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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心事暖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李丽
娟）“现在晚上出门再也不怕看不清路了，
社区和物业的工作效率挺高的，我要点个
赞。”27日，中原区绿都社区年过古稀的张
梅花开心地点赞社区工作人员。

原来，绿都社区辖区居住的老年居民
较多，绿都城景观带内的路灯照明亮度
弱，不能满足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夜晚散
步照明需求。“黑乎乎的！我们老人眼睛

不好，走夜路看不清，晚上出门不方便。”
居民迫切想让散步路更亮些。

了解到居民的需求后，绿都社区党委
当即与绿都城物业公司商讨景观带路灯
老化更换事宜。同时，组织物业、清风观
察员召开协调会议，并进行实地踏勘、科
学谋划，制定路灯更换样式和计划，并快
速实施了改造。景观路和居民的“心”一
起亮堂了起来。

顺民意改造路灯
点亮居民“心”福路

党建引领网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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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冬 李宇航）春争
日，夏争时。目前，郑州市小麦正处于大
面积成熟时期，小麦机收工作已拉开帷
幕。昨日，记者跟随郑州市农业机械技
术中心工作人员来到郑州航空港区，感
受麦收现场的“热火朝天”。

在龙王办事处赵郭李村收麦现场，
伴随着阵阵轰鸣声，收割机快速向前推
进，一亩小麦几分钟就收割完成，纯净的
小麦粒直接被输送到三轮车上，地里仅
留下一片整齐的麦茬。“我们的收割机效
率很高，大地块每小时能收 15到 20亩，
一天最多能收 150亩，机收损失率不到
2%。收割机都是村民提前预约，一个村
割完去下一个村割，不跑空趟。”郑州航
空港区金喜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手李金

喜告诉记者。
郑州航空港区社会事业局农业农村

科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航空港区小
麦播种面积 32 万亩，在郑州市几个县
市区中排第三。“今年航空港区提前
部署，成立了 17 个应急服务队，设立
了 5 个跨区作业服务站，目前全区保
有的包括从外边引进的机械将近 400
台，目前已经收获小麦 9 万多亩，收
获率 30%，预计 6 月 5 日全区小麦收
获完成。”

据郑州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三夏”郑州全市应收获小麦 228.053
万亩，5 月 28 日参加作业的收割机有
2150台，当日共收获19.7万亩，目前已累
计收获58.09万亩，收获率25.47%。

本报讯（记者 姚辉常 通讯
员 闫立衡 文/图）昨日晴空万里，
在荥阳市汜水镇寥峪村，一望无际
的田野上涌起金色的麦浪。伴随
着收割机隆隆的轰鸣声，党员先锋
队来到田间地头，为“三夏”麦收增
添亮丽的风景线。

寥峪村党支部成立 30余人的
“三夏”志愿服务队，开展“党员亮
身份 助力收夏粮”助农惠农活
动。党员志愿服务队分为生产服
务小分队、“一对一”结对帮扶小分
队、党员保障示范岗、“老党员防火

巡逻队”，帮助农户协调农机、调度
洒水车全程跟踪、不间断巡逻秸秆
禁烧等工作井然有序地开展。

党员志愿服务队热火朝天的干
劲带动了村民陆续加入帮扶队伍。

在村“两委”及党员志愿服务
队的共同努力下，困难户、空巢户
等群众的小麦全部顺利收割进仓。

据介绍，汜水镇以党建引领提
升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不断增
强党支部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描绘出一幅“三夏”麦收时节为
民服务的美好乡村新画卷。

走进二七区大学路街道祥和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墙上的十几
面锦旗格外醒目，它们承载着居
民对社区工作的认可和信赖。

“共智共治”无主管楼院
祥和社区有 30个楼院，其中

26个为无主管楼院。这些楼院建
成时间久远，设施陈旧，人员结构
复杂，管理难度较大。长期以来，
社区聚焦居民“急难愁盼”问题，
依托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体
系，不断提高工作人员及网格人
员的履职能力，不断创新工作方
法，坚持走好“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服务群众”的路子，为无主管
楼院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社区依靠群众，集思广益，让
协商议事民主化。为准确掌握居
民需求，全面了解楼院情况和群
众心声，社区一方面依托网格定
期巡查走访，通过“郑连心”小程
序，随手记录楼院大小事情，第一
时间回应居民诉求；三级网格长每
周与楼院微网格长沟通交流，及时
处理各类事务，化解居民矛盾；每
季度召开网格长分享交流会议，相
互学习楼院治理的创新方法，一起
讨论工作中的难题，在分享中成
长、在交流中凝聚力量。另一方
面，针对楼院问题适时召开居民大
会，采取“大家事，大家议”的方式，
了解群众矛盾问题，为楼院自治树
立“共智共治”的思想意识，培育民
主协商的新风尚。

问题解决不仅要速度，也要有温度
社区发动群众，多元参与，让

自治管理更加规范化。为强化网
格长职责，推进楼院治理“网格+

自管”双驱动模式，祥和社区依托
网格队伍人才优势，在充分调查
了解的基础上，积极动员楼院“五
老干部”和群众参与楼院治理，在
每个院选优配强成立自管会，解
决楼院的卫生费收缴、门禁监控
等公共设施建设及维修、楼院环
境提升等问题。同时，不断完善
自治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费用公
开透明公示制度，推动楼院建设
迈向新水平。去年，辖区大学路4
号院成立了自管会，在社区的精
心培育下茁壮成长，不仅独立完
成了全院住户卫生费收缴、5号楼
6号楼污水管堵塞问题处理等工
作，还协助推进了暖气加装工作，
参与了公厕改造等事务。微网格
长和自管会成员双重身份的加
持，使该院自治管理走向规范化。

对于居民群众反映的问题，
解决不仅要速度，也要有温度。
社区在各楼院建立问题处理台
账，明确完成时限，并将居民意见
反馈作为楼院网格工作评比考核
项，不断提升网格人员履职能
力。针对楼院困难群体以及建设
薄弱的楼院，社区整合问题台账，
积极链接多方资源，通过区域化
党建、支部联建等途径，充分利用
社区治理慈善基金，精准开展帮
扶活动，解决实际困难。

红彤彤的锦旗，金灿灿的大
字，一声声的道谢，让社区工作人
员感到无比荣耀和自豪。祥和社
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
化网格队伍后备人才储备工作，
不断为楼院治理提供动能，以优
质服务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无主
管楼院治理新格局。
记者 景静

本报讯（记者 谢鹏飞 通讯
员 郭晶）眼下，正值红薯种植时
节，在上街区峡窝镇大坡顶村红
薯基地里，几十名工人正在抢抓
农时栽种红薯苗，起垄、覆膜、栽
苗、覆土、浇水，田间地头一派忙
碌景象。

“今年我们引进了红薯新品
种——哈密冰糖心。这种红薯口
感细腻香甜，淀粉含量也高，糖化
后胶质感好，蒸煮烤均合适，是近
几年市场潜力很大的品种之一。”
种植大户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上街区
峡窝镇聚焦资源禀赋及区位优
势，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挖潜
赋能，重点培育大坡顶红薯项目
等特色产业，在实践中蹚出一条
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多样化学习先进经验。该镇
先后到鹤壁市、三门峡市、洛阳市
等地，查看红薯打垄、上肥、种植
等技术，参观红薯全自动标准生

产线、工艺流程，学习红薯产品深
度加工、销售过程，从红薯项目的
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开展实
地观摩学习。

专业化发展特色种植。利用
大坡顶老村闲置土地作为红薯种
植试验点种植红薯约200亩，引进
机械化起垄覆膜技术，由技术员
常驻基地进行红薯育苗、种植等
技术指导，以更标准化、专业化的
育苗方式进行种植。

标准化打造产业园区。建设
标准化厂房 1080平方米，加快红
薯粉条深加工产业发展，为打造集
育苗、种植、加工为一体的特色红
薯产业园区奠定基础，最大化开发
红薯价值，把小红薯做成大产业。

红薯种植经验成熟后，该镇
将从红薯种植向育苗、深加工粉
面、粉制品等方向发展，规划建设
红薯粉芡、红薯粉条、酸辣粉等多
条生产线，进而建成集烘干晾晒
于一体的生产基地。

“共智共治”走好锦旗背后
无主管楼院自治之路

红薯栽种忙
增添乡村振兴新“薯”光

今年我市麦收拉开帷幕
已累计收获小麦58.09万亩

志愿者把帮扶送到田间地头

党员志愿服务队帮农户收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