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戴防暴头盔、手持突击步枪、身着
黑色警服……要在 40℃的高温天气里穿
戴着 15 公斤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 近日，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组织开
展巡特警“飞虎队”夏季实战拉动训练。
此次训练，正值高温天气，顶烈阳、战酷
暑、淬血性、磨意志，进一步提高了巡特
警的实战能力。 图片均为训练场景。

本报记者 高崟人 通讯员 高纪才 摄

“炎”值爆表

不惧“烤”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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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 ， 市委书记万
正峰深入濮阳工业设计创意

中心和相关县区的文物保护

街区、 遗址公园、 文化产业
园区等地， 调研我市文旅文
创融合、 创意产业发展等工
作， 要求全市上下要认真贯
彻落实文旅文创融合战略 ，
持续做强做优文旅文创产

业。
7 月 4 日刚到市博物馆

调研改造提升 ， 7 月 6 日又
深入我市文创场所调研， 新
一届市委对文旅文创产业融

合发展工作的重视不言而

喻。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如何
深度融合？ 文旅文创产业又
如何持续做强做优？ 万正峰
书记给我们出了一道考题 ，
就看我们如何交出一份尽量

合格的答卷， 笔者认为， 研
究要更深入 ， 谋划要更系
统， 方向要更明晰， 举措要
更具体。

研究要更深入。 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
是我党的 “看家宝 ”， 也是
成事的根本。 打造文旅文创
产业 ， 濮阳有哪些资源禀
赋 ？ 有什么得天独厚的优
势？ 这些优势又有哪些可以
利用？ 这些， 有关部门必须
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问计
专家 、 问计群众 、 问计基
层、 问计兄弟城市。 只有这
样， 才不至于出一些 “拍脑
袋” 项目， 做一些 “半拉子” 工程。

谋划要更系统。 谋之愈深， 行之愈
远 。 我们在谋划项目时 ， 不能仅靠激
情、 一时冲动想着什么好， 不加思考就
大干快上， 结果干了一半发现不符合实
际， 只得硬着头皮打造一些 “政绩 ”。
我们必须要全盘考虑， 前前后后、 左左
右右看， 看这个项目到底符不符合本地

实际 ， 若符合又需要怎样
干、 谁来干， 打好这套组合
拳， 一些项目才不至于做着
做着就做死了、 做着做着就
做不下去了。

方向要更明晰。 方向找
对 ， 事半功倍 ； 方向不对 ，
吃苦受累。 我们在上文化项
目时， 一定要事先明确项目
的方向和定位 ， 千万不能
“跟着感觉走”， 做到哪儿是
哪儿， 做成啥样是啥样。 结
果 ， 要么弄得 “四不像 ” ，
要么弄得俗不可耐， 吸引不
来游客， 刺激不了消费， 最
终形不成产业。

举措要更具体。 一个项
目 ， 事关法律 、 政策 、 资
金 、 管理 、 运营多个环节 ，
尤其是文旅文创项目， 投资
大、 战线长、 回本慢， 更考
验做事的耐力。 在项目启动
前， 应有一个具体、 详细的
方案， 明确各方面、 各环节
由谁来负责， 碰到困难时应
该怎么做。 只有这样， 真有
困难时， 才会有人负责， 有
办法应对。

文旅文创深度融合， 已
经成为绝大部分城市加速竞

争的新赛道。 做强做优文旅
文创产业， 是市委给全市上
下提出的新要求。 我们必须
要融会贯通、 整体把握， 在
领悟透、 落实好市委既定部
署的同时， 持续深度研究文

旅文创产业与政治、 经济、 环境等各方
面的关系， 深挖资源、 丰富场景、 创新
业态， 以新思路引领新发展， 带动濮阳
文旅向新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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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
天涯。 7 月 6 日，2023 年汛前黄河
调水调沙仍在持续。 裹挟着泥沙的
“黄龙”飞泄，于群众而言是难得的
壮观景观，但对于台前黄河河务局
职工张守民而言，却是今年防汛的
首场“大考”。

张守民，出生于 1989 年 4 月，
2009 年入伍 ，2011 年转业到台前
黄河河务局工作，2014 年至今就职
于该局徐沙沃堤防管理班。 脱下橄
榄绿，换上河湖蓝，700 多个日夜的
军旅生涯，锤炼了他忠诚坚韧的品
质 , 也让他
养成了务实

担 当 的 作

风。
徐沙沃

堤防管理班

建 于 2015
年，是台前黄河河务局所辖一线班
组里 “最年轻” 的班组 ， 承担着
10.35 公里堤防和 5 道防洪坝巡
查、堤防绿化、维修养护等工作。 为
尽快熟悉各类业务，他经常在闲暇
之余，请教班组里的老师傅，用脚
丈量一道道堤坝。 凭借对工作精益
求精的执着，张守民就像一块大海
绵，不断地吸收经验、知识，并逐渐
在工作中融会贯通。 几年来，在台
前黄河河务局举办的防汛技能培

训班结业考试中，张守民的技术熟
练程度和实战能力均名列前茅。

不仅工作，生活也不例外。 张

守民的内务是有名的规整，如同在
部队一样，宿舍的被子被叠成四四
方方的“豆腐块”，床单没有一丝褶
皱痕迹，少量的生活用品也被摆放
整齐，使班组成为水务形象的展示
窗口。

莫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 哪
里有违规建筑、违规种植的 ，哪段
堤坝需要保洁 ， 沿堤绿化是不是
该管护了， 有没有非法破坏草皮
现象……在日复一日的巡堤查险
中，这些繁杂琐碎的“小事”都被他
一一记下，然后统一上报。 “千里之

堤、 溃于蚁穴”， 他脑海里的那根
弦，始终紧绷着。

如果说日常的巡堤护河是枯

燥劳累的， 那么每年三伏三九、酷
暑严寒便是其“升级版”。 为织牢夏
季溺水防控网， 张守民自愿下沉河
道班组，一边巡河，一边进行防溺水
宣传教育，劝导制止水边玩耍钓鱼
的群众；调水调沙期间，为第一时间
准确掌握河道水情、 工情等相关信
息，张守民总是带头冲锋，冒着高温
带队开展河势观测、水位观测、巡堤
查险和险情抢护等工作，同时对在
河道附近逗留的人员及时劝离；每

年冬季，他频繁通过村委会的大喇
叭喊话， 增强沿堤村民防火的自觉
性， 同时通过专项巡查和村民举报
两种形式，消除火灾隐患。

2019 年，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张守民主动递交“请
战书”， 立下奋战 13 天、24 小时坚
守岗位，零差错、高标准完成任务
的“军令状”。 当年，他被台前黄河
河务局评为“先进个人”。

在 2020 年防御大洪水实战演
练中，徐沙沃堤防管理班负责清水
河乡和马楼镇生产堤的巡查和技

术 指 导 工

作 。 在此期
间 ， 张守民
24 小时不间
断巡查 ，密
切 关 注 水

情 、 河势和
工情变化，配合做好生产堤的防守
工作，确保 5500 立方米/秒大流量
洪水顺利安全通过。 当年，班组成
功创建“黄委示范工程”，还被河南
河务局评为“温馨型班组”，被台前
黄河河务局评为“先进班组”。

脱下了军装， 脱不掉军魂；放
下了钢枪，放不下初心。10 余年来，
张守民不辞辛劳、忠于职守 ，在一
线默默守望黄河安澜，把自己的青
春和热血融入了治黄事业，始终闪
耀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守纪律”的军人本色。

本报记者 李振涛 李世秀

本报讯 （记者 王莹 通讯员 高一
文） 自 “五星” 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 我市坚持把创建作为激活细胞、
聚合势能的集中行动，全面统筹市县
乡村 ，有效整合点线面块 ，发挥好基
层党组织、党员干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先锋模范作用，真正以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功能的增强，带动城乡发
展动能和治理效能的提升。 2022 年，
我市创建成绩位于全省第三， 今年力
争保持全省第一方阵 ，持续交出 “高
分答卷”。

深化目标体系，以系统创建构建
新格局。市委常委会会议多次专题研
究，细化制订实施意见，配套出台“一
星一推进方案”“一机制一落实方案”
等，构筑创建工作“四梁八柱”。 紧扣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平安法治等 29
项重点任务，建立 3 个层级、12 个版
块 、205 个要点的实操化指标体系 ，
推动创建工作干有标尺、 做有抓手。
紧抓规划制订关键点 ， 在全市遴选
100 名业务精 、能力强 、作风硬的组
工干部，下沉到乡镇（街道）担任创建
工作指导员 ， 推动党委书记靠前指
挥、乡村干部尽锐出战。

紧扣核心要素，以精准创建体现

高质量。 聚焦抓班子、带队伍，深入推
进乡村干部 “导师帮带制 ”全国试点
工作，跟踪培养百名优秀 “头雁 ”，全
员培训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集中轮
换驻村第一书记 772 名；全面建立农
村“党员联户、干部包片、支部会商”、
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工作机制，整顿转
化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140 个。 聚焦兴
产业 、谋发展 ，规范集体经济合作社
运行， 发展有致富能力的 35 岁以下
党员占比达 74%， 回引乡土人才 1.5
万人 ，发放 “兴村富民贷 ”创业贷款
5.4 亿元， 牵引带动省级以上龙头企
业 21 家， 市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
207 家， 集体经济收入 20 万元以上
村从 8.6%增长至 19.7%， 粮食加工、
畜牧养殖加工 、副食品加工 、食用菌
等特色产业集群产值达到 113 亿元。
聚焦抓整治、保民生，制订《关于加强
村委会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突
出建立村级议事协商机制，探索开展
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工作，“三零”创建
覆盖面达 100%， 人民调解 “清丰模
式 ”叫响全国 ，我市被确定为全国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市；实施人居
环境提升 、高价彩礼整治 、社区养老
服务等 11 项攻坚行动， 生活垃圾一

体化处理村占比达 95%，无害化厕所
普及率达 69%，新建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 291 个。

激活各方主体， 以联动创建聚合
大势能。 市级层面建立“五星”支部创
建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星”创建牵
头指导部门， 推动各职能部门把创建
重点任务纳入年度工作同步安排，统
筹资源力量，凝聚创建合力。县级层面
明确各“星”创建牵头部门业务指导、
保障推进、评估验收职责，对照创建任
务和评星标准，集中会商研判，有序开
展年度创“星”工作。 建立领导包联机
制，19 名市领导带头分包拟创“五星”
村和软弱涣散村， 带动 276 名县级干
部包乡联村，以“抓两头带中间”提供
具体指导和工作支持。 开展 “届中评
估、动态调整”专项行动，以二星级及
以下支部为重点， 分析研判创建工作
推进情况，适时调整 72 名不胜任不尽
职村干部。 同时，编排《“五星”支部筑
就幸福路》戏剧，组织 124 期《创建工
作“书记谈”》系列访谈，开展 78 场“政
策宣讲下基层”活动，走村入户、炒热
思想。

培育特色典型， 以示范创建引领
好生态。推动西辛庄村高效农业、设备

制造等年产值达到 18 亿元，集体经济
收入达到 1500 万元；深度挖掘李连成
新时代吃亏奉献精神特质， 持续开展
向李连成学习活动； 实施农村党支部
书记学院专业化能力提升工程， 创建
新时代党建“四能”建设实践基地，形
成李连成“人心更红”精神特质、西辛
庄村“党旗更红”发展要素、农村党支
部书记学院“阵地更红”教育体系“三
红”映照的生动局面。 在全市筛选 30
个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特色、一街一
主题、一巷一风景”要求，整合各方面
资源重点打造， 催生了南乐县西街关
村和谐治理、范县东张村美丽宜居、清
丰县葛营村矛盾化解、 台前县许集村
文明幸福等一批新基层组织建设典

型，形成了“榜样迭出、群星闪耀”的生
动局面。深化开展“创五星、论发展”党
支部书记大论坛，遴选 30 名优秀党支
部书记成立“明星讲师团”，巡回讲授
创建“五星”支部的好经验好做法。 以
部分重点村为核心， 联合周边村高质
量建设 13 个农村片区党委，推动组织
设置、资源配置、服务体制优化整合，
解决就业 3600 余人， 实现产业效益
1.8 亿元， 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34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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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持续提升“五星”支部创建工作质效度

本报讯 （记者 张岚岚） 娇艳荷花争相
吐艳，文艺表演精彩纷呈，产品展销引来八
方客……7 月 7 日，在濮阳县海通乡文信荷
园，第三届海通乡荷花艺术节盛大开幕。 游
客在领略美景的同时，还能在产品展销会上
品尝美食、欢乐购物，拉动旅游消费增长，将
好风景变成“好钱景”。

当天，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文信荷园
的荷花竞相开放，荷叶满目青翠。 游客可以
尽情品味“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的诗意，用心观赏荷叶间舞龙表演的空
灵， 还能与汉服美女来一场美丽的夏日之
约。

在产品展销会的现场，海通乡当地企业
将生产的休闲零食、洗护用品、电子烟花等
产品进行集中展销，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围
观。 面对琳琅满目质优价廉的商品，游客左
挑右拣爱不释手，现场生意火爆。

自 2016 年成功举办第一届荷花艺术节
以来，海通乡充分发挥 “因水而生 、因荷而
美”的自然禀赋优势，以荷为媒、以节会友，
借助荷花节的平台，传承“莲廉”文化，推动
产业发展。目前，文信荷园占地 800 余亩，分
为荷花观赏区和锦鲤养殖观赏区，建设了观
光栈道、廉政文化长廊、游船垂钓等设施，带
动周边群众就业 120 余人，旅游观光经济现
已步入良性循环轨道，打造出小荷花绽放大
产业的乡村生态旅游品牌，成为濮阳县名副
其实的休闲后花园。

据了解， 本届荷花艺术节将持续到 9
月，届时还将举办钓鱼捉鱼比赛、荷塘月色
消夏歌舞晚会、广场舞大赛、说唱濮阳专场
等系列活动，用荷花装扮盛夏，让游客乘兴
而来、满载而归。

濮阳县海通乡第三届
荷花艺术节开幕

为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各类事故发生，7 月 6 日，中原大
化组织开展甲醇罐区受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演练。此次应急演练，旨在检验各相
关单位在突发事故中的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能力， 进一步提升安全应急救援管
理水平，为企业安全稳定发展提供保障。图为模拟救援在甲醇罐内晕倒的作业人
员。

本报记者 樊欣欣 通讯员 吕标伦 摄

本报讯 （记者 樊欣欣 通讯员 张少阳）
7月 6日，市发改委批复范县先进制造业开
发区区域能评报告，这是今年以来，继台前
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濮阳工业园区、濮阳
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濮东产业集聚区批复
之后的第 5个区域能评报告。

区域能评是指在能源“双控”目标任务
可落实的区域内，通过分析区域用能现状 ，
提出一个时期内本区域能源消耗总量和

强度 “双控 ”目标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
标，明确与本区域产业规划相适应的各项
节能措施和能效标准 ， 编制区域节能报
告，将一般企业项目由节能审查制改革为
承诺备案管理制 ，并依法开展事中事后监
管。

今后，我市将在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
“双控”目标的情况下，对园区内不属于“两
高”项目、不涉及煤炭消费、项目增加值低于
园区增加值能耗、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低于
3000吨标准煤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施承

诺备案制管理， 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实
现节能审查精简提速、流程再造，助推符合
条件的项目“加速跑”，为企业发展抢时间、
追进度。

提高效率———

我 市 积 极 推 行
区域能评审查工作

打造创业园区 助推产业升级

本报讯 （记者 李世秀 通讯员 王

栋） 7 月 6 日， 记者走进台前县清水河
乡东街村， 一栋栋厂房整齐划一， 排列
在道路两边， 随意走进其中一间厂房，
整洁明亮的生产车间映入眼帘……这
是台前县清水河乡创业园区的真实场

景。
据了解 ， 为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

热情， 清水河乡加强统筹、 强化服务、
规范管理 ， 将有带富致富有能力 、 干
事创业有精神 、 产业发展有活力的人
才和企业会聚一堂 ， 全力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 ， 倾力打造一流产业园区 。 目
前 ， 园区内主导产业有木材加工 、 服
装加工、 汽车配件生产、 食品加工等，
创业实体 30 余个， 吸纳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1000 余人。

统筹协调 ， 强化服务 。 该乡将园
区创业行动作为 “一把手工程”， 先后
召开招商引资动员会 、 重大项目推进
会 、 工业企业技改会等 ， 凝聚共识 ，
攻坚克难 ， 全力推进园区建设 ； 牢固
树立为企业多办一件事 、 让企业少跑
一趟腿的服务理念 ， 当好企业 “店小

二”； 聘请 100 名 “招商大使”， 各服务
区、 功能区上台签订招商引资责任状，
明确招商任务， 压实责任到人。

建章立制， 规范运行。 一是以 “企
业化管理、 市场化运作、 专职化服务”
为导向， 完善园区企业化运行机制， 强
化准入机制和淘汰机制。 二是围绕企业
发展、 产业振兴等方面 ， 发挥财政资
金激励作用 ， 整合社会资源向园区企
业倾斜 ， 构建多元化的投入体系 ， 引
导企业向好发展 。 三是出台重点扶持
产业配套政策 ， 促进相关产业向创业
园区集聚。

全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
科技含量高 、 效益好 ， 低能耗 、 低污
染， 带动作用大、 就业容量大的产业，
鼓励先进制造、 农产品等精深加工、 节
能环保、 技术成熟度较高的产业向产业
园区聚集， 积极开展产学研对接洽谈活
动， 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进一步开
拓业务市场。 三是引导园区企业加大技
术改造力度， 通过实施差别电价、 建立
健全节能备案和用电消防安全排查等办

法，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台前县清水河乡

———记退役军人、台前黄河河务局职工张守民

欲问丹心觅何处 且看黄河云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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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巡特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