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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建龙 通
讯员 吴海玲 文/图）登封市徐
庄镇何家门村首届庙会 3月 18
日开幕。这场为期 3天的庙会
以“传承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
兴”为主题，吸引了周边乡镇数
千名群众及游客参与，现场热

闹非凡，不仅展现了浓厚的乡
土文化气息，更成为展现乡村
文化振兴成果的生动窗口。

土特产变“潮品”，家门口
铺就致富路。庙会东侧的“乡
村振兴市集”熙熙攘攘，展位陈
列着徐庄镇的特色农产品。何

家门村的红薯粉条、野生山药、
野生黄精，孙桥村的蜂蜜柿子
醋，安沟村的有机小米等优质
土特产被赋予文创包装，摇身
变为“伴手礼”。现场还有曲剧
专场、快板、盘鼓等传统节目轮
番上演，广受群众好评。

郑州市林业局驻村第一
书记姚林感慨道：“今天这个
庙会，是何家门村的大活动。
它不光是买卖东西的地方，更
是 展 示 乡 村 精 气 神 的 窗 口!
咱们要把何家门人的热情、实
诚、讲规矩的劲儿亮出来!让
赶集的人来了不想走，走了还
想来!”

庙会不仅是传统文化的
载体，更是凝聚村民、推动乡
村文旅融合的重要平台。夕
阳西下，孩童举着糖画奔跑，
游客提着大包小包踏上归程，
而何家门村的乡村振兴故事，
正随着嵩山春风，吹向更远的
地方……

庙会搭台 经济唱戏

土特产变“潮品”
家门口铺就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谢鹏
飞 通讯员 王慧敏 罗浩）
3月 20日，春潮涌动，旌旗
猎猎。聚焦退役军人创业
与婚恋题材的横屏短剧

《硬汉红娘》在上街区正式
启动筹备，计划 4 月 20 日
开机、5月20日完成首映。

据了解，该剧以“退役
不褪色，战场转商场”为核
心精神，融合军旅硬核情
怀、社会婚恋痛点与反套
路创业故事，开创“新主旋
律短剧”先河。

“军人的枪可以放下，
但军魂的钢印永不褪色！”
启动仪式上，原型人物丁
昱钦的这句呐喊，道出了

《硬汉红娘》的创作内核。
剧中，退役军人郑向上（原
型丁昱钦）历经创业折戟、
情感背叛，却在绝境中淬
炼出“戎喜”婚介品牌。

现实中的丁昱钦，正
是这般硬核红娘的缩影。
如今，他的公司促成200多

对军婚。这些真实故事，
被编剧巧妙融入剧情，让

《硬汉红娘》成为“退役军
人创业教科书”。

这 部 剧 有 着 浓 浓 的
“上街味儿”，开创“上街区
全民影视共创”先河：故事
原型为上街人，市民可竞演
群角，通航产业、方顶驿文
化旅游度假区、上街美食等
具有上街特色的场景会被
包含在剧中。首映日选定
5月20日，暗合“我爱你”的
浪漫隐喻，更彰显对退役军
人的深情致敬。

《硬汉红娘》采用“横
屏短剧+网络电影”同步摄
制模式。影片通过广告植
入、电商导流、政策补贴实
现多元变现，预计短剧分
账收入与产品佣金将突破
千万元级。拍摄期间，上
街区酒店、餐饮及群演经
纪产业将同步激活，取景
地未来有望成为“影视旅
游打卡点”。

上街区首部100%本土化拍摄的
横屏短剧启动

本报讯（记者 张朝晖 通
讯员 张晨 张瑞琪 徐少杰）

“崔大妈，今天天气好，我们把邓
大爷推到院里晒晒太阳，顺便把
屋子打扫下……”“我们联系了
专业排污机构，两小时就能把下
水管道淤堵处疏通，大家不要着
急……”这一帧帧动人的画面，
来自中牟新区（中牟县）圣景社
区“帮帮团”的“温情时刻”。

“哎呀，小区门口交通路标
实线变虚线，这可是帮我们解
决了大难题了。社区‘帮帮团’
真是给我们小区业主办了件大
好事。‘心愿投递站’简直就是
我们群众的‘哆啦A梦’啊！”联
益桂园业主陆金明兴奋地说
道。社区通过“帮帮团”心愿梳
理，发现联益桂园小区出入口
有视线盲区，业主开车进出小

区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帮帮
团”成员对接交警妥善解决群
众“微心愿”。

圣景社区“帮帮团”以“心
愿投递站”为平台，以“进百家
门、访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
家心”的“四百”活动为依托，把

“网格+”工作模式融入“心愿投
递站”为民解忧项目中，以微网
格为基本单元，深入居民楼院，
特别是独居老人、80岁以上留
守老人家中，收集民情民意，梳
理形成“微心愿”清单，建立“微
心愿”台账，共同为社区今后的
治理方向建言献策。

除此之外，圣景社区注重
发挥“帮帮团”调解能手、法律
专家的标杆引领作用，借助专
业优势和经验优势，全方位参
与“一站式”矛盾调解服务，解

决居民关于矛盾调解“微心
愿”。同时，强化普法宣传品牌

“法治护航暖民心 普法惠民伴
前行”的常态化和长效化，为群
众送上法治“锦囊”，推进矛盾
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切实做
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
治、就地解决。

随着“心愿投递站”的作用
不断扩大，“帮帮团”对社区的
重点工作不断得到居民支持，
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参与到了
社区治理中，逐步形成了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
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帮帮
团”项目主理人石洋表示，“帮
帮团”将继续精准对接服务居
民需求，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行
动，不断提升居民群众满意度，
争做居民的贴心人。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杨迎利）眼下正值
地黄收获时节，巩义市西
村镇堤东村的地黄种植基
地 里 机 械 轰 鸣 ，人 头 攒
动，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
气，忙碌着收获地黄。

走进西村镇堤东村的
地黄种植基地，只见药材
挖掘机穿梭田间采挖地
黄，工人们弯腰捡拾，动作
娴熟地将一颗颗地黄装入
袋中，随后迅速装车，等待
进一步加工。

据 种 植 户 张 淑 娟 介
绍，地黄，又名生地，为玄
参科植物，其根部具有重要
的药用价值。这两年地黄
市场需求旺盛，日渐走俏。
前几年得知堤东村要进行
土地流转，她就承包土地种
植山药、花生等作物，其中
100亩土地主要种植地黄。

张淑娟告诉记者：“现

已经到了地黄收获季节，
今年产量不错，一亩地产
量4000斤。”

地黄属一年生植物，
从种植到收获需要 150天
至160天，其中除草、打药、
浇地、采挖地黄需要大量
人力，累计带动周边村 80
余名群众实现就近务工，
增加收入。村民魏妙彩
说：“我们一天干 8个小时
70 元，工期能干 15 天左
右，在家附近务工，既能增
加收入又能顾上家庭，比
外出打工方便得多。”

据悉，近年来，西村镇
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
因地制宜、创新求变，大力
推进土地流转，支持农业
种植结构调整和特色种
植，形成了“一村一品”的
产业格局，增加了群众收
入，促进了产业发展，壮大
了集体经济。

地黄喜获丰收
“苦”药材种出“甜”生活

本报讯（记者 冉红政）为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高
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决策部
署，连日来，管城区行政审批局
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通
过对公租房“一件事”流程再造
和服务升级，切实解决群众办事
多头跑、材料重复交的难题。

管城区此次改革聚焦“四
减一优”目标：减环节、减材料、
减时限、减跑动，优化服务体
验。两部门通过对原有23项申

请材料进行整合归并，建立“容
缺受理+告知承诺”机制，将申
报材料精简至12项。同时打破
部门壁垒，运用大数据一体化
平台，实现户籍、不动产登记、
婚姻状况、社保、收入等 8类信
息在线核验。

为确保改革成效，区政务
服务中心同步开展“三化”建
设：一是窗口服务标准化，设立

“一件事”综合受理专窗，配备
业务骨干提供全流程导办；二

是审批流程规范化，设置材料
预审、并联审批等 7 个关键节
点；三是系统运行稳定化，组织
3轮压力测试，确保日均 200件
业务处理能力。改革后，公租
房申请实现“8小时内多部门联
合办结、24小时推送审核结果”
的政务服务新速度。

改革实施一个月来，群众
办事时间缩短 80%，窗口好评
率达 99.6%，群众普遍反馈“流
程清晰、操作便捷”。

管城区对公租房“一件事”服务升级

群众办事时间缩短80%

党建引领网格化
收集民情民意 办理惠民实事

居民微心愿串起社区大治理

本报讯（记者 王译
博 董茜）为充分发挥政银
企协同效应，切实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难题，促进金融资
源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
日，郑州经开区财政局（审
计局）、经济发展局联合工
信、教文体等部门联合举办
政银企对接暨小微企业融
资路演活动。

活动现场采用“企业
路演+现场交流”模式，来
自不同行业的 6家企业参
与，涵盖医疗科技、供应链
管理、工程检测、文化艺术
等多个领域的创新项目。

企业代表围绕自身核心业
务、技术优势、市场前景和
融资需求等方面进行阐述。

参会的14家银行机构
就关注的问题逐一向企业提
问，介绍了适合企业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包括各类贷款
产品、金融创新服务等，为各
企业提供多元的融资选择。

郑州经开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持续关注小微企业融资需
求，不断优化服务，创新银企
对接新模式，跟踪落实银企
对接成果，推动更多金融“活
水”精准灌注小微企业。

企业路演+现场交流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看着大戏享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