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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 再提升
近年来，孟津区平乐镇始终坚持“党

建+”融合理念，持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以党建为引领，为乡村振兴提供

方向引领和强大保障，全力绘就乡村美、

产业旺、治理兴的新画卷。

党建聚合力 振兴展画卷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这
边是测量血压的，测血糖请到那边
排队……”近日，在平乐镇东吕庙村
党群服务中心，卫生院医务人员为
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免费健康
体检。体检现场，医务人员详细了
解大家的既往病史，对在体检过程
中出现异常情况的老人进行有针对
性的健康指导。

这是平乐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的一个生动缩影，亦是
全镇积极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
基层治理“软实力”的常态化工作。
群众需求在哪里，志愿服务就跟进
到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近年来，平乐镇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整合资源，凝聚党员群众力
量，从强化阵地设施、健全队伍体
系、丰富实践活动三方面入手，积极
探索以“支部推动、党员带动、党群
互动、群众行动”为主线的“党建+志
愿服务”文明创建新模式。今年以
来，开展各类活动120余场，受益群
众2.3万余人次。 殷潘丹宁 文/图

连日来，平乐镇刘坡村坚持
党建引领，做足“党支部+”文
章，把人居环境整治与党员教育
管理、村民议事等工作相结合，
有力有序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助
力乡村“颜值”再提升。

“我们村有些卫生死角还是
打扫得不够干净，影响了村容村
貌。”在刘坡村议事会上，一名老
党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此，
刘坡村逐组细化人居环境治理
办法，拓宽环境“脏乱差”问题的
反馈渠道，聚焦主干道
沿线垃圾、生活垃圾乱
堆乱放等环境整治难点
痛点，明确村级班子的
责任分工和维护人员的
责任区段。

“和美乡村是我家，

环境治理靠大家。”在“三会一
课”、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开展过程中，刘坡村党支部
通过“会上讲、微信转、喇叭喊”
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号召群众自觉树立环卫意识，激
发广大群众“收拾屋子、打扫院
子、整治村子”的热情，主动参与
到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中，逐步形
成干群齐动、全民参与的良好格
局，掀起环境卫生整治新热潮。

夏至时节，平乐镇新庄村林
盛农业黄精种苗繁育基地里一派
热火朝天景象，农户们干劲十
足。一行行黄精长势喜人，丰收
的希望悄然流淌在大家心头。

“我之前也种过中药材，由于
缺乏种植中药材的知识和技术，
不懂科学管理，选种的中药材品
类不适宜本地的生长环境，导致
收益不理想，我愁了好久。”新庄
村药材种植户赵建国说，“还好今
年村里面引进了黄精，让我重新
种上了中药材。黄精成活率高、
换苗速度快，村里还会提供技术
帮助，让我有信心增收。”今年以
来，新庄村将中药材产业作为推
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产业来
抓，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林盛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发展林

下经济中药材种植1000余亩，年
产值480万元，带动周边农户520
余户。

近年来，平乐镇发挥资源禀
赋优势，精准摸底适合在各村发
展的特色产业，以村党支部引领
的股份经济合作社为示范，通过

“党支部+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增
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造血”功
能，打牢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产业 促兴旺

文明 成风景

刘坡村和美乡村建设刘坡村和美乡村建设新庄村林盛农业黄精种苗繁育基地新庄村林盛农业黄精种苗繁育基地

干劲十足干劲十足

近年来，洛龙区翠云路街道认真贯
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把特色商业综合
体建设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积
极探索消费新路径、激发商业新活力。

规划引领
政府牵头抓总“掌好舵”

翠云路街道建立以党委统领、政府
主抓、业务部门专职负责的特色商业街
区建设管理机制，按照“统筹规划、合理
布局、构建体系、重点打造、错位发展”
原则，绘制产业路线图，实现资源高效
利用、区域优势互补。街道党工委协调
推进项目规划、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
工作，负责为项目、企业提供“一条龙”

“保姆式”的全程贴身服务，有力推动特
色商业街区建设发展。

转型升级
推动商圈驶入“快车道”

翠云路街道积极满足市民游客对

新消费体验的需求，将宝龙特色商业街
区作为开元湖东片区改造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全面提升商业氛围和经营品质
为目标，围绕景观提升、业态引导、运营
前置设计思路，形成“两轴、一心、一带、
多点”空间布局，打造时尚青年友好特
色商业步行街。创新合作模式，综合考
虑市场需求、竞争态势等，测算街区改

造投资回报率，优化招募运营商投资方
案，创新“政府投资＋商业运营”模式，
实现政府有社会效益、企业有经济效
益、消费者有体验效益。优化功能布
局，顺应“产融升级”新趋势，构建“步
道+景观+外摆十字街”格局，形成网红

“潮街区”；以打造“洛阳青年友好特色
商业街区”为主题，引进盲盒经济、剧本

杀、脱口秀等新业态，促进宝龙特色商
业街区再升级。

强力推进
牵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翠云路街道发力“首店经济”，依
托环开元湖商圈，重点围绕泉舜、正
大、宝龙三大商业综合体，深挖发展资
源，厚植发展优势，积极引进喜茶、
GAP 等国内外中高端品牌“首店”，激
发本地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带动效应，
助推商圈转型升级。点亮“夜经济”，
叫响“古都夜八点”夜间经济文化品
牌，筹划宝龙“美食美客”主题街区、正
大仲夏美学艺术嘉年华、正大青年友
好街区等网红打卡地建设；打造环开
元湖商圈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吸
引市民在开元湖、兴洛湖驻足，走进正
大文化交流中心、711 网红便利店等
特色文化集聚区，增强“夜经济”动能，
激发辖区商业活力。

王正清 李博 文/图

打造城市特色街区 激发商业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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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文化交流中心正大文化交流中心 环开元湖商圈环开元湖商圈

街头商圈大屏、出租车顶 LED 屏
滚动播放慈善公益广告，《洛阳日报》
等主流媒体连续刊发报道普及慈善知
识……河南省 2024“乡村振兴豫善同
行”活动启动在即，慈善氛围日益浓厚，
公益助农爱满洛城。

去年以来，我市各级慈善组织紧紧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慈善为民宗
旨，积极组织全市参与“乡村振兴河南
专场”、腾讯“99公益日”等多场网络募
捐活动，精准推进慈善募捐救助工作迈
上新台阶，河洛大地参与慈善助力乡村
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热潮不断涌动。

强化党建引领
点燃慈善“红色引擎”
近日，洛报融媒记者在汝阳县柏树

乡漫流村养老服务中心看到，30 多位
老人在“助老小灶”享用午餐。该村孤
寡老人、75 岁以上独居老人等就餐免
费，65岁以上老人每餐只收两三元。

在洛阳，类似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扶弱济困、养老服务等的慈善项目正不
断增加。“人人可慈善、处处可慈善、时
时可慈善”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普遍共
识和行动自觉。

去年，市委专题会和常委会会议专
题听取慈善募捐活动工作汇报，深入研
究重点工作部署。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在“乡村振兴河南专场”等大型网络
募捐活动启动日带头捐款，带动各级党
政干部和社会各界踊跃奉献爱心。

市慈善联合总会坚持党建引领，以
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健全完善规章
制度，优化基层慈善网络组织；依靠多
种募捐载体，拓宽募捐渠道；倾力打造
阳光慈善，每季度公开慈善信息，让慈
善之基越夯越实、慈善之力越聚越多。

2023年，我市参加“乡村振兴河南
专场”和腾讯“99公益日”活动，募集资
金8982万元，比上一年增长46%，在全
省排名上升 6 个位次。全年接收社会
捐赠款物价值1.44亿元，是2022年的

1.33 倍。嵩县、偃师、栾川筹款超过
1000 万元，7 个乡镇（街道）筹款超百
万元，孟津区朝阳镇姚凹社区成为我市
首个筹款超百万元村（社区）。

精准谋划项目
提升慈善帮扶质效

今年5月下旬，我市“小青柑”助学
发展项目启动。该项目利用选调生群
体长期驻村锻炼的优势，精准筛选农村
地区品学兼优和家庭困难学生群体，诚
邀社会方捐款捐物资助学生，构建常态
化精细化帮扶机制。

让爱心供给与慈善需求“无缝衔
接”，我市围绕产业发展、城市提质、乡
村振兴和社会救助等，聚焦助力乡村产
业发展和助老、助困、助医、助学、助残、
助孤、助救急解难等基层群众需求，成
立专业互助基金，精准谋划慈善项目、
精准识别救助对象、精准评估救助效

果，既纾解了群众“心头难”，又晒出了
慈善“明白账”。

“总额610多万元的市中心医院医
疗救助基金，来自315个爱心企业和个
人，3年来已救助457名患者……”市慈
善联合总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
5月底，得益于精准慈善项目的实施，我
市党政机关、企业、医院、学校在市慈善
联合总会建立互助基金43只，累计救助
困难群体7万余人次，增强了募捐的针
对性、积极性和善款使用的精准性。

注重示范引领
绘就和美乡村画卷

孟津区朝阳镇姚凹社区募集 103
万元善款，建设社区体育公园、助老食
堂，80 岁以上老人免费用餐，60 岁至
80 岁老人按年龄段补贴餐费，提升养
老服务水平。

汝阳县内埠镇大安村、罗洼村通过

设立慈善项目募集善款，重修了村道，
安装了新路灯，推进乡村美丽蝶变。

洛龙区开元路街道天元社区成立
了社区慈善互助基金，为辖区 86 位老
人购买并发放养老安全手环，探索助老
适老养老模式。

…………
去年7月，我市启动“幸福家园”村

社互助工程百村示范行动，首批选定
103个村（社区）作为全市“百村示范村
社”，通过先行先试、示范引领，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打造慈善精品品牌。截至
去年年底，全市参与该行动的示范村

（社区）达154个，共实施“幸福家园”村
社互助工程项目156个，筹集善款839
万元，实现了县区项目全覆盖。

发力六大领域
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6月26日至7月2日，省慈善联合
总会推出的2024“乡村振兴豫善同行”
网络募捐活动将举行。我市将以“互联
网+慈善”为驱动，积极发挥市慈善联
合总会引领作用，联合全市各级慈善组
织，聚焦和美乡村建设、扶弱济困、养老
服务、儿童关爱、急难救助、客家文化研
究等六大领域，动员社会力量，争取多
方资源，广泛开展募捐活动。

活动计划以“幸福家园”村社互助
工程新增500个村（社区）为重点，并广
泛动员对口帮扶村（社区）和社会力量
开展募捐，坚持依法依规，营造公开透
明环境，推动慈善事业向高质量发展稳
步迈进。

风好正是扬帆时，重任千钧再奋蹄。
我市将精心组织参与网络募捐活动，引
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
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充分发
挥慈善力量参与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
富裕的积极作用，为在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中重振洛阳辉煌贡献慈善力量。

洛报融媒记者 蒋颖颖 通讯员 段
卓奇

——写在2024“乡村振兴豫善同行”活动启动之际

慈善之光耀河洛 乡村振兴谱新篇

翠云路街道：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通讯员 金东浩 李磊）记者
从市工信局获悉，2024年度河南省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名单近
日公布，我市的中航光电、洛阳利尔、中实重机、一拖铸锻和中国
一拖5家企业成功入选。

作为全省实施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数
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可通过聚焦能源管理等典型场景，为生产流
程再造、跨行业耦合、跨区域协同、跨领域配给等提供数据支撑。

此次入选企业在数字化能碳管理、碳足迹、碳标准建设等方
面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在省内同行业中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具
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

其中，中航光电充分发挥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的全面能碳
管控、智能供配电、能碳协同监管等功能，实现经营全流程、全业
务领域能源和碳排放总量全面下降。今年前4个月企业能源消
耗总量同比下降9.69%，碳排放总量同比下降3.52%。

洛阳利尔在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建设中引入能耗在线监
测系统，实现了重点能耗设备联网与能耗数据的实时监控、统
计、对标、预警及能源在线调度分析。该系统实施后每年可节
约天然气350万立方米，节约用电3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6780吨。

中实重机在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建设上利用现有网络基础
设施，持续完善现场数据采集系统，打造了“实时监测、自动汇
总、灵活报表、动态分析”的企业能碳管理模式，可提供整套碳排
放管理方案，实现了数字化和绿色化深度融合。

一拖铸锻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不断查找企业存在的高耗
能节点，为企业天然气节能改造等项目实施提供了数据支
持。企业还同步建立碳排放基础数据库，实现节能与降碳一
体化监测。

中国一拖打造的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可依托能源监控系
统采集、记录、统计重点用能设备的运行状态信息，通过对热处
理、锻造炉窑、空压机等重点设备的监测和优化运行，进而完成
能源的优化调度和管理，实现了用能低碳化、管理数字化。

我市新增5家
省级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为市民讲解慈善捐款流程（资料图片）

孟 津 区
平 乐 镇

研发智能机器人
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近日，在位于西工区的洛阳千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内，工人正在调试加油机器人。

该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工业机器人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其研发的防爆机器人、喷涂机器人、加油机器人
等智能机器人产品，应用于自动化生产线、加油站等领域，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郜大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