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郑文莉

2021年 1月 14日 星期四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
政绩。 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要始终把人民安居
乐业、 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
心的就业、 教育、 社保、 医疗、 住房、 养老等问题，
让群众看到变化、 得到实惠。 回眸后方乡五年发展历
程，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犹如一条 ‘红线’， 贯穿始
终。” 说起民生事业， 王焕云誓言铿锵、 掷地有声。

为保证民生， “十三五” 期间， 后方乡认真落实
国家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军人信息采集、 低保五保
等各项惠民政策， 城乡医疗保险参保和家庭医生签约
率达 100%， 保证了辖区群众安居乐业。

为保证民生， “十三五” 期间， 后方乡不断改善
群众生活条件。 大力实施危房改造， 使全乡群众不仅

有处住， 还能住得安全、 住得好； 全力抓好气化乡村
工作， 基本完成气化乡村管道铺装任务， 实现燃气管
道村村通。

为保证民生， “十三五” 期间， 后方乡不断推进
乡村振兴。 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推动下， 为所有不通公
路的村庄修通公路， 极大改善了交通状况。 修建文化
广场， 为村里安装路灯、 安放垃圾箱， 保证了村容村
貌整洁。

为保证民生， “十三五” 期间， 后方乡集中开展
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预防“民转刑”命案专项行动，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使平安乡村建设走上新台阶，提升
了群众的安全感。 大力开展毒品问题重点整治行动，按
照“‘四禁’并举，堵源截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工作
思路，创新开展宣传、排查、管控、打击等禁毒工作，在全

乡范围内营造了强大震慑和良好的舆论氛围。
“孩子上学不愁了” “看病方便了” “生活品质提

高了” ……说起 “十三五” 的获得感， 群众激动的话
语和脸上洋溢的笑容， 是对后方乡民生改善的最好答
复。 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持续提升，
就是后方乡党委、 乡政府在 “十三五” 期间交给群众
最满意的答卷。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过去的五年，
勤劳的后方人民风雨兼程、 顽强拼搏， 用自己的朴实
和执着， 建设了美丽的 “大后方”。 而站在新的历史交
汇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 后方人民必将振奋精神、 乘
胜前进， 以百倍的努力， 为推动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
后方建设， 谱写更加出彩绚丽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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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乡镇高质量发展的“后方样本”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群众生活安居乐业； 美丽乡村处处画卷， 厚重后方华丽嬗变；社会治安和谐稳定，民生事业蓬勃
发展……走进台前县后方乡，足迹所达、目光所及，处处是干事创业、和谐奋进的幸福图景。

“十三五”期间，后方人民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持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
量发展，在挑战中抓机遇，在创新中破难题，在转型中促发展，建设了富裕生态文明和谐美丽“大后方”，开启了“十四五”昂扬
奋进迈向更好生活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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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电机是后方乡重点民营企业， 在近几年的发
展中一步步做大做强。 随着规模扩大和员工数量增加，
企业的管理难度也相应变大。 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永葆生机？ 企业负责人认为，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企业党建工作就是凝聚力， 做强党建就是做强企业的
竞争力、 创新力和生命力。 在乡党委的帮助下， 华强
电机成立了非公党支部， 并在 2020年成为非公党建示
范综合体。

近年来， 后方乡始终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开展 ，
华强电机是后方乡重视基层党建工作所结出的硕果之

一。 后方乡领导班子深刻认识到， 想要实现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谋划好基层党
建全局， 以完备的基层堡垒引领各项事业发展。 为此，
后方乡以阵地建设为抓手， 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 采
取多项措施， 全方位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2020年， 后方乡按照提质建强基本队伍、 严格履
行基本职责、 持续完善基本制度、 精准强化基本保障
的要求， 紧盯创建标准， 加大推进力度， 共创建 “四
星” 以上党支部 8个， 其中 “五星” 党支部 1个。 坚
持 “124” 工作布局， 全乡 30个行政村中， 29个村实
现了村党支部书记 、 村委会主任 “一肩挑 ” ， 占比
96.7%， 其中 “一肩三职” 达 22个， 交叉任职干部达
110名。 按照 “一破一用三提升” 原则， 全乡共发展
预备党员 25名， 培训入党积极分子 55名， 其中 35周
岁以下、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优秀农村青年 24名。

上下两层楼， 房屋十多间， 门前有广场， 路灯一
盏盏……这是记者在 “五星” 党支部耿楼村委会所见
的场景。 数百平方米的文化广场上， 国旗随风飘扬。
走进耿楼村党群活动中心， 一项项丰富多彩的党建活
动， 一本本记录翔实的台账， 见证着五年来耿楼村的

党建轨迹。 “给钱给物， 不如给个好支部。 以前， 耿
楼村 ‘两委’ 班子不齐， 制约了经济发展。 这几年，
在县、 乡两级党委的帮助下， 耿楼村配备了完善、 团
结的领导班子， 村里各项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 耿楼
村负责人说。

为做好基层党建工作， 后方乡党委规定， 每季度
举办一次农村党支部书记大论坛， 开展一次先进村观摩
活动。 同时， 通过 “请进来、 走出去”、 远程教育等方
式， 对全乡党员进行培训， 有效提升了党员素质。

基层党建为全乡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 后方乡党
委书记王焕云认为， 党建在全乡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
了引领和凝心聚力的作用。 通过党建， 干部群众找准
了方向、 把稳了航向、 坚定了思想、 树立了志向， 为
全乡高质量发展、 脱贫攻坚、 “六稳” “六保”、 乡村
振兴等工作， 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纪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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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飞达铝塑门窗加工厂，厂房内机械轰鸣，加工
厂负责人赵飞达正在不停忙碌。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赵
飞达曾经是个贫困户。
2015年，因父母患病，赵飞达的日子曾一度穷得揭

不开锅，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不甘贫困的他一直设
法摆脱现状，在自己家门口办起了一家工厂，从事门窗
生产工作。 创业初期，工厂的销售渠道和资金来源问题
曾让他愁得整晚睡不着觉。 此时，党组织向他伸出了援
手，帮他建设了新厂房，为他申请了小额贷款。在党组织
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 赵飞达的工厂迅速发展起来，
于 2016年正式脱贫。如今，赵飞达的门窗加工厂不仅安
置了家人，还带动了 2名村民就业。他说，现在的生活忙
碌而充实，内心是满满的获得感，一切都要感谢国家的
脱贫攻坚政策。

赵飞达只是后方乡众多享受到国家脱贫攻坚政策

红利、靠双手走向小康之路的群众的一个缩影。 众所周
知，台前县在五年前曾是国家级贫困县，作为台前县其
中一个乡，后方乡同样贫困户众多。为甩掉贫困帽子，后
方乡党委、乡政府带领全乡党员干部，夜以继日、宵衣旰
食，通过一系列举措向贫困宣战。

后方乡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目标，逐村逐户逐人进
行研判，因户因人精准施策，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问题，并逐一清零销号，确保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
如期脱贫。在此基础上，坚持现行标准，持续排查所有农
村居民“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的问题，及时查漏补缺，一
项一项整改清零、一户一户对账销号，全面补齐“两不愁
三保障”短板，持续提升已脱贫人口生活质量。

在脱贫工作中，后方乡结合实际，采取多项措施助
力贫困户脱贫。 有效利用农村各类资源、资产、资金，因
地制宜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指导各村规范管理和运

营集体“三资”，非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均在 5万
元以上。
2020年年底，全乡所有贫困户均已实现脱贫，全面

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为确保贫困户脱贫不返贫，
后方乡强化对脱贫工作的动态监测管理，建立健全返贫
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对低保户、重病户、残疾人
户、独居老人户、无劳动能力户等进行特别关注、重点监
测，防止脱贫人口返贫，防止边缘人口致贫，确保同步实
现全面小康目标。

如今，行走在后方乡，目之所及，碧水环绕，田园似
锦，崭新的民居错落有致，大棚基地闪着光亮，产业扶贫
车间机声隆隆……处处都能感受到“脱贫摘帽”后的新
变化、新生活、新希望。 “我们一刻也不敢放松，后方乡将
继续围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一系
列工作，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王焕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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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每逢节假日，后方乡都会成为濮阳市
民的争相打卡之地，因为这里有数个特色美丽乡村。 王
楼村，就是其中的一个。

记者在王楼村看到，村里咖啡厅、图书馆、绿植、垃
圾箱、公共厕所等应有尽有，宛然是一座功能齐全又极
具乡村特色的城市社区。

“找乡愁，到王楼。游花木小镇、品翰林文化，尝一方
美食、观民俗风情，忆农耕乡愁、赏格桑花开，体验葡萄
采摘、领略田园认养，感受花木小镇的魅力，让您流连忘
返、不虚此行。 ”说起王楼村的特色，王楼村党支部书记
王广路颇像导游。

后方乡的美丽乡村不仅仅只有王楼村。 近年来，后
方乡按照典型引领、重点推进、全面提升的思路，依托现

有资源，以打造特色党建示范带魅力村镇为契机，重点
依托王楼村、耿楼村建设花木小镇，流转王楼村、耿楼村
S101两侧土地 680亩，以发展苗木花卉种植、景观片林
观光、林果采摘为产业支撑，增加群众收入，吸引游客摄
像摄影、观光休闲。 以深入挖掘清朝乾隆年间王楼村人
氏———翰林院学士王遇泉德孝仁厚的治学、治家、修身
处世之道，以及村内真武大帝庙、百年古槐等历史文化
古迹为抓手，开发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打造民俗风情文
化一条街，建设王氏宗祠、村情村史展览馆、农耕生产体
验场等景点，寄托乡愁、传承文明。同步建设功能完善的
基础服务设施，沿街开办具有乡土特色的民俗生活用品
商业经营项目和特色小吃经营项目，吸引本村和周边村
的群众来此经营发展。

“我们力争通过两到三年的时间，使王楼村、耿楼村
初步形成集产业特色、 文化特色、 建筑特色、 生态特
色为一体的花木小镇， 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此休闲观光
旅游， 让特色小镇更具特色、 更具魅力， 让群众生活
更加幸福和谐， 实现党的建设、 产业经营、 旅游开发
协调发展。” 王焕云对后方乡花木小镇乡村旅游的发展
信心百倍。

如今，在后方乡，一条条宽阔的通村入户水泥路四
通八达，一处处产业示范基地初具规模，一个个村容整
洁的美丽乡村正连点成线、由线成片，一幅幅清新秀丽
的“生态画卷”正伴随着浓浓乡愁在后方乡这块神奇的
土地上徐徐展开。 乡村振兴在后方乡，正在一步步变成
现实。

产业项目是发展之本、强本之基、富民之源。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后方乡坚持把项目作为

经济增长的“生命线”、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全力以
赴谋项目、建项目。

为引进重点项目落地，后方乡创新工作方式、简化
办事流程、提高审批效能，明确责任科室、责任人员、分
管领导、完成时限，营造“亲商、安商、爱商、护商”的浓厚
氛围，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便捷的服务。

目前， 投资 5亿元的新塘水洗羽绒服装产业园，投
资 5500万元的河南省尊泰建材有限公司建筑材料生产

项目，投资 3000万元的王集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投
资 2700万元的濮阳市久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汽车

配件、紧固件 11万吨项目，投资 1亿元的春圆双赢羽绒
加工项目正有序施工； 占地面积 30亩的协鑫光伏新农
业经济恒温库建设加工、总投资 500万元的王楼村花木
小镇蔬菜瓜果大棚等项目已建成投产。

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落地，有力促进了后方乡经济的
腾飞。 据后方乡党委负责人介绍，2021年作为“十四五”
的开局之年，后方乡也提早谋划了多个重点项目。 将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力争投资 14.4亿元集商业、教育、住
宅于一体，占地面积 450亩的乡村振兴示范区，投资 2
亿元的商砼建材园区二期，以及凤台大道西延后张村拆
迁改造、后方乡农贸市场 3万平方米标准化等项目快速
落地、尽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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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到后方乡观
摩扶贫项目暨“四美乡村”建设。

扶贫车间。

精准扶贫就业基地。

美丽乡村王楼。

农村图书阅览室。

翰林故里花木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