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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生活 共建美丽家园

洛阳·综合

今年以来，汝阳县在“五星”支部创建工作中，锚定“三星”
支部成片、“四星”支部成批、“五星”支部全省领先的目标，落
实落细洛阳市委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和县委“13361”工
作思路，立足实际，创新探索，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成效明显
的“五星”支部创建之路。

三级联创盯问题。自去年5月省委对“五星”支部创建工
作进行部署后，汝阳县立即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长，县委副书
记、县委常委为副组长的“五星”支部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办公室主任，并设立7个
创星领导小组和1个监督小组。

在“五星”支部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调度下，
该县各级紧盯问题，压实责任。各乡镇每周召开党委会议，以
村为单位建立问题整改台账，针对问题由乡镇包村领导干部
牵头组织乡村两级逐个整改销号，以问题整改推动任务落
实。县级层面各创星领导小组每月召开1次联席会议，对乡
村两级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行协调解决。村级层面建立党员联
户、干部包片、支部会商机制，每季度对照考评标准进行自评，
查漏补缺。目前，全县已经集中开展村级自评5次，整改自身
问题1957个，召开联席会议8次、举行“擂台赛”1次，县级层
面兜底解决人居环境、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问题 137
个，有力推动了各村“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创新举措提效能。“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汝阳县
创新提出“三个一批”发展思路，即培育一批优秀党员、一批农
村经济合作组织负责人和一批后备干部，为建设过硬基层支
部增添强劲动力。目前，该县已筛选70名优秀人才入库，他
们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在“支部过硬星”创建中熠熠生辉。

该县还提出了乡里中心建设“3433”工作法，即坚持“民
有所需我有所为、服务为主突出实效、盘活资源因需设置”三
原则，聚焦“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时效、村卫生室公共卫生服务
功能、技能培训中心培训实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实效”
四提升，做到“养老、托幼、电商”三保障，统筹“互助养老、游客
服务、农特产品”三运营，打造了一批群众愿去、想去、乐去的
乡里中心，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为“文明幸福星”创建注
入了不竭动力。

调动群众增活力。汝阳县的“助老小灶”和“童伴妈妈”对
于各村“文明幸福星”创建意义非凡。今年以来，县委组织部
牵头在全县范围内招募 1100 余名志愿者，充实到 220 个村

“助老小灶”“童伴妈妈”岗位上。这些志愿者不拿工资，甘心
奉献，用心守护“一老一小”幸福快乐，在“文明幸福星”创建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星”支部每颗星的创建都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和支持。
该县先后出台《关于在全县广泛动员群众开展“五星”村创建
活动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引导广大群众献智献力、助力创
建。在产业发展一线，广大返乡创业青年活跃在农村沃土上；
在基层治理中，“三自”组织依托乡里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生态宜居村庄建设中，能工巧匠们积极参与……大家的共
同努力汇聚成强大合力，给全县“五星”支部创建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力。 （李玮琦 王跃飞）

创新探索 多措并举
推动“五星”支部创建

8 月 4 日，在汝阳县刘店镇沙坪村
水果红薯种植基地，村民忙着对刚刚收
获的新鲜红薯进行分拣，装箱销往外
地。机器的轰鸣声、劳动者的欢笑声、
电商直播的叫卖声汇成一首动听的丰
收乐章，汝阳县水果红薯全面迎来成
熟季。

这是汝阳县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为
乡村振兴赋能提质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汝阳县委、县政府立足资源优势，充
分挖掘农业多元价值，做大做强特色产
业，拓展农业产业链，推动乡村特色产
业高质量发展，成功创建了“国家级出
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全国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全国食用
菌标准化示范县”“全国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先导区”“省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

科技服务赋能奶牛产业发展
如何让科技更好赋能奶牛产业发

展，实现科技与奶牛产业的双向奔赴？
就在7月27日，国家第一批产业顾问组
到汝阳县对接科技服务，助力该县奶牛
产业发展。

据了解，国家产业顾问组由国家乡
村振兴局、中国科协组建，以“一县一
组”的方式，与脱贫县建立对接关系，开
展科技服务，支持脱贫县产业发展。

国家产业顾问组专家到汝阳县重
点奶牛养殖企业实地调研，与产业负责
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的发展
现状、存在问题、发展规划等，并就奶牛
的养殖、饲料供给、生产经营方式等提
出指导意见。

国家产业顾问组表示，将在指导汝
阳奶牛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帮助培养本土人
才、促进科技生活转化等方面下功夫、
求成效，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全县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提供技术支持，提升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

此外，为打造汝阳奶业品牌，该县

成立以县长为组长的全县奶牛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持续完善金融保险、饲草、
农机、人才培养、基础设施等服务体系，
积极推广家庭牧场、村集体合作社入
股、经营主体租赁经营、平台公司自营
4种经营模式。引进国家龙头企业伊利
集团优然牧业落户，为县域社会化牧场
提供牛源、技术、管理、饲养、培训、奶源
收购等保姆式服务，解除奶牛养殖经营
主体的后顾之忧。

目前，全县奶牛饲养量达到 4.3 万
头，现有大型奶牛场 3 个，在建大型奶
牛场3个，中小型奶牛场有102个。该
县已入选全省养牛大县培育县。

品牌强农助力特优产业升级
今年4月，花开洛阳 汝此香甜——

“汝阳水果红薯”“汝阳花菇”战略品牌
发布会暨汝阳现代农业全球招商推介
会在洛阳举行。“汝阳水果红薯”薯小
龙、“汝阳花菇”菇小凤两大区域公用战
略品牌发布，备受瞩目，人民网、新华
网、新浪网、搜狐网、凤凰网、农民日报

等许多媒体发布新闻报道。
在发布会上，该县与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共建
“中国水果红薯之都”。该县推出的“汝
阳水果红薯”薯小龙、“汝阳花菇”菇小
凤，不仅是一个品牌符号，更是该县基
于自身生态禀赋，为红薯和花菇产业高
质量发展作出的战略选择。

为进一步拓展品牌领域，打造叫得
响的省级、国家级区域公用品牌，汝阳
县积极组织参与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全国有机食品博览会、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产销对接活动等农产品品牌培育
推介活动，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成
功举办红薯擂台赛13届、红薯文化节5
届，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会，并创建京
东网汝阳农产品销售信息平台，不断提
升农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

如今，汝阳红薯种植面积16万亩，
年总产 3.2 亿公斤，产值 5 亿元以上。
该县现有红薯专业组织 55 个，红薯品
牌26个，形成了育苗、种植、储销、加工
一条龙的产业体系。汝阳香菇培育经

营主体175家（省级龙头企业1家、市级
5家），参与人员5万余人，种植规模稳定
在1.5亿袋左右，年产值12.8亿元，是该
县南部地区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

“一村一品”加快乡村产业培育
今年3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第十二

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其中汝阳
县付店镇（香菇）榜上有名。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建设，旨在引
导乡村瞄准高质量发展方向，以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因地制宜深度
发掘乡村功能价值，着力延伸特色产业
链条，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实现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

为此，汝阳县坚持以富民为导向，
全力打造产业平台，抓好“一村一品”、
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集群
培育，创建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2个、省级2个，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省
级3家、市级39家，国家级农民合作社2
家、省级7家、市级50家，持续建好汝阳
伏牛山香菇特色产业集群。

另外，从香菇到红薯，从花生到艾
草，从杜仲到果蔬……这些特色农产品
让汝阳农民鼓了“口袋”，也让乡村振兴
的美好生活得以实现。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目
前，该县已拥有汝阳红薯、汝阳香菇、汝
阳甪里艾、汝阳杜仲、汝阳花生 5 个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入选国家名特优新
农产品目录 7 个，绿色食品总数达 65
个，省级知名农产品品牌 12 个，“三品
一标”农产品数量居全省前列；形成各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805家，其中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37家（国家级1家，省级2
家、市级3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525家

（市级以上50家），家庭农场27家（市级
以上13家），股份经济合作社216家。

虽比高飞雁，犹未及青云。该县将
继续着力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吴会菊 贺玉玉 文/图

汝阳县打好“科技、品牌、特色”三张牌，写好乡村产业发展“新答卷”

乡村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提质

近日，在位于洛龙区的一个工程项
目现场，头戴安全帽的刘琳淼正和同事
一起手持检测仪器对建筑结构主体强度
进行检测。

32 岁的刘琳淼老家在河南南阳，大
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她对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这个行业发展前景十分看好，2016
年技术入股位于洛阳理工学院国家大学
科技园的河南梦森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

司，开启了她在洛阳的创业之旅。
经过几年发展，刘琳淼所在的公司在

洛阳理工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扶持和
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拥有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30余
项，年轻技术骨干由 15 人发展为 40 余
人。最令她引以为傲的是，他们参与了洛
阳城市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工程项目的
质量检测工作。“能为洛阳的发展建设‘添

砖加瓦’，我感到很自豪！”刘琳淼说。
“洛阳不仅历史文化厚重，还是一座

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城市。”刘琳淼说，洛
阳近几年快速发展，自己既是参与者也
是见证者。在洛阳7年，她已深深爱上这
里，希望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邂逅”一份
真挚美好的爱情，在洛阳立业安家。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叶
帅 文/图

刘琳淼：聚焦工程服务
为洛阳建设添砖加瓦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胡

惠娟）我市首个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培训基地日前
挂牌成立。

该基地位于孟津区送庄镇中再生垃圾分类
产业园区，是集静态展览区、体验实践区、培训教
育区于一体的综合性宣教基地，将向全市党政机
关、大中小学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群团组织及
广大群众免费开放。

静态展览区主要采取“数据+实物”的形式，
系统介绍了国家关于垃圾分类的重大决策部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及垃圾分
类的概念和收运处流程等内容。体验实践区主
要为参观人员提供动手实践服务，让参观者可以
近距离感受垃圾变废为宝的过程。培训教育区

设有视频播放厅、分类小讲堂，并通过“我是垃圾
分类指导员”、有奖趣味问答等方式，让参观者将
所学知识入脑入心，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于蕾
介绍，根据有关要求，我市今年垃圾分类覆盖小
区要达到 1312 个，截至 7 月底已达 1129 个，覆
盖率达86%，基本形成前端投放、中端收集运输、
末端处理的垃圾分类工作体系。

我市首个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培训基地挂牌成立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岚 通讯员 范
新新 李鹏飞）近日，记者从洛龙区市场监管局
获悉，洛龙区政和路美食街等16条食品街获评

“食品安全6S管理示范街”，洛龙区也成为全市
首个全面开展示范街建设工作的行政区。

当日，洛龙区还公布洛龙区煜丰餐厅等
46家餐饮店为“食品安全6S管理示范店”，洛
阳市洛龙区翟记烫面角等288家餐饮店为“食
品安全6S管理达标店”，洛阳宴新水席餐饮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等9家餐饮店为“食品安全红
旗店”，并为其授牌。

据悉，食品安全示范店、达标店、红旗店评
选实行动态管理，坚持“能上能下”原则，如果商

家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将取消相应资格：各监管
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达不到6S管理标准的；发
生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违反食品安全
相关法律法规，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的。

洛龙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6S
管理模式”是以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和
安全为主要内容的标准化管理体系。开展食
品安全6S管理示范街、示范店创建活动，是该
局创新监管方式的积极探索，改变以往以反向
处罚为主的传统监管方式，转而以正向激励引
导餐饮单位主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充分
发挥示范店、红旗店的引领辐射作用，进而带
动辖区餐饮行业管理水平总体提升。

扫码查看垃圾
分类的方法

洛龙区16条食品街获评“食品安全6S管理示范街”

这16条示范街分别是

●龙祥商业街示范街
●宝龙商场三楼美食美客示范街
●菏泽寺街烧烤一条街示范街
●龙门古街示范街
●富弼北街示范街
●景华市场示范街
●政和路美食街示范街
●二郎庙步行街示范街
●丰华小区商业街示范街

●凤翔街示范街
●钱江路蓝光钰泷府段示范街
●伊洛路翰林苑小区段示范街
●伊洛路绿都塞纳春天段示范街
●泉舜购物中心餐饮示范街
●洛神苑社区示范街
●龙门大道安乐段示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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