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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请缨开发重渡沟

近年，栾川县依托生态和旅游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旅游业已成
为带动山区群众脱贫致富、提升栾川知
名度能力最强的产业。

李三旺说，每当谈起这些骄人成
绩 时 ，栾 川 干 部 群 众 总 会 提 到 一 个
人—— 马 海 明 。 他 曾 任 栾 川 县 潭 头
镇 副 镇 长 ，因 带 领 群 众 成 功 开 发 重
渡沟而被誉为栾川旅游的“拓荒者”、群
众致富的“领头人”。

1995年6月，42岁的马海明被任命
为潭头镇副镇长。第二年 4 月，马海明
参加了由原洛阳市体改委组织的综合
改革试点镇学习考察。在考察旅游景
点中的所见所闻，让马海明的脑海中不
停地跳跃着：距离潭头镇 20 公里的重
渡沟，如果能开发成旅游景区，是否也
能吸引游客旅游观光？是否也能让群
众脱贫致富？

马海明的这个想法，引起不小争论。
当时的重渡沟村是远近闻名的“六

多村”——失学儿童多、光棍儿多、生活
欠账多、赌博多、喝酒闹事多、搞封建迷
信多。

有人说：“搞旅游需要大量资金，也
需要人才和经验，目前就开发旅游，条件
不具备。”也有人说：“搞旅游步子迈得太
大，风险也大。”

然而，马海明并不这么认为。他
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要有的。
要让群众富起来，我们当干部的就应
该有胆子闯一闯。”

那一年，马海明主动请缨开发重渡
沟。他发誓，要让百姓依靠旅游，赶走贫
穷，挺直腰杆。

历尽艰辛让百姓尝到甜头

开发重渡沟，困难太多了。
为了勘察、规划更好的旅游线路，

马海明和他的同伴，一次次披荆斩棘、
不顾艰险地跋涉在重渡沟的山岭沟坎
之间。饿了，他们就坐在树杈上啃几
口干馒头；渴了，他们就喝几口山泉
水。没有开发资金，马海明把家里的
房子都抵押了，甚至还把女儿的压岁

钱也拿来花了。
然而，对于旅游，别说普通百姓，就

是一些干部也是“满脑子糨糊”。马海明
明白，要“拓荒”重渡沟，首先得做群众的
思想工作。

重渡沟村有棵老菩提树，马海明
经常在这里进行他的“演说”。会，不

知开过多少次；话，不知说过多少遍。
有 村 民 还 为 马 海 明 起 了 个 外 号——

“马大煽”。但认准的事，马海明从不
退缩。

1999 年 7 月，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
后，重渡沟景区终于开门营业了，百姓尝
到了旅游的甜头。一位村民当年依靠农

家宾馆赚了 7000 多元，他花 6000 元买
了一辆幸福牌摩托车。

“采访中这位村民告诉我，就是这辆
摩托车，让他把老婆娶回了家。重渡沟
人对马海明的感激是发自肺腑的。”李三
旺说。

重渡沟火了，也有人盯上了这块肥
肉。有一名商人找到马海明，说想投资
50 万元控股重渡沟，但群众必须搬出
去。马海明说：“我是个党员，不能对不
起老百姓！咱官不大，但共产党员这个
名头大。”

百姓永远怀念他

2001年8月，马海明调离潭头镇，要
离开重渡沟了。

“这时的百姓舍不得他走啊！大家
为他送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李三
旺说，采访中多位当事人的讲述令他深
为感动。

马海明当时也哭了，他说：“从今天
起，我就是重渡沟的儿子，即使走到生命
尽头化成骨灰，我也要壮一棵重渡沟的
竹子。”

但谁能想到，他竟然走得那么早。
2011 年 5 月 7 日,马海明在抱犊寨景区
考察中遭遇车祸，去世那年他才58岁。

马海明追悼会在潭头镇举行。当
天，1.8 万人的送葬队伍，把这个豫西山
区小镇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一步步向
前挪动着，都想再看一眼这位“泥腿子
干部”。

马海明走了，他的身影永远留在了
重渡沟的山水之间。每年清明节，村民
们都会来到这里，向马海明献上一束花，
深鞠一个躬。

去年，李三旺参加河南省“好记者
讲好故事”演讲比赛，以《用采访致敬
楷模》为题，向大家介绍了他采访马海
明带领重渡沟群众发展旅游的幕后故
事。“一次次采访、一次次演讲，马海明
的事迹始终激励着我、打动着我。我
要以楷模为榜样，不断增强‘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为广大读者带来更多
有温度的真实故事、基层故事、身边故
事。”李三旺说。

本报记者 李迎博

马海明：一心为民的“泥腿子干部”

讲述人：李三旺，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洛报融媒体中心时政采访部副主任。
讲述对象：马海明，历任栾川县潭头镇副镇长、栾川县旅游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2011年5月7日在抱犊寨景区开发考察中，因车祸不幸殉职，时年58岁。

马海明同志参加工作30多年，一直扎根基层，长期负责旅游开发工作，
带领干部群众成功开发了重渡沟、伊河漂流等景区。2011年，原国家旅游局
授予马海明同志“中国十大旅游风采人物”荣誉称号。2015年9月，中共河南
省委作出向马海明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8日，曾多次参与马海明事迹宣传报道的李三旺，讲述了马海明艰苦奋
斗、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

本报讯（记者 李岚 通讯员 孙怀真 陈翔）“只进一
门、只对一窗、只跑一次”，开办企业实现“一站式”办理。近
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我市在西工区、高新区和新安
县启动“企业开办专区”试点工作，申请人向工作人员提交
相关申请资料并审核通过后，即可享受企业注册登记许可、
印章刻制、银行开户、发票申领等全过程“一站式”的集成智
慧服务，所需时间由原来的4个工作日压缩为1个工作日。

当日，记者在西工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看到，目前西
工区税务局、中国银行、印章刻制等单位已进驻大厅并开
展本单位业务工作，现场有几位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
正在为申请人详细讲解各类审批服务事项申报流程，并
指导和帮助其填报各类信息。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工作部署，营造一
流的营商环境，“企业开办专区”试点县区在完善行政服
务大厅内市场监管现有服务功能的基础上，设立“一窗
通”式综合窗口，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
一窗口出件”的“企业开办专区”线下服务模式。

开展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后，市民“就近跑一次”，
就能完成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印章刻制、发票申领、银行
开户等业务办理，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为进一步促
进市场主体快速发展，我市去年9月推行了“全城通办”
改革，申请人可在全市任一市场监督管理所提交经营地
址不在该所辖区的个体工商户申办资料，利用全程电子
化完成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办理业务。同时，市场监管
部门还推出了“邮寄办”业务，您在线申请并提交开办企
业的相关资料审核通过后，工作人员可以免费将打印好
的营业执照为您寄送到家。

我市启动“企业开办专区”
试点工作

日前，“LY1004 精品拖拉机”、防疫
机器人、人脸识别系统、红外测温安检门
等一项项“涧西造”尖端产品，接连在战

“疫”中问世，不断刷新人们对涧西的认知。
老工业基地洛阳市涧西区，曾经创

造了大量彪炳史册的工业奇迹。如今，
涧西区正围绕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
的目标，坚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
产业培育壮大的“双轮驱动”，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描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精
彩画卷。

集群化助力新兴产业培育跑出加速
度。涧西区充分发挥自创区龙头带动作
用，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该区以洛阳

市先进制造装备及军民融合科技园建设为
载体，打造高端装备制造及军民融合产业
集群；以卓阳耀滨科技园为载体，打造高端
石化产业链贸易集群；以筹备自贸区医院
为抓手，打造10亿元规模现代生物产业集
群。集群效应引发科技园区加速扩容，截
至目前科技园区孵化器面积达15万平方
米，累计培育、引入企业500余家、创业创
新人才4000余名。多园联动、业态互补、
集聚资源的产业发展格局已现雏形。

信息化助力制造业结构提档升级。
涧西区依托中原智造工业共享云平台，
通过“嫁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打
造出全市首“张”工业设备地图，实现闲置

设备等工业资源供需双方一键对接。截
至目前，平台总注册数3553个，其中注册
企业数3150家，2500台外协设备上云协
同共享、300余种工艺、5575种产品、432
个闲置资源等各类资源已完成在线注册，
当前成单量920余次。在此基础上，涧西
区还促成中原智造工业共享云平台对接
矿山装备、农业机械、有色金属加工、耐火
材料四大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起设
备远程选型监测、农机车辆位置远程监
控、车辆设备故障远程监测的综合性工业
互联网体系，为制造业向数字化、信息化
转型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智能化助力推动传统制造业迈向中

高端。涧西区把实施“三大改造”作为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2019年，涧西
区共实施“三大改造”重点项目24个，已
完成投资16.83亿元，完成全年计划投资
的101%。改造的力度不断加大，老树开
始发新芽、开新花。中信重工工业CT项
目中试基地完成样机安装调试，开始布
局无损检测高端市场；一拖集团成功研
发出国内首款无驾驶舱电动拖拉机；洛
阳LYC高铁轴承，完成80万公里台架实
验，实现复兴号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
中信重工和洛阳LYC入围中国机械工业
百强，河柴重工船用主机获评省十大标
志性高端装备。 （涧宣）

坚持“双轮驱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涧西区精准发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日前，涧西区人社局把服务搬上云端，打出一套“组
合拳”，全力促就业、惠民生。

组织展线上招聘会，解决用工荒。区人社局组织了
涧西区2020年“春风行动”网络招聘会，线上参与招聘企
业达141家，提供就业岗位5804个，达成就业意向2880
人。同时，区人社局鼓励指导区属2家民营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开展网络招聘，网站（招聘信息）日均浏览量约
200余人次，接收了3910人的求职信息。

指导线上就业培训，全力促就业。区人社局督促指导
辖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做到“停课不停教”，根据企业所需
职业工种，举办有针对性的线上培训。在区人社局指导下，
洛阳融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通过网络平台在线上培训专业
人员500名。区人社局还督促企业逐步推广完善“线上理
论学习+线下技能实训”相结合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在人
社局指导下，中信重工举办营销赋能训练营、工作型PPT
实用技巧等一系列线上培训活动，培训职工577名。

开展线上服务，方便群众办事。区人社局采取电话
预约服务和网络申报相结合的方法，保证社保、退休、工
伤等业务的正常办理。同时，他们还畅通工伤认定绿色
通道，优化流程，简化手续，助力辖区企业复工复产。截
至目前，该局已受理申请工伤认定5起，办理新增参保43
人，办理退休审批6人。 （涧宣）

涧西区人社局：

打出“组合拳”促就业惠民生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店的灭火器安
全日期。请您在安全生产告知书和目标责任书上签字！”
这是湖北路街道联盟社区网格员在辖区门店逐店检查
时，跟商户沟通的一幕。

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预防各类事故，针对已复工复
产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联盟社区党委在加大疫情严防严
控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安全生产，推出“1+2”工作法，
让党旗飘扬在防疫复工最前沿。

“1”即“一本服务指南”。社区党委通过收集整理上
级关于复工复产的通知、相关政策和要求等，梳理并汇编
成《复产复工报备复核流程指引》《复产复工报备要求汇
编》，为企业、商户提供权威、简明、全面的信息服务，解决
其获取信息难问题。

“2”即“两种指导服务形式”。社区党委通过“线上+
线下”两种模式，提供全天候服务。社区值班热线、微信
平台24小时线上接受咨询，同时安排线下党员志愿者和
网格员逐店登记和检查，检查消防设施和器材的使用情
况，确保完好有效；让企业负责人签署安全生产告知书和
目标责任书，加大安全防范力度，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确
保安全生产。 （王慧丽 陈荣娜）

联盟社区：

推出“1+2”工作法
确保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针对小区停车难问题，二号小区
党支部推行“党支部先议制度”；开展
高龄津贴签字，三号南小区党支部建
起流动服务站。

日前，重庆路街道二社区（简称
“重二社区”）党委积极探索“把党支
部建在小区里”的社区党建模式，把
党组织的力量延伸到了居民小区，把
便民“摊儿”设在了群众家门口。

党支部建在小区里怎么建？重
二社区探索建立“小区党支部—楼
道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三级党
建格局。社区党委选推小区居民
中有能力、有威望的离退休党员领
导干部担任小区党支部书记或服
务队负责人，按照兴趣爱好、功能、
楼道等划分党小组，挑选骨干分子
和党员家庭确立为党员中心户，通
过层层辐射带动，实现党的工作在
小区全覆盖。

便民“摊儿”服务如何搞？他们

建立起 3 张清单和资源库 2 个平台，
根据列出的需求清单，在信息库中
对接辖区资源，通过有机衔接，实现
点对点服务。3 张清单是指“需求清
单收集”“资源清单梳理”和“项目清
单落地”。主要内容涵盖居民普遍
反映的小区矛盾调解、家门口医疗
问诊、便民服务、政策宣传等堵点难
点问题。资源库是指，他们打破条
块和地域限制，整合小区内的医疗、
文化、法律、场地等资源信息，挖掘
小区能人、贤人、达人信息，录入志愿
者、热心居民信息，建起社区资源信
息库。

截至目前，小区党支部对居民反
映的楼道堆放杂物、道路硬化、门卫
巡管、花圃种植等问题采取项目化管
理方式逐条落实解决，共开展特色活
动 330 余次，为居民办理实事好事
500余件。

郭翼 文/图

重二社区积极探索社区党建模式

支部建在小区 服务下沉到底

马海明（资料图片）

近日，位于我市的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工程防
护研究所在产业扶贫的基础上，拓展消费扶贫思路，以市
场价格收购定点扶贫村嵩县闫庄镇裴岭村粮油加工厂滞
销的22500公斤面粉，帮助村民渡过销售难关，有力推动
当地复工复产。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武华民 石闯闯 摄

收购滞销面粉 推动复工复产

三号南小区党支部流动服务站

开办企业实现“一站式”办理，
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