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好”的基础上
力求发展得更“快”一些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拆违一直是让
基层干部最头疼的一件事。山川村因
地制宜，抢抓村庄发展新机遇，在环境
整治、美丽庭院及乡风文明建设方面，
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对历史遗留问题，
因户施策，上门做思想工作，说服一人
而带动大家，使村民自觉加入了违章建
筑零费用拆除，截至目前已拆除违章建
筑480余平方米，并进行了绿化。

为方便群众出行，在镇党委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建山庙口文化广场，工程
投资 8万余元，推平土石方 4000余立
方米；修改村主干道路线，垒砌石方100
余立方米，挖填土石方 1350立方米；投
资 240万元，对村从 S235—山川村 2.2
公里的道路进行了扩宽、改造、硬化，协
调土地 6.2亩，目前该工程已完成。高
标准建造、容纳6个班180名孩子、投资
520万元的幼儿园建设项目已进入尾
声，年底前将正式投入使用。

北山口镇山川村

昔日穷乡僻壤“蝶变”美丽乡村

金秋时节，记者沿巩义市北山
口镇山川村的宽阔马路向前，可见
两侧新种了景观树和各种花卉。
一座座崭新的农家小楼拔地而起，
那些散落在沟岭的各种形态的民
居，都披上了新外衣，红瓦、绿树、
小游园使乡村颜值倍增。还有老
宅旧屋，在岁月的洗礼中变成了山
川村独居特色的乡村美景。该村
依托美丽乡村建设政策红利，正在
一步步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夯实
发展根基，组织功能不断提升，环
境治理持续优化，乡风民风更加文
明，迎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
业发展、民生工程改善的“美好时
光”，逐步发展成了北山口镇美丽
乡村建设的“核心区”。
记者 李晓霞 文/图

找准工作的重点环节
打通“主动脉”

山川村位于巩义市东南部青龙山与
凤凰山之间，区域面积 7.2平方公里，全村
有三个自然村，辖 14个村民组，共有人口
4856人。先后获得了“郑州市林业生态
村”和“巩义市镇、村卫生单位”和“郑州市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
部。一直以来，山川村紧紧围绕巩义市
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摘星夺旗
创三宜”活动的决策部署及创建“郑州市
美丽乡村示范村”的发展计划，以党建为
统领，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
发展的工作思路，牢固树立党建工作责任
感、使命感，以求真务实、勇于创新、敢于
担当的工作态度谋划开展村党建工作，打
造了一支团结、务实、高效、清廉、真抓实
干的干部队伍，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
定了基础。

“两山夹一川，说的就是山川，俺村是
名副其实的山沟沟。以前是面朝黄土背
朝天，走的是乡间小道泥水路，坑坑洼洼，
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腿泥，生活垃圾随处
乱扔，现在你们再看，路宽了，环境好了，
年轻人都去创业或上班了。农民的生活
是越来越好了，城里人都来俺山沟里休
闲。”提起村庄的变化，村民们喜滋滋的。

记者也看到，村民们不用出村，就能
买到所需的日常用品。“五横七纵”的道路
格局正在形成。2组的赵大姐说：“村里变
化是真大，拆违补绿使环境好了，旱厕变
成水冲式，再加上垃圾分类，使村庄更洁
净了。破旧的老砖厂摇身一变成了高规
格的幼儿园。燃气就要入户了，就连废弃
的老院旧屋都能变成网红打卡地，俺比城
里人的日子都自在，咋会不满意？”

畅通“小通道”
构筑“大平台”

“吃水问题不解决，哪有心情参与美丽
乡村建设？现在装上了智能化水表，用多少
买多少，再不用因停水、因分摊水费而闹矛
盾了。水路通了，心情顺了，干群关系更融
洽了。”提起吃水问题，3组村民的幸福感就
洋溢在脸上。

该组有 127户 524口人，吃水问题一直
是老大难，家里的水管成了摆设，村民心里
不舒坦，干部也不能安生。原来，因管道老
化造成了东边不漏西边漏，断水停水现象普
遍，维修频繁，再加上其他因素，吃水这件看
似平常的小事，日积月累，变成了影响村民
正常生活的一件大事，大家怨言很多。

不过，从 4月份开始，他们就不再为吃
水问题发愁了。水费从原先的3.5元一吨甚
至更高，变成了现在的2.5元一吨，每家每户
还月月有补助。转变的原因，是因为农村饮
水工程智能化管控。

3组组长赵伟杰深有感触：“以前的管
网是塑料白管子，铁接头，连通处用的是粘
和缠，时间一长，开始漏水，主管漏了，得关
了阀门修，漏的那部分水费从哪出？为分
摊水费这事没少吵，我也没少生闲气，有时
候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把水费垫
了。现在好了，水和电一样归入智能化管
控了。”

据了解，这次饮水工程智能化管控项目
是和巩义市的自来水公司联系达成共识的
有效实践，通过开组员会，统一意见，统一施
工方案，统一行动，将以前的老管网全部废
除，统一换上了高质量的PC黑色管道，共计
4000余米，材料由组里统一购买。

真正让群众吃到放心水、交明白费的
做法为农村饮水工程智能化管控的普及提
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该村党总支书记
赵超表示，饮水工程智能化管控将在全村
普及。

如今，山川人正遵循“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规划，以更新的高度、更大
的力度、更快的速度、更热的温度，重新审视山
川村，深化“生态山川、旅游山川、文化山川、文
明山川、富裕山川”发展思路，把政策机遇转化
为乡村巨大发展空间，“赛道”上拼实绩，在敢
闯敢试的“舞台”上展担当，驰而不息，久久为
功，一个崭新的美丽乡村呼之欲出。

找准工作的薄弱环节 畅通“微循环”
收官之年遇疫情，使得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该村注重
关注困难群体，每月都要对 14户贫困
户进行走访，了解他们生活、经济收
入等方面的情况，聚焦不愁吃、不愁
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等，健全帮扶措施，严防脱贫后的返
贫，一户一人都不能落下。还经常组
织党员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对贫困
户屋里屋外“脏乱差”等问题进行专项

整治。以“钉钉子”的精神、“绣花”的
功夫多措并举，分类施策，解决好贫困
劳动力就业增收问题，把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落实。

了解到 3组村民赵长通的实际情
况后，村党总支积极作为，制定帮扶计
划，用“真心+爱心”为贫困户撑起了一
把保护伞。现在的赵长通每天都是乐
呵呵的，和一家耐火材料公司签订了劳
务合同，每月都有固定收入。

在“稳”的基础上 力求“进”步更大一些
为争取“郑州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项目，山川村抢抓机遇，打了一场轰轰
烈烈的“翻身仗”。一边到先进村“取经
问道”，一边发动老党员、老干部等基层
细胞提前介入，宣传造势,达成共识。
该村邀请专业设计单位按照宜业、宜
居、宜游的发展思路为村庄进行高起
点、高标准的设计。

在下窑，老窑旧宅正焕发出勃勃生
机，曾经因为落后偏僻而保存下来的老
宅旧屋、废弃庭院，摇身一变，将变成
“金窝银窝”，一院一品一特色改造工程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该村正在依
托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保持原来老
村风貌不变的基础上，做着提升村庄品
位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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