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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孟轲乡在继续砌牢疫情防控“挡
土墙”的同时，建设美丽乡村步伐一刻未停，充分运用事
前思维，谋划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为群众创造整洁、
优美的生活环境。

“四化”工程，打造村容村貌美。 孟轲乡以村居环境综
合整治为抓手，全面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着力实施环境净
化、道路硬化、庭院绿化、 房屋美化 “四化” 工程。 净化
工程。 实施 “清洁道路、 清洁田园、 清洁庭院、 清洁水
源” 工程， 对农村各类垃圾进行全面清理， 清除道路堆
放废弃物、 杂草及村内私搭乱建等临时建筑物。 积极开
展护河行动， 消除农村黑臭水体。 硬化工程。 以硬化庭
院、 村居公路和人行便道为中心， 通过积极争取上级项
目资金、 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鼓励村民集资和采取奖补
措施等方式， 积极组织村民实施道路、 庭院硬化工程。
绿化工程 。 突出党员干部带头作用 ， 广泛宣传发动群
众 ， 开展义务植树造林活动 。 通过开展 “最美村居 ”
“最美庭院” 评比活动， 鼓励村民绿化村庄、 绿化庭院。
美化工程。 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 高标准、 高起
点对乡村发展进行科学合理规划。 重点做好土地利用规
划， 注重与村庄布局规划、 产业发展规划和农村土地综
合整治规划充分衔接，强化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

因地制宜，助推特色产业美。 加快特色产业发展。 以
特色效益农业为核心，稳步发展蔬菜种植、中草药种植、
造纸厂、粉条加工厂等特色产业，因地制宜，着力打造“一
村一品”。 不断优化细化产业布局，切实将特色产业发展
规划到村、落实到户，引导农户实施连片开发，促进集体
经济发展。

民生实事，促进村民生活美。 乡党委、乡政府坚持落
实好村居环境整治民生工程，促进群众生活更美好。 夯实
农村基础设施。 该乡多次召开村民代表会、 村民理事会
等， 充分了解群众需求， 尊重群众意愿， 坚决杜绝 “形
象工程”。 通过修建村民文化广场、 建设污水处理管网、
安装主次道路摄像头等， 为乡村综合治理和群众生活需
求提供保障， 受到了广大群众大力支持。 落实各项惠农
惠民政策。 及时发放农业综合补贴， 按时发放低保、 五
保金及各类优抚金、 义务兵优待金等各种惠民资金；建
立“扶贫帮困”“奖学助学”基金，努力帮扶困难户、困难学
生。

文化引领，突显社会和谐美。 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坚
持开展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引导广大农
民树立文明道德礼仪、破除封建迷信思想，讲求农村法治
文明、 提高文化素质修养。 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开展评选乡村光荣榜及“夸媳妇、贺娘家”“星级文明
户”“清洁家园”等活动，积极倡导勤劳致富、尊老爱幼、和
家睦邻、爱护环境等良好社会风气。

健全农村文化体系。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大力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
完善村级社会公共服务中心，健全村务活动室、卫生室、

农家书屋、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场所，形成多样、便民、共
享的乡村特色文化服务新体系。 加快农村云广播、公共文
化网络体系普及，提高农村文化设施覆盖率。 举办文化下
乡活动，培养农村文艺团队和乡土文化能人，繁荣农村文
化。

构建和谐乡村。 加强村党组织、共青团、民兵等基层
组织建设；村重大事项实行“一事一议”民主决策，加强村
级“三资”、重大工程等监督，强化民主管理；推进农村养
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保障体系；开展普法
教育，预防、排查和化解农村矛盾纠纷，推进农村平安建
设。

践行党组织路线，提升干部形象美。 抓好党建保障。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探索美丽乡村发展道路过程中，全
乡以打造基层服务型党组织为目标，坚持“党建带发展，美
丽促和谐”理念，找准党建工作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点，成
立党员产业发展服务队、助农增收服务队等六支志愿服务
队，以开展志愿服务的形式，积极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强
有力的组织保障。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深入推进农村养老、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逐步提高农民保障水平，扩大保障范围。 加
强农村五保户、残疾户等弱势群体的帮扶和关爱，规范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农村公共服务，
完善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制度，提高办事效率
和服务质量。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重点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委
会建设，注重基层干部培养，加强“一事一议”机制规范管
理，强化基层民主管理，切实搞好村务公开，提高村级政务
运行公开化、透明化。 张洁

本报讯 夏收已至，为推动“三夏”工作高效开展，确保夏
粮丰产丰收，近日，濮阳县子岸镇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
时，早安排、早部署、早发动，多措并举护航“三夏”生产。

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落实。该镇召开“三夏”生产暨秸秆禁
烧工作动员会，印发《子岸镇“三夏”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实施
方案》，与各行政村签订《秸秆禁烧工作目标责任书》，细化任
务分解。实行镇级干部包村、村组干部包组、网格员（由村民小
组长、党员、公益岗等组成）包地块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切实压
实压细责任，保证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多样宣传，舆论引导到位。 夏粮一天不到手，田管一天不
放松。 充分利用村广播、宣传车、微信群等大力宣传“三夏”禁
烧、秸秆综合开发利用、天气预报信息等相关内容，切实增强
全镇秸秆禁烧意识。 同时，采取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向
群众讲解禁烧秸秆的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大家采取环保的方
式处理秸秆，管好自己并监督他人，切实做到全面禁烧、坚决
禁烧。 截至目前，该镇已在镇村主要位置悬挂横幅 400 余条，
发放承诺书 12000 余份、告家长一封信 5000 余份，营造了浓
厚的“三夏”禁烧氛围。

核实农机， 机械保障充足。 对辖区内小麦收割机逐一摸
排，兜清底数进行登记造册，并做实农机人员疫情防控各项要
求措施。 目前，全镇共有小麦联合收割机 158 台，其中无外出
意向 125 台，按照每台每天收割 130 亩计算，可实现日收割小
麦 16250 亩，完全能够满足收割需求；同时，依托帮农兴村托
管中心统筹调度，合理调配机械，各村有旋耕机和消防器材，
保证在正常夏收的基础上，随时应对不良天气和突发疫情，全
面全域做到技防人防同频共振。

助力服务，纾困解难群众。 受疫情影响，今年麦收许多外
出务工人员难以返乡。 子岸镇一方面围绕疫情防控和“三夏”
生产需要，成立由镇村干部、党员、青年骨干等志愿者组建的
30 支志愿服务队伍，主动对接群众需求，帮助因疫情无法返乡
的农民、收割困难的家庭抢收抢种，让他们吃上“定心丸”； 另
一方面向农机手、田间作业人员发放爱心健康包，提供必备的
防疫和防暑物资，公示“三夏”生产服务热线，安排“三夏”生产
服务车，把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确保“三夏”工作既有温情又
有效率。 （阎宁）

本报讯 为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交流
经验做法，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近日，濮阳县庆
祖镇开展全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中观摩活动，通
过“走、看、议”多种方式，观摩学习周边 6 个乡镇优
秀村，督促各村找差距、学经验、弥不足，打造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庆祖模式。 观摩结束后，该镇组织相
关人员召开经验总结研讨会。

会议要求，一是抓领导，纵深推进。 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重点工程推进，做到“一把手抓”“抓
一把手”，镇党委书记亲自部署，直接抓各行政村村
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落实， 并将全镇划分为 7 个片
区， 印发 《庆祖镇人居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工作标
准》，建立指挥、责任体系，开展整治工作从点、线、
面向纵深推进。

二是抓典型，示范带动。 在农村人居环境集中
整治“净起来”“绿起来 ”的基础上 ，切实推进乡村
“亮起来”“美起来”。 鼓励各村自主创新，积极发挥
党员干部、乡贤带头作用，组织“我为家乡栽棵树”
“我为家乡捐盏灯”“我为家乡修口塘”等活动，让大
家为家乡环境改善添砖加瓦。 将所筹资金开支明细
做成“阳光账簿”，让群众看到每一笔钱都用到村里
的角角落落。

三是抓创新，统筹合力。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让

“方寸地”变“增收园”，围绕每个庭院房前屋后，种
植美观植物、经济作物，让“绿化果”变“致富果”，既
改善了人居环境，又提高了群众收入。 积极发动返
乡大学生与从事相关设计行业村民，为村里“捐献”
才智与“奉献”体力，设计本村特色绿化方案、施工
方案，走出人居环境整治“特色路”。

四是抓督导，强化监督。 抽取镇党政办、纪委、
城建队、保洁公司成立督查小组，每周定时对乡村
主次干道沿线、绿化带、卫生死角进行督导检查，当
场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各村针对督查出的问
题，迅速行动 ，立行立改 ，紧紧围绕 “立足清 、着力
改、促进美”，将所有问题见底清零。 截至目前，庆祖
镇已开展专项暗访督查 13 次，回头看 12 次，下发
通报 5 期。

五是抓宣传，营造氛围。 东台上、常寨、后郑寨、
西辛庄等村人居环境整治已初见成效。 该镇多次组
织村党支部书记观摩学习人居环境整治先进村，充
分激活主体意识，杜绝“干部干、群众看”现象，逐步
实现由“要我整治”到“我要整治”的思想蜕变。

庆祖镇坚持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治标与治
本同步推进，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坚持督
导与考核相结合， 促进全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高
效、持久、深入开展。 （苏恒）

华龙区孟轲乡

打造“五美”乡村 描绘振兴画卷

濮阳县庆祖镇

五举措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 当前，小麦陆续开始收获，南乐县福堪镇立足实
际，扎实做好麦收及秸秆禁烧工作，确保“三夏”安全生产。

加强禁烧巡查。 该镇成立 4 支巡查小队，每队 2 辆巡逻车
辆，对镇域内农田全天候不间断巡逻。 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
增加巡田次数，确保“三夏”生产期间不出现火情。

加强农机管理。 提前开展摸排，精准掌握小麦种植面积、
本地收割机数量、需要引进收割机数量，及时汇总上报并实行
统一调配，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截至目前，已摸排小麦种植面
积近 4 万亩，拟引进收割机 70 余台。

加强天气预警。 与气象、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建立联防
机制，提早制订防范预案，提前做好防范灾害准备，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指导群众落实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加强宣传引导。 通过悬挂条幅、村大喇叭广播、微信转发、
入户宣传、发放宣传页等多种方式，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和相
关法律责任及秸秆综合利用等，增强群众的安全防护意识，营
造不愿烧、不能烧、不敢烧的氛围。 截至目前，已发放宣传页 1
万余份，悬挂禁烧条幅 80 余条，张贴公告 200 余张。 （李政）

多措并举护航“三夏”生产

濮阳县子岸镇

南乐县福堪镇

本报讯 近日，为确保高质量完成“三夏”生产各项任务，
濮阳县八公桥镇拉开夏粮机收序幕，全力夺取夏粮丰收。

一是强化组织调度，全面提高农机作业效率和质量。科学
调度农业机械，组织好“三夏”农机作业，是确保小麦丰产丰
收、秋作物适时播种的关键。 截至目前，全镇已组织联系本地
收割机 98 台、外地收割机 12 台，投入到夏粮收割中，全镇已
收割 13000 亩，点种 2000 亩。

二是强化技术服务，全面提高田间管理水平。 “种子落地，
管字上马”。 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群
众科学收割和点种，督促落实各项关键技术措施，确保苗全苗
壮，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三是强化防灾减灾，努力减轻灾害损失。 “三夏”期间，天
气多变，易发生干旱、洪涝、火灾等灾害。全镇牢固树立抗灾夺
丰收思想，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强化网格
化值班值守和群防群控，同时联系旋耕机 10 台，全力做好农
业防灾救灾工作，确保群众财产安全。

四是强化统筹共管，同步做好“三夏”期间疫情防控。除了
常态化疫情管控外，本地收割机作业人员凭 48 小时核酸证明
作业，外地收割机作业人员要闭环管理，无缝对接，登记清楚
作业人员的基本信息，报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凭 24 小时核酸
证明作业。

五是强化指导检查，全力抓好“三夏”生产。八公桥镇成立
了以分管科级干部为组长，农业服务中心、综合执法队、派出
所为成员的专项督导组，对“三夏”安全生产宣传、网格化值班
值守、麦收等工作进行督导，确保“三夏”生产顺利进行。

濮阳县八公桥镇

本报讯 当前正值小麦收割的关键时期， 为确保今年小
麦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近日，范县高码头镇高度重视，全力
构建“不想烧”“不用烧”“不敢烧”的全域秸秆禁烧新格局。

强化宣传，营造“不想烧”的氛围。镇财政划拨专项经费，
全方位开展秸秆禁烧宣传。 村广播定时播放、微信群广泛转
发、宣传车巡回宣传、告知书人手一份、条幅村村可见，使秸
秆禁烧政策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在全域营造禁烧秸秆的浓
厚氛围，达成“不想烧”的共识。

综合利用，探索“不用烧”的举措。 围绕“秸秆不焚烧、资
源不浪费、环境不污染”这一目标，积极引导群众低茬收割、
秸秆还田，帮助群众联系专业人员实现打捆卖钱、秸秆离田，
确保达到“以用促禁、标本兼治”的目的，提高秸秆利用率、附
加值。

督查管控，建立“不敢烧”的机制。 一方面，镇政府成立 3
支秸秆禁烧督查队，各村组建禁烧巡逻小分队，开展全天候
不间断巡查。 另一方面，安排“蓝天卫士”24 小时值班，做到
火情早发现、早出动、早扑灭。同时，设立举报电话，制定奖惩
机制，实现群防群控，确保全域“不烧一把火、不冒一处烟”。

截至目前，该镇共动员干部群众 800 余人，组建秸秆禁
烧巡逻小分队 51 支，出动宣传车 10 辆，悬挂条幅 300 余条，
发放告知书 8600 余份。 （李如超）

范县高码头镇

构建全域秸秆禁烧新格局

“四化”工程，打造村容村貌美

因地制宜，助推特色产业美

民生实事，促进村民生活美

文化引领，突显社会和谐美

践行党组织路线，提升干部形象美

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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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 濮阳县渠村乡坚
持美丽乡村与产业发展建设同步推

进，围绕“村美民富产业兴”下足功夫，
打造出一村一品、 各美其美的绿化格
局，建设产业富美、环境优美、社会和
美、生活甜美的宜居幸福新渠村。

党建引领聚合力。 该乡坚持党支
部当主角、党员作示范，把组织优势转
化为建设优势， 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发
展活力。 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发挥党
支部在推进人居环境提升中的战斗堡

垒作用， 召开党员大会、 村民代表会
议， 将人居环境有关倡议纳入村规民
约 ，村 “两委 ”干部靠前指挥 、带头干
事，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
人居环境提升的主要参与者。 在产业
发展方面， 坚持把发展作为各村第一
要务，号召乡贤回归、项目引进，采取
“党支部 + 基地 + 合作社 + 党员 + 群
众”模式，引领产业项目高质量发展 ，
实现党建聚合下的富民强村。

人居环境换新颜。 制订出台《渠村
乡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行动方案》，
以项目化、事项化、清单化确定农村人
居环境提升目标和任务。 紧扣乡村振
兴战略，依照高质量发展规划要求，因
村施策。 内外兼修提集镇，凝聚乡村资

源要素，发挥集镇的“龙头”集聚和带动效应，把集镇建设成
为濮渠路乡村振兴示范带的新亮点。将全乡 34 个村分为以
田庄为引领的示范村、以刘寨为引领的宜居村、以青庄为引
领的滩区村三类，打造出儒家小镇公西集、黄河风情小镇王
辛庄、记住乡愁主体文化小镇叶庄等等，点线结合，推动整
体提升，实现人居环境换新颜。

产业发展添活力。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方向，以农业结
构调整为重点，以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为纽带，促进现代农
业、农副产品深加工、观光旅游等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因地制宜，选准做强特色产业，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美丽乡村
建设同步推进。 同时，大力实施乡村产业振兴战略，通过财
政投入、政策扶持、技术培训、就业创业输血、造血，推动乡
村发展特色产业、打造特色品牌、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全乡
已经形成集瓜果、蔬菜等设施农业，黄河鲤鱼、鮰鱼、肉兔等
养殖业， 以及服装加工、 石英石加工等特色产业的产业链
条，17 家企业带动周边群众 800 余人就业。 （严学成）

“四加强”保障“三夏”生产

强化“三夏”生产 夺取夏粮丰收

▲ 编 号 为

L410049240， 姓名艾
宇喆 ， 出生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20 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申氏茹

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

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1410922739059086
W）正本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 编 号 为

N410358347， 姓名为
史焱林， 出生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1 日的出
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濮阳经济开发

区新习乡依家量贩的

营业执照 （注册号 ：
410993607138785） 正
本、副本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声 明

把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安
全
和
身
体
健
康
放
在
第
一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