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津区城关镇：

阵地“跃升”工程助服务能力提升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图书室、活动室，老人、小孩有
了好去处。”孟津区城关镇马步社区居民王篡对社区文体
活动室很满意。

马步社区是集中安置小区，回迁后居民生活质量大幅
提升。城关镇实施阵地“跃升”工程以来，马步社区广泛征
求居民意见，积极推进“便民服务中心+多功能活动室”建
设，将便民服务中心从四楼搬到一楼，使大厅更敞亮、服务
更便捷。社区还根据居民需求改造文体活动室、图书阅览
室等。社区居民王篡说出了全体居民的心声：“饭后打打
球，累了看看书，还有免费茶水，这么好的地方天天都要
来。”如今的马步社区图书阅览室、心理咨询室、科普教育
室、未成年人活动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室日益完善，居民
享受到办事、阅读、娱乐等多重便利。

马步社区只是城关镇改造提升党群服务中心的一个
缩影。今年以来，城关镇以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为契
机，通过阵地“跃升”工程对城市规划区内12个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进行改造提升，减少行政功能，增强服务效能。
社区通过服务下沉、治理延伸、全民参与，打造便民“服务
点”、提供休闲“好去处”，不断密切干群关系，满足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郭东艳 张琳琳 文/图

“模拟办”“陪同办”“监督办”，宜阳
县人社局领导班子成员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在一线开展“走流程”工作，推动
人社政策和服务更快更好惠及群众和
企业。

换位体验。工作人员结合部门重
点事项，以群众身份进行全流程模拟体
验。针对模拟办理中出现的问题，局里
每周开展一次服务提升会，对业务经办
人员进行集中培训，提升其业务能力。

交叉体验。围绕部门“上下游”重
点业务，工作人员进行“交叉走”，体验

“新业务”办理中的“疑难杂症”。通过
接听群众来电、答疑解惑，接待来访群

众、陪同办理业务等举措，快速学习“新
业务”、掌握“新技能”。加强业务办理
政策宣传，利用多渠道进行流程普及，
提高群众知晓率。

完善台账。建立完善“问题清单”
“需求清单”“整改措施清单”。对群众
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的问题，重点
突破、立行立改，立见成效；对需要持
续推进的，明确拟整改完成期限、责任
人等内容，整改一项销号一项，确保实
效。截至目前，该局共 30 人 次 参与

“全员走流程”活动，梳理化解疑难问
题 5 个、群众需求 2 个，制定整改措
施 6 条。 （董彬彬）

宜阳县人社局：

“全员走流程”走心更暖心

新安县仓头镇：

锁定文旅产业 力促全域“星星”闪耀
金秋九月的新安县仓头镇，各项产

业发展火热，人居环境亮丽，村庄生态宜
居，处处彰显生机与活力。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仓头镇王村在镇党委指导下创新思路、
建立机制，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争先进

摘“星”。
落地王村的有“水云川”项目部、鹰

嘴山露营基地、乡村振兴项目童玩中心、
乡村驿站等，这些特色项目支撑了王村
高质量发展。

在仓头镇指导下，王村依托三面环

水的生态优势，规划了现代农业旅游示
范区、乡村自然研学教育示范区、清水谷
休闲旅游融合区、乡村民宿产业带动区
等功能区，发展配套项目。同时，该村还
做好山水文章，打造中原水乡第一谷“清
水谷”，满足游客多样化旅游需求。

王村是仓头镇“五星”支部创建的一
个缩影。镇党委主要负责人指出，要因
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
验、健康养老等新产业新业态，实现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
步”，产业教育文旅“三位一体”，更好发
挥乡村农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
等功能，推动“鹰嘴山”品牌脱颖而出，实
现质量兴农、品牌强农，以“产业兴旺星”
促全域“星星”闪耀。 （新蕾）

关注洛阳快闻公众号
了解基层之声

扫左侧二维码，关注洛阳快闻公众号，
了解基层动态、筑牢基层组织体系、健全完
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过硬，
促进基层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近日，为探索社区全民健身活动新形
式，丰富基层全民健身活动内容，点亮“幸
福和谐星”，老城区南关街道在工农社区
文化广场上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
运动会。

此次运动会设有三人夹球跑、足球
保龄球、袋鼠跳接力赛、趣味踢毽、百发
百中等多个比赛项目，吸引辖区近百名
群众参加。赛场上，大家个个精神抖
擞，比毅力、拼士气，彼此间团结协作、
默契配合。

“ 手 臂 伸 直 ，保 持 稳 定 ，均 匀 呼
吸”。从三人夹球跑到百发百中，每一
项活动都设置有专业指导人员，保证大

家既能感受到趣味性、娱乐性又能收获
健康。

经过激烈的角逐，趣味运动会在大
家的欢声笑语中落下了帷幕，居民们表
示将积极地投入全民健身活动中。

此次举办趣味运动会，满足了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参加体育活动的愿望，真正将
全民健身活动带到群众身边，让人们在活
动中强健体魄、放松身心，同时也推动了
街道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今后，南关街道
将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不断丰富文
体活动，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积极摘取“幸福和谐星”。

（李云虹 宋婉青）

老城区南关街道：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畅享幸福和谐生活
马步社区文体活动室马步社区文体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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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通讯员 邢维京 高
亚恒）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日前工信部发布首批增材
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名单，清洛基地“风电机组关键零部
件表面强化修复技术”成功入选。

根据名单，该项技术应用于工业领域的“零部件修
复再制造”场景，由清洛基地风电机组再制造研究所成
功研发。

通过探究变桨齿圈、偏航齿圈、偏航制动盘等风电
机组核心零部件产生磨损、塑形变形、轮齿折断等问题
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再制造材料及工艺，

“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表面强化修复技术”填补了国内
空白，成功延长风电机组核心零部件使用寿命，降低风
场运维成本，有力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电力产业及再
制造工程技术领域快速发展。相关成果目前已在东方
电气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投入应用。

作为先进制造的重要发展方向，增材制造俗称
“3D打印”，被誉为“能够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
之一”，在个性化定制、复杂结构部件制备等方面具有
显著优势。结合产业特色，当前我市已在柴油机缸体
制造、定制式义齿加工、电机机座加工等方面围绕增材
制造积极拓展应用场景，并取得一定成果。

“洛阳创新”入选全国首批
增材制造典型应用场景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通讯员 陶建华）8
日，记者从中国一拖获悉，通过深耕国际市场，该企业
近日成功交付多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订单，再次为

“洛阳制造”走向世界贡献“一拖力量”。
其中，该企业发往叙利亚的为76台中小马力拖拉

机，包括45至50马力拖拉机，以及客户首次试订购的
果园机、窄轮距SK系列30马力拖拉机。

出口阿塞拜疆的则为中国一拖首批新型号产
品——YTO-NME系列拖拉机。NME系列拖拉机选
用了加大格栅的新款前机罩，加大了空气流通量，有利
于提高发动机散热效果，新机罩的外观设计也更符合
欧美审美标准。该系列产品将接续此前出口的YTO-
ME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持续叫响“洛阳制造”品牌。

中国一拖成功出口坦桑尼亚虽然已有数年之久，
但此前销量较少，未产生规模效益。今年以来，一拖国
贸公司积极研究分析市场，选择竞争力强的产品持续
推广宣传，努力开发新渠道，于今年6月开发新客户并
签订样机合同。目前，首批样机已经生产完毕，并顺利
通过客户视频验收，预计近日装船发运。

今年以来，面对更为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一
拖通过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和产品组合，创新营销模式，
持续深耕俄语区、亚洲区等重点国际市场，加快拓展东
欧区、非洲区、美洲区等空白市场，不断提升国际市场
经营效能和影响力，上半年企业共实现拖拉机出口
2478台，同比增长44.7%。

中国一拖开拓
“一带一路”市场再结硕果

走进古村落

孟津区做好保护利用大文章孟津区做好保护利用大文章，，让传统村落让传统村落““活活””起来起来、、““美美””起来起来

质朴古村落质朴古村落 发展奏强音发展奏强音
炊烟袅袅、古树老宅、青砖黛瓦……在孟津区小浪

底镇刘庄村乔庄自然村，时间似乎走得格外慢，百余年
前农民生产生活的场景在此依旧可寻，让人忘了岁月
的更迭。

乔庄之美，美在自然纯朴。该村依山而建，现有清
代建筑宅院24座，房屋百余间。漫步其中，不时传来
机器轰鸣声。“区里申请了上级资金，正对村里传统民
居进行修缮，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更好呈现乔庄的韵
味。”村民乔传统说，乔庄之美还在延续。

孟津区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
造就了一个个美丽的传统村落。截至目前，该区已有
国家级传统村落5个、省级传统村落14个。这些传统
村落类型丰富，地域特色明显，不仅是黄河文化的有效
载体，更寄托着人们心灵深处浓浓的乡愁。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好传统村落
的保护、更新和发展，再现传统村落质朴之美？近年，
孟津区深入挖掘传统村落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坚持

“活态保护、以用促保”理念，推动全区传统村落保护利
用传承，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乡村美
丽宜居，留住看得见的乡愁。

眼下，孟津区不少传统村落都在积极加快保护修
缮和利用的步伐，开展“活态传承”和“活化利用”等工
作，让历史文化在保护中更好传承，让乡村景色更美
丽、文化更兴盛。

在小浪底镇庙护村，质朴自然的乡村景色吸引了
不少游客前来游览，寻找记忆中的老家。该村借助孟

津县人民民主政府旧址、千
年古柏、谢氏祠堂等老建筑、
古树等，实施了“一圈一点一
堂四馆”古村落改造项目，既
保护了传统村落，又打造了新
的景点，让游客一进村就重拾老
家记忆，唤起浓厚的乡愁。

走进送庄镇朱家寨村，文旅融
合为这个传统村落带来了新的生机和
活力。村内人居环境焕然一新，致富产业
纷至沓来，古村、古景在保护利用中得到传
承创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该村因“一沟”“一古寨”闻名，拥有一处典型的
豫西古民居建筑群。近年，该村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开
展美丽乡村建设，建起温室大棚、小棚500余座，发展
草莓、袖珍西瓜、猕猴桃、葡萄、车厘子等特色种植。游
客来到这里，不仅能感受到传统村落的文化韵味，还能
享受采摘的乐趣，感受乡村丰收的喜悦。

保护传统村落不仅是为了留住乡愁情思，更是为
了继承文化遗产、守护文化脉系。孟津区委主要负责
同志表示，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中，孟津将注重乡土味
道，保留乡村风貌，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思路，为每个村
庄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径，探索走出一条“活态传承”、合
理利用、彰显特色、串点成线、资源整合传统村落保护
发展之路，让传统村落在“活化”中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洛报融媒记者 孙小蕊/文 记者 鲁博/图

乔庄村一隅乔庄村一隅

乔庄村乔家祠堂

大阳河村内的贾公义学旧址

大阳河村俯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