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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口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张建波
告诉记者，东风村和西头村菊花产业前期利
用的只是一小部分闲置土地资源。目前在
南山，西河、底沟、山川等村还有一部分土地
被撂荒，菊花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形成规模
后，为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奠定了基础。下
一步，将因地制宜，依托“导师帮带制”，充分
利用好土地资源，打破北山口镇原有产业单
一，没有农特产品的僵局。继续通过支部+
支部、企业+支部等多种形式在南山大力发
展菊花产业，在水地河等村大力提倡芝麻、
花生、油葵等油料作物的种植。

该镇党委书记张赛军在近日召开的
“导师帮带制”暨基层党建质量提升三年
行动计划工作会议上要求，针对村与村发
展不平衡的实际，要把握“导师帮带制”工
作试点的有利契机，充分发挥导师所在村
的示范效应，带动周边村集约发展，形成
连片效应。通过导师的辐射带动，使好经
验、好做法得到推广、复制，推动北山口镇
乡村振兴水平整体提升。

本报讯 5月 16日下午，在收听收看
郑州市“7·20”特大暴雨整改工作专项督
导动员会后，巩义市委书记袁聚平立即主
持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巩义市相关工
作。市领导王超、景秀香、李猛、王跃举、
翟旗、胡晓林、梁江涛等出席会议。

袁聚平指出，按照中央和河南省委、郑
州市委要求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高度重视、提高站位，认清形势、汲取教训，

全面查找当前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投入更
多时间、更多精力，进一步梳理短板弱项，切
实抓好问题整改。

袁聚平强调，要从严从实抓好各方面
整改。高质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推
进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在确保工程质量的
同时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早日交付使用;抓
好水毁水利工程修复和流域治理，消除防
汛隐患，确保安全度汛;加快交通设施、文物

等工程修复进度，确保如期完工。加强隐
患排查整治。全面加强地质灾害、居民自
建房、道路等方面的隐患排查，及时发现问
题，第一时间整改到位，有效防范次生灾
害。要进一步制定完善各类预案。结合巩
义实际，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制定完善各
类预案，进一步增强预案的可操作性和科
学性;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研究预案内容，
逐字逐句研读，做到烂熟于心、了然于胸。

要组织好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有序做
好相关问题整改和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袁聚平要求，要围绕“7·20”问题整改
开好民主生活会。进一步反思问题、补齐
短板，着力推动能力提升、作风转变、责任
落实，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记者 李晓霞
通讯员 韩晓红 王柳

本报讯 5月 17日下午，河南省“场所
码”全覆盖推广视频会召开。巩义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李猛及各镇(街道)、局委负
责人在巩义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安排部署“场所码”推广工作。场

所码是一种实现到访人员登记并关联、检验
到访人员健康状态的一种健康码延伸类
型。河南省健康码运营部门为所需场所生
成专用的二维码，标识该场所的位置、名称
等信息。群众扫码后，系统自动记录该场所

人员信息，并提示来访人员健康码的状态。
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深入

认识“场所码”扫码的重要性，认真部署安排，
扎实有效推进;要严格落实“场所码”扫码要
求，做到从自愿扫码到“应设尽设应扫尽扫”

的转变;要充分动员基层和行业的力量，将“场
所码”的监管纳入单位正常生产检查的范围，
切实做到所有场所逢进必扫、逢扫必验、不漏
一人、漏人必究，加快实现“场所码”全覆盖。
记者 李晓霞 通讯员 王柳

梳理短板弱项 抓好问题整改

巩义市：消除防汛隐患 确保安全度汛

巩义市收听收看河南省“场所码”全覆盖推广视频会

北山口镇开启“导师帮带制”
乡村振兴正当时

近日，在北山口镇南山的菊花
种植基地，记者看到了一派热火朝
天的劳动场面。犁耙、灌溉、栽菊
补苗、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等正在
进行。西头村党支部书记吴志伟
和东风村党总支书记王新峰行走
在田间地头，察看菊苗长势，现场
指导工作，对产业发展充满信
心。2022年，西头村与东风村联
合搭建基层党组织交流平台，不
断加强党的建设，拓宽产业发展
之路。目前，已在南山重拾撂荒
地，共同栽种菊花近百亩，乡村振
兴这幕“好剧”，已缓缓拉开序幕。
记者 李晓霞
巩义时报 吴瑞霞 文/图

强产业提动能
跑出强村富民“加速度”

北山口镇菊花产业的兴起源于西
头村。据吴志伟介绍，该村由于基础
条件差，长期面临“小村无特色、项目
发展无支撑”的僵局。2021年，该村组
织党员干部多次到附近村镇和温县、
登封等地学习，从温县引进了千层怀
山菊种植项目，4月份，高标准打造了
菊花种植实验基地和晾晒场地。为了
节约管理成本，并积累管理经验，村
“两委”干部、村民组长全员参与菊花
种植，当年9月，菊花喜获丰收。

有了技术做支撑，再加上基础设
施的逐步完善，西头村干群种植菊花
的热情高涨。该村于今年 2月 12日，
与武陟县大虹桥乡西阳照村经济合作
社正式签订了怀山菊收购协议。4月
初，通过集体翻耕和鼓励群众复垦复
种等方式，在南山共规整农田近 50
亩，五一期间，全部栽上了菊花。

东风村与西头村是邻村，且在南山
都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资源。了解到东风
村有种植菊花的意向后，在吴志伟的主
持下，西头村召开“两委”干部会议，制定
具体的帮带措施，决定从解决东风村的
实际困难入手，免费为其提供菊花苗，还
从机械、技术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帮助。
“吴书记和村干部还多次就栽种菊花的
行距、间距和注意事项等打电话或现场

指导，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支部联建
好处多。”王新峰说。

“有土地、有技术、有菊苗、有水源、
有销路，下一步，将继续和周边村的党组
织有效衔接，继续探索‘支部+支部’联建
共建新路径，通过现场教学等方式，分步
骤、有重点地传经验、授技能，把菊花产
业做大做强，蹚出一条致富路。”吴志伟
信心满满。

菊苗栽下，管理是关键。西头村把
几十亩菊田分给了各组栽种、管理，村干
部不定时到现场抽查、督促，保证成活
率。记者在该村的农田里看到，菊苗已
过了缓苗期，正在茁壮成长，放眼望去，
一片生机盎然。吴志伟并不满足，要求
各组长要勤来、勤看，缺苗补苗、缺水补
水，管好责任田，在实干中积累经验。

东风村由于起步较晚，犁耙后的农
田，还有一小部分未栽上菊苗。王新峰

有点惋惜：“晚了一步，错过了最佳栽种
期，随着气温的升高，菊苗的成活率相应
降低，但西头村给我们留的菊苗数量很
足，正在加大人工投入，栽苗、补苗同步
推进，有了西头村无条件的帮助，我们有
信心把菊花种好。”与西头村利用深井水
灌溉不同，东风村的栽菊季，正好赶上该
市的后寺河水库防汛泄洪。该村的菊田
紧邻南大渠，使菊花地的区位优势更加
明显。

支部联建聚合力，激活产业发展“动力源”

1+1>2，绘就产业发展“新画卷”

深耕细作“导师帮带制”
写好乡村振兴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