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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总工会开展
2021年工会规范化建设示范点验收工作

本报讯 为推进工会规范化建设和阵
地建设，进一步发挥各类示范点的示范引
领作用,12月中旬，新郑市总工会领导班子
带队对申报新郑市级示范点的乡镇（街
道）、非公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村（社区）检
查验收。

考核组一行先后到薛店镇工会、梨河
镇郑州佳丽数码科技材料有限公司、观音
寺镇大董村等 17家基层工会，对照规范化
建设标准进行考核验收。采取实地察看工
会办公室、职工书屋、职工活动室等场地，听
取各基层工会工作开展情况，翻阅各单位创

建示范工会相关资料，发放会员评议表等形
式考核。考核组对部分单位工会规范化建
设情况给予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
行了指正，并就下一步继续抓好规范化示范
点建设，确保基层工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经评估，薛店镇工会等 4家机关事业
单位，和庄镇歹庄村等 7家村（社区）以及
梨河镇郑州佳丽数码科技材料有限公司等
5家非公企业，共计 15家基层工会通过新
郑市示范点验收。
记者 杨宜锦

梨河镇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强化组织保障，做到认识到位。成
立梨河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专班，
围绕清除村庄垃圾、整治农户庭院、改
善路域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等任务，按
照示范村、一般村类别，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健全机制，抓好工作部署、分
类指导、工作保障、责任落实。坚持排
问题、强协调、定节点，适时开展“回头
看”，聚焦问题抓落实，保持农村人居环
境工作的高压态势,形成干有目标、抓有
重点的良性机制。

强化载体宣传，做到引导到位。全
镇上下齐心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紧盯“村
美”“村净”的目标,顶格推进,持续发力,
全力冲刺,提升群众生活环境质量。在
运用悬挂横幅标语、发放宣传资料、走
访入户等传统宣传方式的同时,充分利
用微信等新媒体,多渠道、多形式加大宣
传引导力度,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增加助力、减少阻
力，激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
性、主动性，持续改善农村面貌。

强化部门联动，做到履职到位。整
合党员、巾帼志愿者、共青团、文化管理
员等各类群众组织，倡导文明生活新风
尚，推进“五美庭院”的选树和评比，以清
理街巷垃圾、整治杂物乱堆乱放为重点,
着力清理村内、村外的柴草堆、垃圾堆，
动员志愿者 550余人次，评出“五美庭
院”620户。进一步提升了志愿者爱护家

园,维护环境卫生的责任意识,以实际行
动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贡献志愿力量。

强化责任担当，做到落实到位。按
照统一部署，包村领导带队研判，党员干
部包村包户，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形成主要领导牵头抓总、各行政村因户
施策的联动工作体系，做到工作目标明、
工作思路清、工作措施实，全镇上下齐
心，以整治一处、清洁一处、靓丽一处的
标准，彻底清除卫生死角，形成了“支部
引领，群众参与，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

强化督查考核，做到奖惩到位。建
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机制，定期组
织开展观摩评比，每个月拿出 3万元对
环境整治工作成效显著的示范村和非示
范村进行奖励。每季度根据户籍人口4
元标准向各行政村拨付工作经费，安排
专人对村内人居环境整治进行维护。对
整治效果不明显，工作拖拉、被动的村，
采取通报批评、约谈村“两委”干部。通
过采取“周督查、月考核、季初评、半年
考、年总评”的方式，进一步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上台阶、提水平。

连日来，梨河镇召开农村人居环境
集中整治会议 8次，清运房前屋后杂物
垃圾 2600余立方主，整治荒宅荒园 78
处，拆除违建31处，拆除旱厕8个，出动
人数4200余人次，出动机械138辆，投入
各项资金60多万元，全镇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热潮高涨,镇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城关乡
85后创业者宋广夫妇的“莓”好人生

近日，在新郑市城关乡胡庄村
的匠心果蔬种植家庭农场，一排
排高标准的草莓、蔬菜大棚映入
记者的眼帘。走进大棚里，绿油
油的叶子下面挂满了红彤彤的草
莓，宋广夫妇带领几名村民正加
紧采收。

这个农场占地 110亩，有塑料
大棚 36个，主要种植有草莓、水果
西红柿、葡萄等，此外大力发展
草莓育苗。通过不断摸索和外
出取经，宋广夫妇及时调整种
植结构，运用新技术，引进新品
种——红颜草莓。在种植过程中
主要使用有机肥、菌肥、发酵大
豆等，生物抑菌新技术，生产的
水果绿色安全、高品质。谈及对
种植业的热爱，宋广向记者坦言：
“小时候就在农村长大，对土地充
满了感情，现在又能在家创业，不
仅种植出了大家喜欢吃的草莓，还
能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我觉得
很有意义。”

不管是同行请教，还是推广市
场，宋广夫妇都会站在顾客的角度

去思考，正是凭借“好人缘”，从而
赢得大家的好口碑。附近村民李海
栓从家庭农场成立之初就在这里务
工，这也让他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作为 85后，宋广夫妇紧跟时代
潮流，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相
结合的方式学习草莓种植技术。几
年时间，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草莓
种植基地，只为寻找合适在新郑种
植的品种。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宋广夫妇又通过线上的学习方式，
在网上报名草莓种植网课。正是因
为他们的这股钻劲儿，匠心果蔬种
植家庭农场在新郑草莓种植圈里出
了名。

宋广妻子苗晓敏表示：这些年，
种植草莓真的很辛苦，起早贪黑，晚
上还要照顾孩子，但是收入可观，家
里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从小在农村生活，宋广夫妇深
深眷恋着家乡，返乡创业做农业
后，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农民都能
富起来。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梦强 继周 文/图

本报讯 自新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梨河镇积
极行动，整合各种资源，强化举措，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奏响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最强音”。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郭培钰 文/图

本报讯 在新郑市城关乡胡庄村，有一家匠心果蔬种植家庭
农场,这家农场的老板是一对85后创业者。从2016年，他们放
弃了在郑州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搞起了农业种植，短短几年时
间，他们夫妇俩用一颗小小的草莓成就了一份甜蜜的事业，描绘
着属于他们的“莓”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