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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四大支撑”筑牢发展根基

汝阳县强化组织、制度、项目、人才“四大
支撑”，筑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根基。

一是结合村“两委”换届工作，通过群众
代表推荐、党组织考察、群众选举，把年富力
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村“两委”中。
全县 216 个行政村全部成立了集体经济组
织，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组织障基础。

二是出台《汝阳县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
案》，坚持“党建引领、点面结合、集约发展”的集
体经济发展原则，努力实现全覆盖目标。实行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县领导联乡包村、乡镇党委

书记领办推进、行业部门帮扶联建、驻村第一书
记现场指导”的推进方式，责任落实到人。

三是在项目、资金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扶
持政策，组建专家团队对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选定、建设选址、发展方向等进行全方位指
导，智力赋能村级集体产业，高标准起步，选
准、建好、发展好集体经济。

四是结合农民职业培训，对农村有一定
文化水平和经营才能的农民及村干部进行培
训，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提供人才保障。近
两年来，该县共培训农民职业技术人、农村经
纪人、村干部共3500余人次，把懂经营、会管
理的人才吸纳到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岗位上
来。另外，积极与河南科技大学、洛阳农林科

学院、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农科院、中科院果
树研究所（郑州分所）合作，通过科技指导、技
术购买、技术培训等方式，为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

推进六种举措 创新发展模式

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多种形式发展
集体经济。

一是结合各行政村实际，将村里的闲置
资产进行清产核资、评估认定，折股量化到集
体经济组织里，实行统一经营，或以股权形式
入股企业、合作社及其他经营主体，使“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推动农村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目前，该县农村集体资
产达10.7亿元。

二是通过整合省、市、县财政扶持资金和
村集体资金，立足实际，大力发展村集体实
业。如三屯镇东保村整合省级村集体经济试
点扶持资金和村集体资金共计500万元，建
设占地20亩的牛羊养殖场，由两名村干部专
职负责管理，年收益40万元。

三是克服资金短缺的问题，与当地有发
展潜力的企业“联姻”，通过资金参股企业获
得分红收益，实现共赢。如刘店镇红里村入
股汝阳县瑞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陶营镇罗
营村和上坡村入股“甪里艾”公司，使村里每
年可获固定收益。

四是对条件相似、地理位置相近的若干村
规划实施同一产业，联合做大做强。如小店镇
整合黄屯村、板棚村、高庄村、李村、秦洼村、圣
王台村等6个村的集体经济发展资金850万
元，建设甜瓜小镇。柏树乡整合漫流村、华沟
村、黄路村、布岭村、康扒村、秦定村等6个村的
资金601万元，建设漫流蔬菜大棚基地。

五是行政村整合土地资源，统一议价，统
一标准，统一流转。如刘店镇采用组内议价、
统一流转的形式，流转土地3.1万亩，由村集
体集中经营，提高了群众收益，壮大了集体经
济。十八盘乡刘坡村采取“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获得收
益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农户按2∶8比例

分成，壮大集体经济。
六是发挥地理位置优势，村集体把村固

定资产租赁给企业、合作社等，收取租金，发
展集体经济。如内埠镇集中了池子头村、湾
寨村、上岗地村、双泉村、大安村等5个村的
集体经济项目资金638万元，建设池子头寿
衣裁剪中心车间，租给寿衣协会，收取租金。
陶营镇整合陶营村、后寨村、铁罗营村、大北
西村等 4 个村的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680 万
元，建设生产车间，租给投资商进行服装加
工，收取租金。

加大投资力度 狠抓项目建设

完善扶持政策,夯实持续发展基础。
近年来，汝阳县持续加大对村级集体经

济的投入力度。截至2020年年底，各级部门
共投入资金 4.5 亿元，扶持建设集体经济项
目393个，35万名群众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其中参与香菇产业的群众达到22万人、
参与红薯产业的群众达到12万人。通过这
些项目的实施，汝阳县村级集体经济得到了
极大的发展。2020 年全县 216 个行政村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超过5万元，其中10万
元以上179个村、50万元以上13个村、超过
100 万元 3 个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最高的
付店镇东沟村达到 526万元。

强基固本开新局，砥砺奋进再出发。
2021年伊始，汝阳县经过精心调研，谋划建
设项目库130个，总计划投资3亿元。目前，
第一批20个总投资5000多万元的村级集体
项目正在有序实施。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为
汝阳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进作
用。汝阳县村级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将为
乡村振兴夯实产业基础。

董根忠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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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县地处豫西伏牛山区、北汝河
上游，距洛阳市区68公里，位于洛阳半小
时经济圈内。全县总面积 1332 平方公
里，地势南高北低，呈“七山二陵一分川”
分布，现辖8镇5乡和1个工业区，216个
行政村，总人口 52 万，耕地面积 49.2 万
亩，享有“中国杜康文化之乡”和“中国
恐龙之乡”的美誉，曾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和秦巴片区连片开发工作
重点县。

近年来，汝阳县以党建为引领，坚持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与脱贫攻坚相结合、
与农业产业发展相结合、与促进农村劳
动力就业相结合，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基础。

三屯镇北保奶牛场十八盘乡刘沟村汝阳香菇基地 汝阳红薯现代农业产业园

柏树乡华沟蔬菜基地

（上接01版）要从强组织的高度感悟
责任使命，通过换届，进一步明确班
子的短板弱项有哪些、优化方向在哪
里，使各级领导班子的结构得到有效
改善，让党的组织体系实现整体性巩
固强化，形成中原更加出彩的强大领
导力。

会议强调，要把握目标要求，选
优配强领导班子。坚持党管干部、选
贤任能，严格把好政治关、品行关、能
力关、作风关、廉洁关，选出德配其
位、才配其职的高素质专业化领导干
部，配出绝对忠诚、结构合理、功能优
化、堪当重任的领导班子。要坚持正
确用人导向，落实“信念坚定、为民服
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好干部标准，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优先使用在重大
斗争实践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坚持好
中选好、优中选强，突出岗位历练、实
践锻炼，注重优势互补、合理搭配，选
优配强党政正职，让想干事、能干事、
干成事的干部有舞台，让政治强、作
风实、口碑好的干部挑重担。要坚持
准确把握政策，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
求，严格依规配备，综合考虑班子的
整体合力、层次稳定性和功能最大化
等因素，优化配备方向和重点，把合
适的干部用到合适的岗位上；进一步
加大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力度，坚持高
标准高质量，落实刚性配备规定，拓
宽选人用人视野，健全常态化工作
机制，把优秀年轻干部选出来、用起
来。要坚持做实换届考察，深入考察
干部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
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方面情
况，紧紧扭住政治素质考察这个“牛
鼻子”；探索务实管用的考察方法，
把新时代斗争精神、斗争本领的内
涵实化细化具体化，切实用好重大
斗争和重大事件检验这个“试金
石”；注重深入基层干部群众考察，
注重“政声人去后”考察，注重干部

“活情况”考察，坚持换届考察与任
期考核同步进行，探索用好干部群
众日常监督这个“透视镜”。要坚持
严把选举质量，守好资格条件、身份
认定、组织审核“三个关口”，把好代
表委员规模、结构、代表性“三个关
键”，搞好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

会和政协全体会议“三方面选举”，
严格依法按章办事，确保选举规范
有序、严密细致、扎实到位。

会议指出，要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为动力，切实把加强党的领导落实
到换届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要学
出使命担当，各级党委要切实扛稳
主体责任，各级党委书记要把这项
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加强
对换届工作的统筹谋划，以整体、系
统、发展的思维合理安排换届有关
工作。要学出精神动力，从党史学习
教育中汲取力量，展现更加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心无旁骛地抓好各
项工作，把开局起步的好态势保持
下去。要学出严的自觉，把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格执行中央

“十严禁”要求，坚持教育在先、警示
在先、预防在先，强化用人监督，强
化过程监督，强化群众监督，把监督
从严贯穿始终，营造清明清正清新的
换届环境。

会议要求，要把政治标准贯穿
换届工作始终，自觉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和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把换届的过程作为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
具体实践。要坚持思想引领在先，加
强正面宣传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
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自觉接受和
服从组织安排，引导党员群众提振信
心、凝聚共识，汇聚干事创业的磅礴
力量。要严明纪律净化换届风气，从
严从实加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引
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要强化系统思维，积极稳妥处理好换
届工作与常态化疫情防控、经济社会
发展等工作的关系，确保换届工作与
重点任务两不误、双促进。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省人民会堂、各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
设分会场。

孙守刚、孔昌生、曲孝丽、赵素萍
在主会场出席会议。省委市县乡换届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
志，各省辖市党委、济源示范区党工
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组织部部务会成
员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精神做好换届工作
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提供坚强有力保证

本报讯（记者 孙小蕊 通讯员 高江鹏）
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中共洛阳组”纪念馆改
造提升工程26日实现主馆封顶，将于7月1日
正式对公众开放。

去年8月，我市启动“中共洛阳组”纪念馆改
造提升工程，计划在目前园区占地约6000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220平方米的基础上，对纪念馆
进行深度改造提升。改造提升后，纪念馆总占地

面积扩大到 2.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扩大到
1.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馆、游客中
心、地下人防车库和附属设施等。建成后，这里将
成为一座集党史展览陈列和党史党建教育于一
体的大中型历史类纪念馆，对于保护我们党早
期革命旧址和历史遗存，教育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牢记初心使命、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提升党性修养具有重要现实和历史意义。

作为工程实施单位，市住建局全面发扬“说
了算、定了干、马上办”的“城建精神”，把办公室
设在施工一线，科学制定施工节点，坚持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全力攻坚，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按计划，今年5月底前我市将完成纪念馆布
展、游客中心及地下停车场施工和园区景观绿
化工作，6月1日至6月30日纪念馆试运行，7月
1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中共洛阳组”纪念馆改造提升工程主馆封顶

7月1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村长：老哥，我……
父亲：哎呀，你倒是说呀，急死我了!
村长：老哥，那、那我说了，您老可要挺住啊！
父亲：咋啦？难道四海他……
村长：四海他在一次战斗中光荣……
秀兰：叔，我哥他到底咋啦？你快说呀，叔！
村长：你哥他……牺牲了！
秀兰：牺牲了？不可能！不可能！你们肯定弄

错了，我哥他前段时间还来信说他们打了胜仗
呢，肯定是名字弄错啦！

村长：孩子，你哥他们前段时间在阻击敌人的
战斗中光荣牺牲了，这是他战斗前留下的一封信……

昨日上午，孟津魏家坡景区一座老宅院里，
游客们正饶有兴致地参观，突然音乐响起，名为

《一封家书》的情景剧在游客身边就地上演。
故事主人公魏四海参加抗美援朝英勇献

身，其父亲与妹妹秀兰在党的号召下积极参加
支前生产。通过扮演者的精湛演绎和富有年代
感的场景设置，一幕幕历史画面“穿越时空”而
来，让游客在亲身参与、亲眼见证中，充分体悟
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父亲”的扮演者叫许宝留，今年56岁，自
幼受革命故事熏陶，对剧中人物心境体会深刻。

“看信”一幕，许宝留激情悲怆，眼泪噗嗒噗嗒往

下掉。许多游客深受感染，泪眼汪汪。
“国家强大真好！中国共产党万岁！”来自三

门峡的王素梅老人看到动情处，鼻子一酸，老泪
纵横。她说：“这样的节目，没有说教，不自说自
话，演员就在观众中间，甚至擦着你的肩膀过
去，剧中人高兴我们也跟着高兴，剧中人痛苦我
们也跟着难过，看一遍就能记住不忘！”

其实，该剧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就
发生在魏家坡。该景区负责人表示，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魏家坡景区资源丰富、条件便利、责无
旁贷。三名演员加班加点排练，在演绎效果上精

益求精，努力让党的故事真正“活”起来，让游客
通过沉浸式互动参观体验获得内心的震撼、精
神的洗礼。

“党史天天学、党史处处学，已经成为孟津
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孟津主要负责人表示，孟
津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对
党在孟津历史的研究，注重面向不同层级、不同
领域、不同对象分类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把单项
培训和双向互动、课堂培训和沉浸式文艺活动、
线上与线下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党史学习教育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本报记者 孙自豪 文/图

孟津开展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让党员干部群众在感动感悟中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

《一封家书》让史实“穿越时空”

情景剧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