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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新村镇时垌村
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发展特色产
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丰
富乡村旅游发展内涵，推动绿色发
展转型。

走进新村镇时垌村，干净整洁的
村居环境与周边现代农业的景观交
相辉映，俨然一派小康生活的新画
卷。位于村庄东侧的垌林溪谷项目，
工人们正在有序施工。

据时垌村党支部书记时建国介
绍，垌林溪谷项目一期占地面积约
150亩，村里通过社会资本注入，在
激活农村土地资源、改善人居环境
的同时，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作为
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重点项目，一

方面与已落成的葡萄园、羊肚菌园、
芦笋园、观赏鱼园等形成联动优势，
一方面进行差异化营造，与已落成
项目形成差异互补，突出优势，并带
动村民就业，提高村民生活水平。

“这个项目是我们村里打造的一
个研学游项目，一期已基本完工，同
时我们还整治了沿河环境，二期我们
打算结合现有产业，打造一条沿河的
农文旅项目景观带。”时建国说。

一直以来，时垌村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着力推进招商引资，热
情为企业服务，也让越来越多的企
业落户时垌村，卓卓葡萄公园、鸿日
观赏鱼养殖基地、白居易芦笋种植
园等相继入驻，为村里引入社会资

本“活水”，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
村民致富。与此同时，村“两委”为
企业“牵线搭桥”，加强企业之间的
合作，把企业、村集体、群众的利益
有机结合，开创了企业做大、集体增
收、群众致富的“三赢”局面。

此外，时垌村采取“村集体经
济+创新型农业公司”联合经营的发
展模式，打造“种菜、品果、赏花、观
鱼、游玩”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休闲
旅游田园社区乡村田园综合体，通
过旅游助力农业发展，促进“农文
旅”融合发展，不仅鼓起了农民的钱
袋子，满足了群众物质生活需求，也
在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近年来，新郑
市以建设现代化全国一流
中等城市为统揽，对标国内
先进和前沿标准，夯实顶层
设计，深入推进“十大战略”
行动，实施“九项工程”，把
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城
市吸引力和竞争力不断增
强，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
位列县（市）第一。

在新郑市政务服务大
厅，“2111”审批事项全部进
驻，梳理推行涉企、便民跨
部门联办“一件事”91项，
实现企业开办“零跑腿、零
费用、半日办结”。

“我是昨天下午 5点多
在手机上提交的企业开办
申请，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就
通知我可以出营业执照了，
还通知我说企业公章也在
同步办理中，效率真是太高
了，比我们自己考虑得还周
全，真是太方便了！”河南通
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

新郑市创新推出“免跑
腿信封”，申请人办理相关
事项未带材料时，做出书面

承诺后实行容缺受理，补正
材料后将材料寄回，补交材
料不用另外跑一趟，寄送材
料和收取证照费用均免，降
低群众办事成本。

“如果企业群众办理业
务缺少材料了，我们会给他
们发放一个‘免跑腿信封’，
回去后把材料直接寄过来
就行，不收取任何费用。”新
郑市政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企业帮办服务专区工作人
员介绍。

2022年初，新郑市政
务服务中心设置“全省通
办”窗口，为企业提供“标准
统一、异地受理、远程办
理、协同联动”的“全省通
办”政务服务。将问题反
映、政策咨询、帮办代办功
能整合优化，打造升级版
企业服务区，为企业服务
“加码加量”，全面提升企
业服务质效，努力以“再优
一些”的服务，换来企业办
事“更多一些”的便捷度、满
意度。2022年，共为各类
民营企业帮代办 140件，提
前办结率达100%。
记者 杨宜锦

接待游客32万余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910万元

新郑文化和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创业担保贷款助企纾困见实效
本报讯 2022年，新郑

市出台了稳经济助企纾困
政策三十条，对市场主体进
行精准帮扶，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在创业担保贷款方
面，更是拿出“真金白银”，
解决创业人员资金难题，进
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

近日，在位于新郑新区
创业路与湖滨路交叉口附
近的餐饮店里，负责人贵杨
正在安排晚上营业的相关
事宜。据贵杨介绍，餐饮店
是 2019年开办的，由于疫
情原因，发展受到了很大的
冲击。一直以来，新郑市出
台了多项助企纾困政策，
2022年更是出台了稳经济
助企纾困政策三十条。新
郑市人社局第一时间对相
关企业进行了政策宣传，贵
杨就是经过工作人员的政
策解读后办理了创业担保
贷款。

“疫情可以说对各行各
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
是餐饮行业受到很大的冲
击。疫情期间，新郑市相关
部门对我们进行帮带扶持，

了解企业的发展难题，并给
予相关政策支持，特别是小
额贷款解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
心。在 2023年我们将致力
于品牌连锁发展，为社会提
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餐饮
店负责人说。

为了帮助小微企业用
足、用好、用活金融政策，新
郑市通过主动对接金融机
构、组建专班入企等方式
收集资金需求迫切的各类
企业信息，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主动推送、主动联
系、主动服务，同时简化
审核流程、优化审核方式，
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尽快享
受到政策优惠。加大政策
落实力度，大力宣传创业
担保贷款等便民惠企优惠
政策，为创业者和小微企
业提供暖心服务。 2022
年，新郑市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261笔 7600余万元，
其中小微企业担保贷款合
计 1900万元，扶持自主创
业 253 人，创业带动就业
1265人。
记者 杨宜锦

提升服务效能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春节假期，丰富多样的
活动极大活跃了文旅市场，吸引了
八方来客汇聚新郑。新郑市各景区
共接待游客 32万余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910万元，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
迎来“开门红”，整体实现“安全、有
序、优质、文明”的目标。

春节假期，各旅游企业紧密结
合新年主题元素，策划筹备新颖特
色节庆活动，为游客带来别样体
验。黄帝千古情景区推出免费门
票预约活动，大型演艺《黄帝千古
情》精彩呈现，景区新增《山海经》
奇幻主题灯会、《宇宙幻象》大型灯
光展等新春中国年外场节目；千稼
集景区推出“民俗喜乐庙会”，聚集
特色演艺，非遗展示，品尝名优小
吃；市博物馆、郑国车马坑遗址博
物馆、新郑考院博物馆等也纷纷推

出兔年寄祝福、免门票游景区、猜
灯谜等系列活动。一项项具有地
方特色的节日活动、一场场形式多

样的旅游盛宴，进一步激活了文旅
市场。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程倩 文/图

好消息！新郑市2个村庄
入选郑州市3A级景区村庄

本报讯 近日，从郑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获悉，经自愿申报，各区
县（市）文化广电和旅游部门、农业农
村部门联合遴选推荐，专家评审，郑
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郑州市农业
农村工作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等工
作程序，并经网上公示，新郑教育园
区（龙湖镇）泰山村、新郑市新村镇裴
李岗村入选郑州市3A级景区村庄。

泰山村
该村结合黄帝文化底蕴深厚的

优势，以“林业立村、生态富村、旅游
活村、文化强村”思路发展乡村特色
旅游。利用紧靠郑州市区的区位优
势和黄帝文化的品牌优势，按照“一
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产业”方
案打造泰山村特色旅游村，建设了
千稼集景区，按照“原味乡村”“民国

风情”“激情岁月”三大主题，供游客
体验浓郁深厚的中原民俗历史文化
和乡土乡情。

泰山村先后荣获“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
国生态文化村”“河南省最美乡村”
“河南省文明村”“河南省生态村”“河
南省特色旅游村”等诸多荣誉称号。

裴李岗村
该村的裴李岗遗址是距今8000

多年前一处使用时间较长、定居程
度较高的中心性聚落，根据遗址出
土的四足石磨盘、石磨棒、锯齿石镰
以及植物种子等判断，裴李岗文化
时期，农业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堪称
农耕起源地。

一直以来，裴李岗村坚持以“万
年裴李岗农耕起源地”为主线，探索
“党建引领、文化主导、产业带动、群
众参与”的工作模式，大力打造历史
文化名村裴李岗。相继建成了农耕
文化展示中心、村史馆、抟土制陶教
育体验中心等项目，投用后，裴李岗
村将成为文化新郑又一张崭新的历
史名片。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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