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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杜鹏 通讯员 杨晓光） 3月 26日，华龙
区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大会在区委党校报告厅召开。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扎实开展我区党史学习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好百
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斗力量，在新征程中不断
谱写更加出彩的华龙绚丽篇章。

区委书记蔡洪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长丁国梁主持
会议。 区领导杨理宏、孙福柱、侯富浩、崔中士、王瑞刚、张
民英、宋庆军、李晓帅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领会精神、落实要求，深刻认识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传承红色
基因、提高政治能力的重要方式，是坚定理想信念、强化
理论武装的重要课题，是发扬优良传统、推进自我革命的
重要抓手，是担当历史使命、开启奋斗征程的重要措施。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统一到党中央
和省委、市委要求上来，深刻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切实增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和行动自觉。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明确目标，高质量高标准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
入学习领会中央、省委、市委出台的系列指导文件精神，
对标对表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密结合华龙区实
际，突出重点，创新形式，切实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 一是坚持学史明理，感悟思想伟力。 通过学习
教育，树牢唯物史观，强化理论思维、历史思维，提高自身
政治理论水平。二是坚持学史增信，增强历史自信。通过学
习教育，增强历史自觉，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三是坚持学史崇德， 赓续奋斗精
神。 通过学习领悟党的精神谱系中的思想内涵，弘扬优良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强化政德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 四是坚持学史力行，务实担当作为。 通过党史学
习教育，加强党性锤炼，砥砺政治品格，激发奋进活力，以

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以实事求是推动事业进步。
会议要求，要加强领导、统筹推进，着力提高党史学习

教育成效。 全区各级党组织要精心谋划、守正创新、扎实
推进，切实把学习教育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一是加强组
织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筹划、亲自
研究、亲自推动。 领导小组要抓实每个环节，抓好每个步
骤，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的各项任务。 二是发
挥带头作用。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认真落实中央和
省委、市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各项要求，切实做到“五个
带头”，真正在学党史、讲党史、用党史上发挥好示范作用。
三是创新方式方法。 要坚持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
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在抓好专题学习、专题党课、
专题民主生活会、专题培训的基础上，创新载体抓手，切实
提高吸引力感染力。 四是强化宣传引导。 充分发挥主流媒
体作用，用好“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多角度、全方
位、多频次的深度宣传，为活动开展营造浓厚氛围，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五是注重学用
结合。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
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中央、省委、
市委安排部署结合起来，大力发扬“三牛”精神，催生发展
新动能、创造发展新优势，奋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会上，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党史教育专题片《光辉历
程》。 全区县级领导干部，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
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乡
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办公室全体人员共计 18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优化产业布局

推动都市生态农业集群发展

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优势，发展培育品牌农业、智慧农业、生态旅游农
业等现代都市生态农业， 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加强规划引领。 坚持高起
点、高站位、高标准布局现代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建
设，科学编制《濮阳市华龙区都市生态农业园区产业
发展概念性规划》， 实施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
严格项目管理，强化科技支撑，结合现有农业资源优
势和农业产业发展现状，重点发展种养加工、休闲观
光、示范园区和涉农服务等集群类型，着力打造一批
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生态农业示范园
区。 二是强化载体支撑。 按照“政府推动、多元投入、
市场运作 、产业支撑 ”的工作思路 ，将都市生态农
业纳入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战略规划 ， 严格园区建
设标准 ，集成优化现代农业要素 ，围绕 “无公害果
蔬种植 +休闲观光农业+文化杂技产业”， 以丰地
采摘、丰硕观光、众农无公害蔬菜等 26个优势产业
为主体， 以东北庄文化杂技园区和东部防护林带及
万亩花卉苗木基地为两翼， 逐步形成都市生态农业
“一体两翼”集群发展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农民
就业、增收。 三是坚持品牌带动。 启动现代农业园区
发展工程，坚持突出特色、错位发展 ，突出 “一园一
品”，释放“品质+品牌”效应，培育豫龙智慧农庄薰
衣草花海、登星牡丹生态园等旅游观光品牌 7个，丰
地园区无公害葡萄、 龙源庭园区桑葚等体验采摘品
牌 12个，打造沁源绿色芦笋、誉昊丰鲜食玉米等国
家级绿色食品标志 16个， 成功举办文化旅游节、牡
丹文化节、油菜花节、农民丰收节等节日活动，2020
年实现旅游收入 3.6亿元。

华龙区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大会强调

聚焦重点明确目标 高质量高标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华龙区探索环城都市生态农业带动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明晰区域定位 多元融合发展

积极探索土地流转、市场主体、特色产业发展相
结合的农业综合开发模式，完善体系搭建，延伸产业
链条，促进现代都市农业生产、生态、生活协调发展。
一是壮大经营主体。 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为基础、合
作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引导村集体以资金、土地、劳动力等形式入
股企业发展， 鼓励支持濮东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豫
龙智慧农庄、 宁安农业园区等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
组、参股控股、改制上市等方式做大产业规模，形成龙
头企业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跟进、小农户参与的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 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全区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168家，合作社成员 6.69
万人，带动非成员农户 1.2万户，培育市级龙头企业
12家，省级龙头企业 4家。 二是延伸产业链条。 加快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依托
城区资源优势，开展鲜食玉米、特色杂粮、无公害蔬
菜、黄河谷中草药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延伸配套分级包装、仓储营销、冷链物流等产
业链条，促进城乡要素互流、产业联运、市场对接，初
步建成了以综合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龙头、区域性批发
市场为支撑、零售网络为节点、物流配送为辅助的现
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全区培育豫龙、金昌、丰硕等冷链
物流企业 12个，建成省级农产品销售示范基地 2个，
布局城乡鲜活农产品零售网点 3200余个。 三是打造
特色项目。 依托区位优势和杂技文化、龙文化旅游资
源优势，以现代园区为载体，拓展观光旅游、休闲采
摘、研学教育、个人农场、开心菜园、民宿经济等农业
体验项目，吸引市民走进农村、体验农事。 如：豫龙智
慧农庄打造市民农园模式， 向城区家庭租赁农地，提
供耕作体验；众农生态园引进油葵、芦荟、莴笋等特色
作物种植，打造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和引智示范推广基
地；宁安农业园拓展草莓、车厘子等休闲采摘项目；国
家级特色小镇东北庄园区依托杂技文化优势，带动周
边区域民宿经济持续发展。

坚持拓展延伸

深化都市生态农业功能内涵

聚焦满足城市内需、提振文旅市场、巩固脱贫成果，积极拓
展都市生态农业生产、生态、文化及服务功能，探索优势互补、
协同推进的融合发展模式。 一是把准城市需求脉搏。 大力实施
“五子富民”工程，围绕城市居民日常需要，分类引导都市生态
农业企业增加小杂粮种植，丰富“粮袋子”；发展优质林果，做精
“果盘子”；扩大特色花卉种植，做优“花园子”；增加有机无公害
蔬菜面积，充实“菜篮子”；发展农家乐和民宿经济，用好“老院
子”。 坚持“社区支持农业”理念，以提高农副产品自给率为目
标，打造 “菜篮子”基地和特色农产品直供基地，开展“企业+
社区”结队行动，依托蔬东坡、曹操到等平台直接向市民配送生
鲜农产品，拓宽企业销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满足市
民日常需求。二是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坚持农业+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着力推进都市农业、生
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依托岳村镇东北庄中国杂技
之乡文化优势，实施乡村生态旅游振兴战略，打造以东北庄园
区为核心，以登星牡丹生态园、东田花海、丰地采摘等生态农业
项目辐射带动的濮东都市农业生态旅游生活圈，开设杂技文化
创意专卖店、特色农产品展销店等，逐步形成全域服务共享、特
色产品共销的发展模式，促进群众增收。 三是巩固精准扶贫成
果。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推动都市生态农业项
目与产业扶贫项目的深度合作，补齐产业扶贫项目技术、设施、
营销等短板，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依托农业园区实施脱贫人员
技能培训、“雨露计划”及脱贫产业扶持项目，持续提升脱贫群
体劳动技能，拓宽脱贫人员就业渠道。 定期组织都市生态农业
企业开展入村传技活动， 帮助低收入村集体谋划特色种植项
目，结成“利益共同体”抱团发展，遴选瓦屋鲜食玉米种植与深
加工项目、西田村果蔬大棚等农业种植项目 13个，通过先期预
付资金、免费技术支持、产品订单回收等方式，帮助村集体项目
增产增收，降低脱贫人员返贫风险。

本报记者 杜鹏 通讯员 杨晓光 孙旭

整合区域资源

强化都市生态农业衔接联动

今年以来，濮阳华龙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积极践行城乡
融合发展理念，依托区域城乡毗邻优势，以“依靠都市、强化农业，服务都市、富裕农民”为目标，以加快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农业产业化集群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载体，培育提升农业品牌，推
动产业融合发展，成功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和河南省绿色农业发展先行区，探索出环城都市生
态农业带动城郊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路径。

会议现场。

建设中的濮东产业集聚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