
领、创建品牌村居、创新多元
机制”的新型乡村治理共同体。

皇帝庙乡着眼于支部带党
员、党员带群众的“金字塔
式”三级带动模式，在村级治
理中植入党的执政理念、价值
导向等深层“基因”。选优配强
全乡各村党组织班子，充分发
挥基层支部战斗堡垒，支部书
记领头人，党员干部、村民代
表等先锋作用。以上率下、模
范带动，在全乡开展“共产党
员之家”挂牌行动，让党员家
庭亮出身份，时刻提醒党员事
事做表率。

该乡按照创品牌、立标杆
的工作思路，进一步规范网格

服务团队、群防群治团队、党
员志愿者团队管理，完善配套
硬件设施，加强干部能力和素
质培养，努力提升平安综治工
作软实力，将大袁村、前张村
打造成“一村一品”平安综治
示范村居品牌，定期组织全乡
各村观摩学习，充分发挥榜样
的力量。

为了更好地化解基层矛
盾，该乡组织心理咨询人员，
成立了村级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站，给各类矛盾纠纷提供心理
咨询服务，尽力化解矛盾与不
安定因素。探索实行“一村一
法律顾问”制度，让农民身边
的“法保姆”成为建设农村法
治的生力军、维护社会稳定的
压舱石，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
推动者、文明乡风的传播者。

刘士诚

皇帝庙乡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本报讯（记者 熊勇力） 3月10日，
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1年全市生态环境
保护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会
议总结“十三五”时期，特别是2020年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系统谋划“十四
五”工作规划，部署2021年重点任务。

会议指出，2020 年，面对“十三
五”规划和污染防治攻坚三年行动计划
收官之年的目标任务，全市生态环境系
统上下众志成城、克难攻坚，实现三年

行动圆满收官，我市环境质量各项指标
远优于“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目标。

会议强调，做好今年工作，要认真
落实新时代漯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个一”总体部署，聚焦市委“2021年
环保工作要更精彩”要求，坚持党建引
领，深化目标、问题两个导向，突出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打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四大攻坚战，聚焦“提气、降碳、

强生态，增水、固土、防风险”，实施生
态功能提升、污染治理提标、环境监管
提效、节能降碳提速、服务发展提质

“五大行动”，保持攻坚力度、延伸攻坚
深度、拓展攻坚广度，巩固污染防治攻
坚战三年行动计划战果，推动全市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会议要求，在生态环境保护关键
期、攻坚期、窗口期“三期叠加”的艰
难时期，实现“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要聚焦目标，奋勇争先，确保新的
一年更加精彩；要从严治党，守牢底
线，创树环保铁军新形象。

会议号召，全市生态环境系统要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一往无前的勇
气，弘扬风雨无阻的精神，确保完成全年
环境质量目标任务，以更好的攻坚成效、
更优的工作成绩，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
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使绿色成为漯河
发展的鲜明底色，让漯河底色映染中原。

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近日，召陵区成立两个巡
察组，对区人民检察院党组、
区供销社党组和邓襄镇王庄村
等6个村党支部开展巡察“回
头看”。

本次巡察“回头看”围绕
省委巡视、市委巡察、区委巡
察发现的问题，紧盯重点人、
重点事，全面查摆整改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各类问题。重点巡
察单位党组织是否把巡察整改
政治责任牢牢抓在手上，层层
传导压力，层层落实责任，强
化组织保障；是否存在表态多
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重过
程轻结果等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和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同
时，巡察组把落实问题整改作
为“回头看”的重中之重，全

面检查被巡察单位的整改方
案、整改措施、整改过程、整
改结果；重点关注巡视巡察整
改质量，检查单位是否存在敷
衍应付、走过场问题。

截至目前，召陵区已对12
个区直单位、7 个村 （社区）
党组织开展巡察“回头看”，

“回头看”比率达 19％，在全
市领先。

“ 我 们 开 展 巡 察 ‘ 回 头
看’，就是要释放巡察不是一
阵风的强烈信号，紧盯问题不
放，常杀‘回马枪’，通过对
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进
一步督促被巡察单位党组织提
高政治站位，正视问题、彻底
整改。”召陵区委巡察办有关
负责人表示。 袁立康

召陵区

开展巡察“回头看”

■文/本报记者 陶小敏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说起李集的特产，不少人首先想到的
是粉条。李集粉条有哪些故事？日前，记
者来到郾城区李集镇东孟村进行探访。

63岁的陈云德是东孟村的老支书，也
是兴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据陈云
德介绍，东孟村制作粉条已有500多年历
史。

在没有机器辅助的年代，从清洗红薯
到打芡、打糊、捶打等环节，十个人一年
只能制作七八百斤的粉条。而随着时代发
展，尽管大部分环节还是人工作业，但红
薯清洗机和浆渣分离机的使用，让粉条制
作效率提高了不少。现在，同样是十个
人，一年可以制作4000公斤粉条。

粉条的高效制作与专业化、规模化和
集中加工密不可分。东孟村的魏建峰在
2009年流转了280亩土地，主要种植红
薯、玉米和小麦。他将红薯运到陈云鹏
的加工厂，委托其加工粉条。“一年销售
46万多斤粉条没啥问题。”魏建峰笑着告
诉记者，他还有占地400多平方米的两个
仓库，专门存放制作好的粉条。而依靠
种植红薯和销售粉条，魏建峰轻松实现
年收入十多万元。在东孟村，像魏建峰

这样的农户还有很多。不止东孟村，附
近村还有不少种植户也会把红薯拉到陈
云鹏的加工厂，一年至少有120万斤的业
务量。

“东孟村的土质好，粉条口感好，大

家都喜欢吃俺这儿的粉条。”陈云鹏说，
粉条好吃不好吃，主要取决淀粉的纯度和
细度，再就是工艺。

据了解，近年来，郾城区李集镇通过
扶持推动、科技驱动、龙头带动、电商拉

动等举措，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逐步引领
粉条生产走上产业化、集约化、标准化、
市场化的发展轨道，走出了一条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目前，
该镇发展豫薯 13号等红薯种植 8000 多
亩，年生产粉条、粉皮、粉丝等红薯制品
300多万斤。

该镇全力推进李集粉条品牌化建
设，实施品牌走出去战略，依托“互联
网+”，努力打造粉条“微商村”、红薯

“抖音村”等农村电商聚集地。2020年
以来，该镇打造集生产、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粉条品牌展示窗口两个，培育粉
条电商人才 25 人；以“公益助农、消
费扶贫”等模式，线上线下销售粉条、
红薯 1.5 万多箱，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200多万元，带动30多名贫困户实现脱
贫。

东孟粉条富村民

注销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及协会章程，漯河市总工会经

研究，决定注销漯河市劳动模范协会，并于2020年9月成立清
算组。经清算，漯河市劳动模范协会不欠税、无债务。

特此公告
漯河市劳动模范协会 2021年3月11日

现将下列不动产使
用者的土地登记审核情

况予以公告（详见附表）。如对公告内容有异议，请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15个工作日内到临颍县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审查手
续，并提交有关书面材料，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中心将准予登记。

不动产使用者 面积（m2） 不动产坐落 不动产用途 权利类型
临颍县豫资置业有限公司 5761 临颍县新城路南段东侧、颍松路以南 二类居住用地 国有建设用地

临颍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3月11日

●河南耿锦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T410668114，姓名
为梁惠然，出生日期为2019
年4月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源汇区明星铝材经
营部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郾城区城关镇天利电动车
维修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1103601713099，原注
册号：4111233270203）丢失，
声明作废。

●河南旺运达物流有限公司
豫 LN9632 营 运 证（证 号 ：
411104016825）丢失，声明作
废。
●漯河市永达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1191000001121）及 公 章
（编号：4111010036323）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安合利物流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号：411102025467）丢失，声
明作废。
●编号为 J411813428，姓名
为杨瀚林，出生日期为2010
年3月2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公告 临不动产公（2021）第0013号

遗失声明

工作人员将制作好的粉条称重装袋。

改造后的海河小区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