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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 先锋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网
格化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的“神经末梢”，今年以来，中原
区林山寨街道一中社区持续坚
持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网格化
治理模式，以“五星”支部创建
为抓手，立足“小网格发挥强作
用”，用小网格这根“绣花针”穿
起基层治理“千根线”，织密服
务群众的“幸福网”。

一中社区在推进网格能力
建设中提升网格专业化水平，

注重把自管党员、在职“双报
到”党员、楼院长、热心居民等
吸纳进网格队伍，创建“熟人社
区”，发挥他们的“活地图、活户
籍、活档案”优势，点燃居民自
治热情，助力社区治理。今年
以来，社区组织开展了“集中培
训+小组培训”活动，促进网格
长（员）提升工作能力、工作效
率，在落实日督导、周提醒、月
通报工作机制上，通过“晾晒”

“承诺”“公示”等方法，有效促

进网格员各项工作的落实，向
居民交出满意答卷。

一中社区运用好数字化
平台，对居民诉求早发现、早
反映、早解决。通过宣传，引
导大家利用好“郑好拍”“郑连
心”等平台的“眼”“腿”作用，
让居民不用跑腿、不费口舌，
动动手把自己的所需所求等
反映上去，相关部门人员就能
快速到达现场解决问题。这
在修复颍河路 50号院塌陷路

面、疏通文化宫路98号院下水
道、新增热力公司家属院的充
电桩、更换桐柏路20号院的健
身器材等与居民切身利益相
关事件快速处理中，得到居民
群众交口称赞，说明了网格服
务平台的充分应用。群众“线
下跑”到工作人员“线上办”的
转变，提升了为民服务质效。
更为重要的是，“社区上报、街
道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流
程，让居民切实感受到网格

化、数字化治理带来的便利
性、快捷性和实效性。

如今，在一中社区，“有事
找网格”已被居民广泛接受。
一中社区构建的区域统筹、多
方协同、以人为本的网格化治
理服务体系，将党建、社会治
理、物业管理、安全生产等整
合为基层治理“一张网”，构建
党组织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
享基层治理新格局，搭建出了
受居民称道的幸福路。

高兴，“刚摘下来的番茄
一过秤人家就拉走了”

“这几天我们早上4点多
就到棚里干活，近段时间气
温高，趁早干一会儿。”虽然
汗水早已湿透了陈书涛的衣
服，但他脸上满是收获的喜
悦。“我种植蔬菜十几年，从
来没有像今年这样轻松过。”

“过去自己种植大棚，除
技术跟不上外，最要命的是蔬
菜成熟了销不出去，前些年几
乎不怎么挣钱。”陈书涛向记
者诉说起过去的种植情况。

“自去年我加入合作社后，合
作社提供种苗，技术有专人指
导，成熟后他们直接订单给收
走了，我只管在棚里精心侍弄
就可以了。这不，刚摘下来的
番茄一过秤人家就拉走了。”
种植前后的变化，让陈书涛不
住地夸赞他的引路人——登
封市沃鑫农业种植合作社负
责人任要强。

要强，在大棚里一待就是
3天观察蔬菜情况

今年 30多岁的任要强大
学毕业后在外地拥有一份固
定的工作，2019年辞去工作返
乡创业，从事蔬菜大棚种植。

“那时没经验、没技术、
没销售渠道，当年投入的 60
多万元就打了水漂！我名字
叫要强，但我性格更要强，就

是不服输！”为掌握种植技
术，任要强多次奔赴山东、广
东、福建等地学习，曾在扶沟
一大棚里一待就是3天，吃住
在 里 面 ，观 察 蔬 菜 生 长 情
况。为拓展销路，他更是起
早贪黑在郑州附近，甚至到
外省开拓市场。

“听了河南农大一位教授
的授课后，我深受启发，立即
拿着土壤样本找到教授进行
讨教。”在任要强的多次软磨
硬泡下，这位教授答应到实地
察看，并开出了“良方”。登封
独特的海拔和气候优势，特别
适合高山蔬菜种植，这就更加
坚定了任要强种植蔬菜的决
心和信心。

成功，成立合作社，还吸纳
不少农户

在教授的指导下，任要
强与郑州一家新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联姻”，签订订
单合同，公司进行统一提供
种苗、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
购销售，之后任要强又成立
了农业种植合作社，吸纳周
边种植户也加入合作社来。

“不相信科学不行，像给
棚里的番茄授粉，过去都是人
工授粉，费工费力，现在实行
蜜蜂授粉，既省力降低了成
本，而且也很高效。”陈书涛十
分佩服。

在大金店雷村的蔬菜冷
库院内，一筐筐番茄在分拣
入库。“现在正是盛果期，一
天收购量在一万斤左右，按
照果实甜度给予不同的价
格，而且是随收随结账。”现
场收购公司负责人说。

谈起为何返乡创业，从事
农业生产？“除了国家对农业
生产的支持力度加大，更重要
的是大金店镇为我们提供了
极好的生产和服务环境，让我
们有了‘家’的感觉。”任要强
坚定地说。

支持，好政策支持“高山
蔬菜”种植

近年来，大金店镇大力
发展“高山蔬菜”种植，出台
了支持政策，为蔬菜产业发
展提供技术、资金、销售、基
础设施配套等服务。目前，
全镇建有设施蔬菜大棚 610
座 ，露 地 蔬 菜 种 植 4000 余
亩，2022 年被农业农村部列
入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创建
名录，培育了梅村哈密瓜、李
家沟平菇、南寨香菇、段中大
棚红薯育苗、雷村水果番茄、
金西大棚礼品西瓜、三王庄
草莓等特色产品，逐步走出
了一条浅山丘陵地区助民增
收致富之路。
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宋跃伟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卢文
军 通讯员 田红可）“申请
了你们的400万元创业担
保贷款，保障生产和扩建
新厂房的资金都有了盼
头，你们今天来真是解了
我的燃眉之急。”近日，正
在忙着带乡亲们分装、发
货的中牟县谷堆情食品
厂负责人李泽西笑着对
创业担保贷款中心的工
作人员说。

为支持乡村企业发
展，解决返乡创业企业融
资难题，助力乡村振兴，
中牟人社局积极贯彻落
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深
入乡村“送政策、送服务”。
该局创业担保贷款中心
主任李晓日前带领科室
工作人员携手邮政银行
工作人员到狼城岗镇青
谷堆村中牟县谷堆情食
品厂进行实地考察。

2016年，狼城岗镇青
谷堆村李泽西留学回国
后在北京一家摄影店当
摄影助理。返乡过年的
时候，他发现村里的土路
都变成了水泥路，物流快
递进村，宽带无线覆盖。
他想家乡发展起来了，与
其在外地打拼还不如回
到家乡创业。经过一番
调研，他发现村里、镇里
家家户户都会做西瓜豆
酱，而看似家常的西瓜豆
酱，不仅代表着一种“小
时候的记忆”，更是发展
村中特色产业的重要资
源。2019年 4月，李泽西
成立了郑州酱子食品有
限公司，注册了商标“奶
奶的酱”，将奶奶请来做

全程技术指导。当时短
视频、直播带货也异军突
起，拍照、剪视频是李泽
西的特长，借助短视频平
台，他触网卖酱，将现场
切西瓜、煮豆、晒豆、裹面
等制作环节和端上餐桌

“白馍蘸红油”的画面一
一拍下制作成短视频，通
过互联网的大门让河南
味道飘向了全国各地。
现在西瓜酱年产能达到
30 万至 50 万斤，累计带
动了当地就业上万人次，
生产期日用工量最高达
300人。短短几年，他实
现了自己的创业梦，也成
为推动乡村发展的致富
带头人。

谈到自己这几年的
成长，李泽西说：“这几
年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
县人社部门的支持。政
府给我们申请了新的用
地和厂房，现在你们又
给 我 们 申 请 了 贴 息 贷
款，真是真心为我们老
百姓办实事。”

烈日当头，晾晒棚里
热气蒸腾，陶盆里的西瓜
豆酱红郁鲜艳、飘香四
溢。这成千上万盆豆酱就
是一个返乡创业青年的致
富梦，是一个乡村产业发
展的新希望。

“今后，我们也将一
如既往地对有愿望和有
创业能力的个体和企业
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服务，
营造勇于创业、善于创
业、乐于创业的良好环境
氛围，让更多的群众及时
享受到我们的创业担保
贷款贴息政策。”李晓说。

中原区一中社区：

网格“绣花针”织密服务群众“幸福网”

“要强”不服输，带领村民闯出致富路
如今，番茄摘下来直接拉走

“贷”动返乡青年
实现创业梦
年产西瓜酱30万至50万斤
河南味道飘向全国各地

丰收的希望盛满筐

盛夏时节，
登封市大金店
镇蔬菜种植户
陈书涛种植的

“味美思”水果
番茄也进入盛
果采摘期。昨
日一大早，他就
和工人一起走
进大棚忙碌地
采摘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