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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翠 通讯员 李贞）为持续推
动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有力
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增强农村
发展活力，有效推进乡村治理，
高水平打造沿黄生态走廊未来
乡村聚落，昨日上午，金水区召
开农村工作会议，下发了《金水
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方
案》，提出了农村工作的短期和
长期发展目标。

今年，金水区将启动垃圾
中转站建设工作，完成村庄雨
污管网建设工作，4座污水处
理厂投入运营；围绕中国农
产品地理标志“郑州黄河鲤
鱼”，打造占地 1000亩的黄河
鱼谷项目；依托水稻种植历史
优势及宝贵的黄河水资源，用
3至 5年时间，以大米特色餐
饮、水稻文化及黄河文化研学
科普、时尚田园艺术活动、亲
子观光游乐等内容满足家庭近
郊游需求。

到 2022年底，金水区基层
党建示范村达到 50%以上，“四
有四带”村党组织书记达到

60%以上，集体经营性收入 10
万元以下薄弱村全面清零，“马
渡梦想科创小镇”导入企业 50
家，开工建设黄河青少年研学
实践基地。

到 2023年底，培养一批年
经营性收入达 100万元以上的
强村、富村；各类农业龙头企业
达到25家以上，“马渡梦想科创
小镇”导入企业 100家，产业融
合发展初具雏形。建设完成黄
河文化沉浸式艺术馆、全国黄
河文化地方志博物馆、河南县
域地方志博物馆等文化场馆，
并投入运营。

到 2025年底，60%的村年
经营性收入达到 100 万元以
上，30%的村年经营性收入达
到 500万元以上；乡村人才振
兴取得重大突破，制度框架和
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三村联
动”产业格局基本形成，土地适
度规模经营面积达到 80%以
上，各类农业龙头企业达到 30
家以上；乡村文化振兴走在全
国前列，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
显提升。

建立网格民情研判
制度，利用网格例会、“街
道吹哨、部门报到”等形
式推动问题化解，形成
“群众呼叫、网格响应、上
下联动、协同推进”的流
程式推进过程。目前，街
道已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316条，吸收到街道下一
步工作中的超过 80%。

颐和美丽园、溪畔美域等
问题楼盘、吉祥小区“三
供一业”外供水改造等问
题的有效化解，进一步激
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越来越多的群众主
动发声，在“四同”网格群
为小区建设建言献策。

如今，小事不出网格
已成为街道工作常态。

在小小的“四同”网络中，
党组织一呼百应，特长人
才一展身手，群众有事众
人商议解决，良好的互动
氛围让服务直达群众心
坎上。街道将继续坚持
党建引领，以规范化、精
细化、人性化的管理，为
探索高质量社区治理新
路子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文/图） 3 月 29
日，伴随着澳门地区首台
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由
中铁装备、中铁隧道局、中
铁大桥局联合研制的国内
最小直径（3.36米）土压平
衡盾构机“中铁 1076号”
顺利始发，标志着澳门完
善新口岸区污水截流管设
计连建造承包工程进入快
速施工阶段，开启了澳门
隧道盾构法施工时代。

据介绍，澳门此项工
程盾构段约 2.3千米，隧
道内径 2.8米，主要穿越
淤泥和填海地层。为减
少对隧道沿线各类建筑
设施的影响和减小施工
噪声，降低天气等条件对
施工进度的约束，施工首

次引进了在内地早已成
熟的盾构法。针对线路
中多个R50米转弯、澳门
特殊地质、沉降要求高
（赛车道下方）等工程难
题，中铁装备研发团队为
“中铁 1076号”配备多项
创新设计，大大提升了设
备的适应性和可靠性，为

项目优质、高效施工奠定
了坚实基础。

工程建成后将提升
新口岸区污水排放系统
能力，从而彻底有效解决
长期困扰澳门半岛市民
外港码头处因污水输送
能力不足造成的污水溢
流污染海水的问题。

中铁装备助力澳门民生工程建设
开启了澳门隧道盾构法施工时代

金水区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村集体营收年底都将超10万元

上街区中心路街道：

“四同”网汇聚微能量 精准服务直达“神经末梢”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谢鹏飞 通讯员 吴航 牛可玉 吴妍

文/图）今年，上街区中心路街道以完善同心、同防、同治、同享“四同”
网络为抓手，紧扣“多元参与、融合联动、共治共享”的工作思路，汇聚网
格微能量，让便民服务更精准、更高效，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中心路街道在疫情防控三
人小组基础上，融入党员联户及
街道重点工作，搭建“三级网格
长—楼院长—楼栋长—门栋长”
的“四同”网格化治理架构。在
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51个三
级网格全部成立临时党支部，通
过双向选择，将口碑好、声望高、

认真负责的群众选为楼院长、楼
栋长、门栋长，组建以临时党支
部为核心，“三长”各司其职、相
互配合的楼院管理体系。同时，
以网格作为最小的作战单元，将
疫情防控、平安建设、安全生产
等工作统筹到网格内，实现信息
共享、多网合一。

同心筑防线，党建引领架好连心网

社区人员关爱老人服务送上门社区人员关爱老人服务送上门

组织整合物业、特长
人才、热心人士等人员充
实服务力量，建立 49支
服务队伍。线下“网格党
支部+网格理事团”引领
带动，线上“1+N”网格交

流群协同推进，24小时、
365天无缝衔接，定期发
布社区动态、收集民意，
实时掌握居民诉求，定期
开展应急知识讲座、消防
演练、文娱活动等。

小小微信群成为居
民的“网络家园”，网格管
理员成了网格里的“百事
通”，在解决家长里短和
小事琐事中，实现人人都
是受益者。

同防护家园，整合资源释放活力值

运用系统性思维，联
合职能单位沉入网格一
线，建立“网格清单”，细
化网格内各成员职责，以
协同治理提升公共服务
效率和质量。一旦接到

工作任务，通过街道“点
单”、社区“派单”、网格
“接单”的方式，引导网格
工作队伍开展管理和服
务活动，各环节分工清
晰、运转有序，避免了管

理和服务出现“空白地
带”。为落细疫情防控职
责，广大党员纷纷以“请
战书”认领任务，形成“网
中有格、格中定人、人负
其责”的管理格局。

同治无盲区，网格清单压实责任田

同享惠心田，分级推进网尽大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