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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滨区庞村镇：

建多元化解机制 解基层矛盾纠纷

每周一次专题会 攻坚解难

庞村镇每周由镇党委书记主持召开信访
专题会议，听取专家组工作汇报，协调解决问
题，问责不负责、不担当、不作为、推诿扯皮干
部，并对一些重大疑难信访事项进行研判，现
场拍板拿出解决方案。窑沟村一起积年涉及
4 户的宅基地纠纷，因当年参与调解的村干

部大多去世，调解难度极大。经过召开研判
会，调整调解思路，该纠纷一周内就得到了化
解，相关当事人签订和解协议。

成立一个专家组 答疑释惑

该镇整合社会资源，组建了由政府退休
职工、退休党支部书记4人组成的镇级矛盾
调解专家组。专家组成员每天按时在信访接

待大厅接访，针对来访群众，耐心听他们倾
诉，帮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针对不同的信
访事项量体裁衣制订化解方案，编写《矛盾纠
纷清单台账》和《调解日报》通报镇村主要领
导，并利用自身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和社会
关系去化解矛盾，落实“四定四包”（定专人包
受理、定时限包查处、定责任包督办、定措施
包回访）责任制。

大庄村周某芝与邻居因建房发生纠纷，

村“两委”干部多次调解均未成功。矛盾调解
专家组听完她的情况后，一位专家发现她的
问题和自己村前段时间刚成功调解的纠纷一
样，当天就采用自己村的调解方案化解了该
纠纷。

评选“金牌调解员”调动积极性

自2014年起，庞村镇建立“金牌调解员”

评选机制，对各村民调员按照调解问题的数
量、难易程度、涉及金额等考核细则，评选出

“金牌调解员”，年终由镇统一召开表彰大会，
给予精神物质双重奖励，极大地调动了各村
村干部的调解积极性。

彭店村焦某因欠薪问题来到镇信访办，
工作人员接待后，积极和欠薪企业所在村的
民调员联系。因欠薪企业负责人出差没在
家，第二天由民调员垫资先支付了企业所欠
的 5000 元工资，焦某激动地向庞村镇信访
办送去了锦旗。截至目前，该镇共评选出“金
牌调解员”16 名，调解成功并制作成卷宗的
信访事项300余起。

今年以来，该镇共接待群众来访 53
起，调解成功 48 起，涉及赔偿金额及帮助
讨薪 85 万余元，工伤赔偿 20 余万元，调解
成功率超过 92％，有的纠纷不到 10 分钟
就调解成功，有效杜绝了重信重访现象的
发生。

该镇信访办负责人表示，群众利益无
小事，庞村镇将充分发挥民调员、信息员、
专家组的作用，把群众的小诉求当大事情
来办理，把小矛盾当大问题来解决，把小隐
患当大灾害来排查，强基固本，压紧信访

“压舱石”。
（张晓晨 陈新月）

近年，伊滨区庞村镇紧紧围绕中央、省、市、区相关
信访工作要求，深入学习“枫桥经验”，加强风险研判，
强化源头治理，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在探索“433”
（即依托四个抓手、建立三支队伍、健全三项机制）信

访工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纠纷化解机制，有效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难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不断提升。

本报讯（记者 王雨 通讯员 郑斐冉）日前，市河长办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疏浚砂综合利用管理的通知》，要求强化
河道疏浚砂管理，在确保涉水工程安全、河湖生态健康前提下，
有序推进河道疏浚砂综合利用。

目前，我市正全力推进以河道清淤、清障、护堤为主要内容的
小流域“两清一护”综合治理工作，确保明年汛期前实现河道行洪
安全畅通。加强全市河道疏浚砂综合利用管理，是推进小流域

“两清一护”综合治理工作，切实保障河道防洪安全、生态安全，维
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关键所在。

此次通知对河道疏浚砂综合利用的组织实施、现场监管、
处置方案、监督指导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明确，要求优先保障河
湖保护等水利工程、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坚决杜绝
假借河道疏浚之名行采砂之实，重拳打击以涉河工程为掩护非
法采砂的行为。建立健全进出场计量、监控、登记手续，落实以
票控收等制度，重点加强对疏浚砂上岸环节的监管。落实让利
于民要求，有关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从疏浚砂综合利用收
益中按一定比例，补助有关乡镇（街道）、村（社区），用于当地基
础设施建设、河道修复及护河员补贴等，并通过合理设置便民
销售点、优惠价格供砂等措施，有效解决当地群众自建房等用
砂问题。对在疏浚砂综合利用中超范围采砂、擅自处置疏浚
砂、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等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我市加强河道疏浚砂综合利用管理

优先保障水利工程民生工程
设置便民点、优惠价格供砂

本报讯（记者 陈曦）记者从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获
悉，由其总体负责的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近日正式启动建
设。作为全球在建最大光伏绿氢生产项目，该项目建成后预计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为我国“碳中和、碳达峰”
目标贡献“洛阳动力”。

总投资近30亿元的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位于新疆阿克
苏地区库车市。该项目是国内首个规模化利用光伏发电直接
制氢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光伏发电、输变电、电解水制氢、
储氢、输氢五大部分，将新建装机容量 300 兆瓦、年均发电量
6.18亿千瓦时的光伏电站，年产能2万吨的电解水制氢厂，储氢
规模约21万标准立方米的储氢球罐，输氢能力每小时2.8万标
准立方米的输氢管线及配套输变电等设施。

今年上半年，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新疆库车绿氢
示范项目总体院（即负责整个装置各分装置协调、沟通，通过制
定统一规范，协调各装置院工作，为项目总体负责的设计院），
开始介入项目前期工作，主要负责总体统筹协调，以及输配电
系统、电解水制氢、氢气输储及系统配套单元设计。在项目可
研报告获批后，该公司及时启动基础设计，为后续加快项目落
地奠定坚实基础。

氢能利用效率高、无污染，还能与多种能源耦合，是实现
“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因素。其中，绿氢是氢能利用的
理想形态，其本质是通过光伏发电、风电及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电解水制氢，在制氢过程中基本不会产生温室气体，因此又
被称为“零碳氢气”。

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预计2023年6月建成投产，生产的
绿氢将供应中国石化塔河炼化公司，替代现有天然气化石能源
制氢。预计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为当地生产总
值年均贡献1.3亿元、创造税收1800余万元。

该项目投产后，还将开创绿氢炼化新发展路径，对炼化企
业大规模利用绿氢实现碳减排具有重大示范效应，对推动能源
转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依托该项目建设，我们未来将能够把碳排放对自然产生
的影响降低到净零程度，从而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更多
绿色动力。”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聚焦国家能源化工发展方向，将绿
色发展理念融入项目管理工作，加快新能源、新材料领域项目
管理能力提升，积极打造世界领先技术先导型能源化工工程公
司，进一步为石化行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总体负责
全球在建最大光伏绿氢生产项目

为实现“双碳”目标
贡献“洛阳动力”

日前，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关于
以“三变”改革为抓手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实
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通过推动以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主要内容
的“三变”改革，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等各项改革，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加快强村富
民步伐，持续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三变”改革，核心在“变”，关键在厘清盘
活乡村资源，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促进农
村新型集体经济持续发展。今年，在2018年
以来全面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基础上，
我市又集中部署开展了“三清两建”乡村治理
专项行动，普遍核清了集体资产数量，明晰农
村集体产权归属，完成了集体成员身份确认
和股权量化，建立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组织，规
范了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为“三变”改革
奠定了基础。

土地是乡村振兴最宝贵的资源。在深
化农村改革的大框架下，土地制度改革

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也是实施

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所在。对此，《实施方
案》特别提出，要积极推进“三块地”改革，通
过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探索实施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进农村宅基
地改革及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等举
措，推动农地规模经营和土地资产增值。

在目标和节点确定上，《实施方案》明确，
在今年300个村试点开展“三变”改革的基础
上，明年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到 2023 年，
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在10万元以上，中
心城区、环都市区、南部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占比分别达到 85%、70%、60%。到 2025
年，中心城区、环都市区、南部地区的行政村
集体经济收入分别达到50万元、40万元、30
万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规范、作
用发挥明显，农民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
和工资性收入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生
活水平差距持续缩小，农村经济社会更具发
展活力。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杜金涛 实习
生 高浩 文/图

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

“三变”改革蹚出强村富民路

《实施方案》针对“三变”改革
具体路径进行细化明确

打造中西部地区
重要节能环保产业集群

昨日，在位于偃师区顾县镇的中原节能环保
产业园项目现场，服务中心、展示中心和研发管理
中心正加紧主体施工，11栋厂房已进入室内精装
阶段。

该项目以“绿色、智慧、可持续发展”理念，搭
建节能环保产业研发平台，打造集节能环保产品
研发、孵化、生产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化节能环保技
术集成平台及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形成中西部地
区重要的节能环保产业集群。

记者 鲁博 杨凤轩 通讯员 王雷 冯煜 摄

●在推动资源变资产方面

重点探索将集体所有的资源要
素和闲置的房屋、设备等作为入股资
产，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进行开发经
营，增加集体和农民收入。

●在推动资金变股金方面

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及用途
的前提下，把各级财政投入农村的发
展扶持类资金及社会资金、金融资本
作为村集体的股金，集中投入经营主
体形成股权，按股份比例分享收益，
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益，形成农民稳定
增收的长效机制。

●在推动农民变股东方面

鼓励采取闲置土地入股、闲散资
产入股、劳务入股等多种方式，使农
民获得租金、挣到薪金、分到股金，使
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确保农民增
收有保障、可持续。

洛宁县大石涧村发展乡村民宿洛宁县大石涧村发展乡村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