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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县域副中心便民服务得民心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徐
汝良 文/图） 今年以来， 郸城县扎
实推进南丰县域副中心建设， 在该
镇最繁华路段建设的占地 3.6 亩 、
总面积达 1300 平方米的行政服务
大厅已投入使用。

作为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典范，南丰县域副中
心既承载了乡镇所有政务事项的办

理业务， 又承担了部分县级政务中
心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前，行政服务
大厅一楼首批设置了包含民政、社
保 、税务 、司法 、市场监管 、公安户
籍、 乡村建设、 军人事务等在内的
12 个重要部门的业务窗口；第二批
将在行政服务大厅二楼设置水电气

热网联办等 8 个综合窗口。 56名各
部门业务骨干每天高效处理多达

1160 项与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政
务事务， 极大地方便了本地群众和
周边乡镇原本需前往县政务服务中

心办理事项的群众。
以南丰县域副中心为主体，在

全镇 28个行政村建立村级便民服务
站，每个站点至少明确 1名村干部作
为帮办代办员， 进一步延伸服务触
角，直接为基层群众提供各类政务事
项的全程帮办服务。这一举措切实实
现了从“群众奔波”到“干部代劳”的
转变、从“多次往返”到“最多一次”的
飞跃，让每一位群众都能真切感受到
南丰服务的温度与速度。

重阳敬老颂党恩 移风易俗扬新风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王

晨 张成伟 文/图 ） “今天是重阳节 ，
我把全村 200 多名 70 岁以上的老
人都请来了 ，吃的是大锅饭巧碗 。 ”
10 月 11 日一大早 ，郸城县胡集乡大
任庄行政村党员干部和热心群众就

在村文化广场上忙活起来了 。 大任
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张双超一边接

受采访 ， 一边带领党员干部忙得热
火朝天。

胡集乡党委书记崔鑫告诉记者，
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 进一步弘扬尊
老、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倡导孝老
爱亲文明风尚，胡集乡党委、乡政府联
合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驻村工作队，
在大任庄行政村开展 “我们的节
日———尊老敬老过重阳 党建联建暖

人心”文化主题活动，凝聚党群合力，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让幸福可
感可及。

正午时分，敬老宴开席。志愿者们
穿梭在宴席间， 为老人拿馒头、 盛巧
碗。 200多名老人围坐在桌前，品尝佳
肴， 共享幸福时光， 现场一片欢声笑
语。 “别急，大爷、大娘慢慢吃，巧碗还
有好多呢。 ”看着老人吃得那么香，周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驻村第一书记李新

磊高兴地说。
“此次敬老宴所使用的花生、红

薯、山药等食材都是村民自发捐赠的。

通过发展特色产业， 村民都富裕起来
了，村里的氛围也更加和谐。 ”张双超
说， 敬老宴的厨师是村里的党员杨付
俊。一听说要举办敬老宴，他和爱人免

费出力，带着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就来
了，群众帮忙择菜、洗菜、切菜、刷碗，
现场一派温馨景象。

“感谢党的好政策，70 年前，我们

也吃大锅饭，那时候吃的是红薯、胡萝
卜、豆叶大杂烩，现在吃的是巧碗，真
是太开心了。 ”90 岁老人鲁颂经开心
地说。

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10月 8日上

午，中共郸城县十三届县委常委会第 74
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听取近
期各项工作完成情况汇报， 安排部署
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 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 全县人大系统要始终
站位发展全局、立足郸城实际，发挥职

能作用，切实做到依法行使职权，按照
“四个机关”要求，加强自身建设，进一
步提升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持续提升
人大工作质效，助力全县发展。

会议要求，要持续抓好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
一步丰富宣传形式和载体。要持续加强
正面宣传，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
明新风。 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分析调
度，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 要坚持“五张清单”抓项目，打

造“六最”营商环境，开展好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工作， 全力推进主导产业发展，
快速发展壮大产业集群。要紧盯校园安
全， 持续完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做好医保基金机动式巡察、“三统三保”
等工作。 要持续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着
力解决污染防治突出问题。

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全面实现沟相通、渠相连。
要持续抓好“三秋”生产，抓好农业产业
园区建设， 大力发展水产养殖特色产

业，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要坚持科学分类施
策，依法依规推进“两违”整治工作。 要
用足用好“两新”政策，激发消费潜力。
要持续推进幸福河湖、引江济淮城乡水
源置换工程、 市政工程建设等工作，扎
实做好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创新平台
建设工作， 以及困难群体帮扶救助、农
民工工资保障等工作。要抓好治安管理
和基层治理，加强市场监管，全力保障
好全县父老乡亲的切身利益。

“精准普法乡村行”送到群众家门口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邢

佰强 罗莉萍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全面实施“八五”普法规
划，进一步推动法治乡村建设，助力
乡村振兴， 县司法局在秋收秋种期
间组织开展 “精准普法乡村行”活
动。组织全体司法行政干警、人民调
解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明
白人、普法志愿者等，走村入户、深
入田间地头，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全
面提升农民群众的法律素养。

“土地承包流转的相关法律，以
前都是自己在手机上搜索， 不确定
是否准确， 现在在田间地头就能学
到法律知识，真是太好了。 ”10月 10
日， 郸城县钱店镇种植大户张某某
由衷感慨。 张某某的农业专业合作
社 2024 年承包土地种植黑皮冬瓜
60 亩 、玉米 200 亩 ，是当地的土地
流转大户。他表示，当前正值秋收时
节， 土地承包和流转的相关法律知
识正是群众需要的， 感谢县司法局
把法律知识送到家门口。

县司法局围绕民法典中关于土

地承包和流转、 不当得利、 婚姻家
庭、 侵权责任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法律法规， 统一印制普法宣传
彩页、农民群众学法用法宣传手册、

漫画版民法典等宣传资料， 录制普
法宣传音频， 要求普法宣传员贴近
农民生产生活，用好乡村大喇叭、流
动宣传车等，通过张贴普法海报、播
放普法音视频、提供法律咨询、发放
宣传资料等形式，走村入户、深入田
间地头， 向农民群众、 土地流转企
业、种植大户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利
用交通广播覆盖广泛、 传播迅速的
优势，与县融媒体合作，在郸城交通
广播设置普法专栏，定期播出《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有关土地承
包与流转、 侵权责任等法律法规及
案例分析， 帮助群众深入了解相关
法律知识。

本次宣传活动， 县司法局共发
放“精准普法乡村行 ”宣传彩页 20
万余份， 农民群众学法用法宣传手
册、 民法典等普法宣传资料 2 万余
册，悬挂普法宣传横幅 230余条。

县司法局局长史艳华表示，他
们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继续深入
乡村一线，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
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提升他们的
法律素养， 进一步完善乡村法律服
务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
的法律服务，为推动法治乡村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猕猴桃成为群众“致富果”
城郊乡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付
雅静） 秋高气爽，硕果飘香。眼下正
是猕猴桃成熟季节， 郸城县城郊乡
王楼行政村猕猴桃进入采摘期，引
得游客纷至沓来。

走进王楼行政村高值猕猴桃科

技示范园，新鲜饱满、个头匀称的猕
猴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忙
着采摘、分拣、包装，一派丰收的喜
人景象。

据悉，自 2021 年以来，城郊乡
王楼行政村依托省科技厅科技特派

员和郑州果树研究所技术支持，建
设高值猕猴桃科技示范园，选育“中
猕 2 号”“中猕抗砧 1 号” 等高产品
种，采取“高架牵引、行间生草免耕、
种植养殖循环”模式，践行“果园变
公园、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念，
辐射带动周边村民种植猕猴桃 200
多亩，实现亩产量 4000 斤、亩产值
3 万元以上， 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
效、群众增收。

王楼行政村坚持采取“合作社+
基地+农户”模式，引进优质品种，科
学种植、精细化管理，实现村集体和

农户“双增收”，不仅给果农带来实
实在在的收入，还带旺了乡村旅游，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猕猴桃园，享
受田园风光，体验采摘乐趣。

“咱们种的猕猴桃，果肉金黄，
口感香甜，维生素 C 含量高 ，营养
丰富，特别耐储藏。每个果子 120克
至 150克，品相、品质毫不逊色于进
口的奇异果。”省科技厅驻王楼行政
村第一书记徐志华开心地向前来采

摘的游客介绍。
近年来， 城郊乡充分发挥近郊

优势，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挖掘
现有猕猴桃、晚秋黄梨、无花果等特
色资源， 将传统种植园打造成集自
由采摘、观光旅游、休闲露营于一体
的特色园区， 为乡村产业发展持续
注入新动能、新活力。通过科技赋能
农业生产、智慧引领产业振兴，大力
发展设施蔬菜产业， 形成了以千亩
蔬菜大棚为主体、 以 200 亩高值猕
猴桃种植为特色、 以食用菌种植和
葡萄种植为实践探索的产业布局，
为探索科技支撑乡村产业发展提供

了生动实践样本。

洺南街道：“洺事明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本报讯（记者 徐松 通讯员 丁三军）

“分户式充电盒安装后，我们就不用飞线
充电了。”10月 13日，郸城县■南街道夏
庄社区联通小区的居民对■南街道安装

分户式充电盒一事赞不绝口。 联通小区
是一个有着 30多年历史的老旧小区，现
有居民楼 3栋、居民 117户 420余人。不
少居民为了充电方便，时常飞线充电，存

在极大安全隐患。 ■南街道纪工委通过
“■事明说” 协商议事平台收集群众诉
求，并督促社区工作人员立即整改。一周
后，飞线充电问题得到解决。

人民的事人民议、 人民的事人民
定。 ■南街道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为出发点，深入打造“■事明说”协商

议事平台， 把居民对各项事务的私下
议论摆到桌面上、摆到明面上，一件件
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麻烦事、 琐碎
事、烦心事、梗阻事得到解决。 今年以
来，“■事明说” 协商议事平台累计收
集居民诉求 300 余条， 现场答复 106
条。 ■南街道安装分户式充电盒 2000
余个，新增停车位 200 余个，新修道路

3300米， 铺设排水管道 4200 余米，疏
通下水管道 7000余米， 安装路灯 180
盏，化解矛盾纠纷 60余起。

“通过协商议事平台，居民敞开了
心扉，议出了心声，议出了党委政府需
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也议出了■南和
谐稳定的大好局面。”■南街道党工委
书记王彩玲说。

老人共享敬老宴。。

已投入使用的南丰县域副中心行政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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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松 ） 连日
来， 郸城县石槽镇围绕沟相通、
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目标，
结合实际情况， 开展以清沟、挖
渠、埋涵管为主线的全域化沟渠
治理行动。 目前，石槽镇已新开
或提升沟渠 44.1 公里。

坚持规划引领，明确“更高标
准”。 石槽镇制订方案，党政班子
成员分包地段、片区，协同作战；
坚持总体规划 、放线施工 ，全面
提高施工质量。 记者在孟庄村看
到，他们对道路两旁的竹节沟施
工时 ，结合该村地势低洼 、临近
新蔡河等实际情况，将竹节沟上
口宽度由 3.5 米提升至 8 米 、下
口宽度由 1 米提升至 3 米， 砂浆
混凝土垫层 0.2 米，下埋双涵管，
全面加快水系流速、流量。

聚焦完善提升，着力“锻长补
短”。 锻造长板，聚焦辖区主要沟
渠，打造 3 条东西走向、2 条南北
走向贯通全境的 “三纵两横”水
系，形成水系流通“大循环”，确保
水有去处。 补足短板， 紧盯低洼
无沟地带、堵塞淤积点等细枝末
节 ，集中开展跨区开沟 、疏通整
治联合行动 ，全面打通 “毛细血
管”，形成水系流通“微循环”，确
保涝有排处。

突出建管并重，健全“三项机
制”。 实行分包负责制，按照镇域

水系图“挂图督战”，每日查看施工进度。 严格
落实奖惩机制，对 7 个工作力度大、施工标准
高的村分别奖励 5000 元工作经费， 并计入红
色档案 1 次；对措施不力、进展缓慢的 5 个村
进行通报批评，并记入黑色档案 1 次；充分利
用多种宣传手段， 对沟渠连通工作进行宣传，
增强群众管护意识。

胡集乡：干群齐心通沟渠 防汛抗旱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徐松 通讯员 王晨） “每一条沟

都连着大民生，这条沟挖通后，能确保我们村 400
多亩地排涝顺畅，为明年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10
月 12 日，在胡集乡大任庄行政村东侧，大任庄行
政村党支部书记张双超边指挥挖掘机开展沟渠连

通工作，边接受采访。
胡集乡小任庄行政村、三红行政村等 25 个行

政村同步推进沟渠连通工作。 乡村干部跟机作业，
党员群众积极参与， 集中力量在全乡范围内掀起
开展沟渠连通专项行动的高潮。

胡集乡按照县委、 县政府关于沟渠连通工作
的安排部署，与抓好当前“三秋”生产、人居环境整
治、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同步走”，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力度，在清淤
疏浚沟渠的基础上，打通田间“毛细血管”，为抗旱
排涝提供有力保障。

胡集乡在沟渠连通过程中，书记、乡长带领片
长一线督战，村干部具体负责，加固沟渠两侧，构
建“引蓄灌排”四位一体格局，最大限度发挥沟渠
在防汛和排涝中的作用。

“截至 10 月 12 日 ，胡集乡共疏浚清淤沟
渠 18200 米 ，埋设地下管道 230 多节 ，惠及农
田 1 . 8 万亩 ，有效提高了沟渠 、河 道 的 排 水
能力 ，为实现沟相通 、渠相连 、旱能浇 、涝能
排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 ”胡集乡党委书记崔
鑫说 。

沟渠连通 守护粮田

钱店镇：疏通田间沟渠 保障粮食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王灏） 连日来，郸

城县钱店镇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以提升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水平为抓手，以政府引导、干群参
与为依托，积极推进沟渠连通工作，保障粮食生产
安全。

“今年雨水大，我们村部分农作物被淹，正好
借着秋收翻整土地的机会，彻底把田间沟渠打通，
让群众不再为灌溉田地和防洪排涝而担忧。 ”大冯
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王志怀说，截至目前，大冯行政
村调动挖掘机等机械 15 台次，疏通沟渠 2400米。

朱寨行政村采取以机械为主、 人力为辅的方
式，开展干渠清淤大会战。 党员干部靠前指挥，有
的群众运送淤泥， 有的群众清理沟渠内的水草浮

萍，大家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 ,积极参
与，热情高涨，干劲十足。

钱店镇立足于“防”、着眼于“治”，以补齐农田
防洪排涝短板为重点，通过横向加宽、纵向加深、
边沿加固等措施，巩固提升排水沟渠，逐步实现沟
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目标。 截至目前，
钱店镇调动挖掘机等机械 150 余台次， 组织动员
干部群众 400 余人次，清理、疏通沟渠 23 公里，有
效提高了沟渠的排灌能力。

“下一步，钱店镇将持续提升沟渠抗旱及排涝能
力，加大沟渠整治力度，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
组织、最实举措、最佳状态，确保沟渠长效运行、长久
耐用、长治久安。 ”钱店镇党委书记刘慧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