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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县北岭镇镇长祝振志（左二）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暨矛盾纠纷大排查活动。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夏邑县北岭镇高效农业园区。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前来参观夏邑县北岭镇万亩数字示范田的领导干部
络绎不绝。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夏邑县农广校技术人员在北岭镇孙营村指导村民
管理“吊蔓西瓜”。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夏邑县北岭镇刘集村村民在装运西瓜。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夏邑县北岭镇营造“三零”创建浓厚宣传氛围，
刷写墙标 76幅。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 冰 摄

夏邑县北岭镇党委书记邵明启 （左） 开展“五必
访”活动，确保“三零”创建工作扎实开展，抓出成效。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上接1版）

“四个”支撑打造基层治理“升级版”
社会治理重在基层、难在基层。
拥有美丽美好的家园，是每个人的热望。在采访中，

邵明启给记者重点讲述了该镇打造基层治理“升级版”的
“四个”支撑。

支撑一：“党建+一中心四平台”。“一中心四平台”突
出基层党建引领乡镇基层社会治理，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
的“派单式”模式，实现了基层治理从“粗放型”到“精
细化、数据化”的转变。镇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指挥室
面积 90 平方米，配置高清屏幕，接通互联网、微信公众
号、电信云服务系统、平安北岭监控系统和人居环境垃圾
清运系统，和综治工作、便民服务、综合执法、应急管理

“四个平台”联通。工作人员严把工作流程，实时监控、
数据比对、信息收集、协作调度，确保基层报告事件第一
时间进行处置。

“目前，我们将党的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治安技
防、消防安全、应急服务、电力服务等各项工作融入‘一
中心四平台’，依托平台实现任务发布、落实反馈、督导
通报等功能，抓好管理、抓好落实，进而实现‘三零’创
建目标。”北岭镇镇长祝振志告诉记者。

支撑二：网格化体系。建立自然村、村、镇三级网格
化体系。镇级网格由镇党委书记为网格长、镇长为网格指
导员，负责网格内重大事件及问题的处置交办和研判上报
审批，7 个管区书记为片区网格的第一责任人。村级网格
由村党支部书记为网格长，负责所辖网格内日常管理、协
调、检查、督导，分包该村的包村干部为网格指导员，抓
好网格运行动态分析、疑难事件研判处置和上报。自然村
组网格由该村“两委”干部担任网格长。在网格员选聘
上，严把关口标准，由现任村“两委”干部、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退伍军人、村级后备干部、乡贤能人等热心公
益事业、常年在家居住且年龄 45岁以下的担任网格员，负
责所辖 30—50户基础网格的政策宣传、数据收集、事件上
报处置、日常走访巡查，当好宣传员、信息员、管理员和
服务员，推动工作重心下沉。

网格化管理，是社会化管理的最大支撑。他们制定网
格员量化考核管理制度，对网格员量化任务完成情况一月
一通报、一季度一小结、一年一奖惩，加大对网格的激
励，为网格员每月补助 30元手机费用，形成基层社会治理
的工作合力，提高政府工作效能，打通服务基层群众“最
后一公里”。全镇共有网格员 312名，网格员每日在所辖网
格内开展日常巡查、重点对象走访、基础信息采集、事件
上报等一系列工作。截至目前，共上报事件 268 件，走访
对象 1976人次，上报工作台账报表 3496件次。

支撑三：数字乡村治理“千里眼”。与电信公司合作
云监控系统，助推综治服务水平。首批在全镇 35个行政村
主要交通路口安装每村云监控、云喇叭各 105 个，免费为
每个行政村 6 个网格员办理电信手机号，每月免费通话
1000分钟，送流量 60G。

“下一步，我们将以‘雪亮工程’为目标，继续增加
技防数量，力争全镇各村全覆盖，并建立治安 110、电力
110、消防 110应急小分队，辖区内 15分钟达到现场。在居
民综合财产保险的同时，推行电动车充电防火、防盗系统
试点行动，在电动车上安装防火报警、定位系统，在充电
温度过高时会发出防火警报，被盗时利于定位追踪。电动
车主持有一部正常使用的手机便可使用，推行后在达到防
火、防盗治安防范的同时，还规范治理了电动车无牌和交
通秩序混乱的问题，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邵明启表示，将进一步擦亮数字乡村治理“千里
眼”、练强“顺风耳”。

支撑四：“智慧北岭”微信公众号。利用“智慧北
岭”微信公众号开通矛盾纠纷调查专项网页，进行线上问
卷调查，畅通群众线上进行咨询和网上反映诉求。同时，
开通网上便民服务专栏和群众生活需求调查，已为群众提
供生产生活服务 289 件，进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调查和乡
村规划征求建议 120余条。

“请大家点击关注公众号‘智慧北岭’，服务栏里有
‘我为群众办实事’和‘矛盾纠纷排查’两个咨询调查问
卷，请大家把你们需要或建议党委、政府解决的事情和你
的各种矛盾纠纷填写在问卷里，镇党委、镇政府在公众号
后台会及时关注，帮助解决你们所反映的问题……”这是
北岭镇前彭沟涯村党支部书记彭学存在本村便民服务群里
发放的一条信息。

“这个方法好，有问题和需求在公众号里就能反映和
解决，在家不在家都能办，不要来回跑腿了。”“有烦心
事，在公众号里留言就能给解决，真的吗？我试试……”
便民服务群内反映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参与。

今年 2 月 14 日，春节刚过，该镇组织全体镇干部、各
村党支部书记、派出所民警、司法所人员、优秀教师等
180 人，集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暨矛盾纠纷大排查
大化解活动。仅 10多天时间，便走访 9236户，其中参与网
上调查 7959 人，参与调查问卷 1277 人，排查矛盾纠纷 29
起，当场化解 27起，其余 2起也随后化解。

“一中心四平台”也有效推动了北岭镇能力作风建设
攻坚。他们通过“八问八查”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能

力，全镇党员干部“以问促当下、以查谋未来”，作风能
力得以显著提高。“八问八查”，即激情干劲够不够，查状
态是否好；执行能力够不够，查作风是否实；知识水平够
不够，查业务是否精；创优争先够不够，查标杆是否高；
攻坚克难够不够，查干劲是否足；克己奉公够不够，查境
界是否高；大局观念够不够，查思路是否清；服务水平够
不够，查格局是否大。

曹庄村因房屋道路堵塞水道，雨水排不出去，导致去
年暴雨时房屋被泡、葡萄园被淹、粮食减产。在“八问八
查”活动中，该村“90后”党支部书记朱帅领多次召开村
民议事会，对村里排水渠道进行整体规划，融投资 30余万
元，铺设了 1200余米的排水管道，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的
排水问题。

“八问八查”活动开展以来，北岭镇 12 个镇直单位、
35个村委会共排查问题 3类，解决问题 12个，干部作风能
力得到改变和提升。

“五板”工程绘就跨越发展“路线图”
5 月 19 日，在北岭镇豫丰园高效农业产业园内，园主

刘红立忙得不可开交。200 多亩园区内，他正安排员工采
摘成熟的吊蔓西瓜。

刘红立是在外地做生意的北岭人，他返乡创业参与乡
村振兴源于北岭镇实施的“五板”工程。

勇探新路，一往无前。新一届北岭镇党委、镇政府提
出实施的“五板”工程，旨在聚焦聚力产业、人才、生
态、文化、组织的振兴，用党员干部的勤奋换来村民的幸
福指数。

拉长产业强板。着力打造“中国西瓜之乡”、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乡镇、“全国特色农业十亿元镇”品牌，
以温室大棚西瓜、葡萄、黄瓜等果蔬种植为主导产业，在

“特”“优”“精”上下功夫，持续做大做强北会路、夏芒
路和利民河“一带两路”现代特色农业。建设以北镇村、
寨里村、朱楼村为主占地 200 亩的新型工业产业园区，招
引长三角 （南通） 20余家以服装、服饰、手工加工为主的
小微企业向北岭镇转移，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
入，实现以工促农、以工辅农。

描绘生态样板。建设利民河产业风景带，打造河南省
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在“两横五纵”国土绿化生态格局
的基础上，党员带头、志愿者参与，大力度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效能，打造朱楼、孙营等 8 个生
态样板村；加大小微企业、小作坊的环保监管力度，排查
整改问题 12 处；加大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孙后寨、闫庙、
仇庄、刘集等一大批美丽乡村；依托县国储林项目建设，
打造夏芒路、北会路与虬龙沟、利民河等“两横六纵”生
态格局。

组建能人硬板。实施把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成高素质农
民、把高素质农民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村干部、把
优秀党员干部培养成村党支部书记的“四步培养法”，做
到农民提素质、党员提质量、干部提能力、组织增活力；
实施“人才回归”工程，吸纳在外地的乡贤、经济能人返
乡创业，实现人才归乡、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为乡村振
兴注入活力。

足履实地，行稳致远。“四步培养法”，就是一步一
步、一环一环地实施“培源”“先锋”“树优”“头雁”工
程，已经培养 200 多名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
业农民。孙营村吊蔓西瓜种植示范园的孙建国，就是一名
返乡创业青年。从土地流转到原材料的购进及技术顾问的

聘请，镇主要领导都亲自过问，多方面给予支持。目前，
孙建国占地 70余亩的吊蔓西瓜种植示范园已初具雏形。

邵明启自信而又坚强地说：“我们要让返乡创业者看
到希望，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增收致富。”

补齐民生短板。实施亮化、美化工程，村村有路灯；
新修建乡村道路 50 公里，实现村村通；改造镇区门店招
牌，统一规格；修建镇区振兴大道、北会路西延道路，完
成镇区“六横六纵”规划；建立健全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
制，扎实开展治理“六乱”“六清”工作，实施道路、保
洁、和谐、亮化、改厕五大提升，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和幸
福感。

稳固文化底板。利用好北岭镇革命老区名片，申请革
命老区建设项目，将彭雪枫将军战前动员旧址、闫济民革
命旧址、朱付刘楼十八烈士陵园、邝庄村永夏砀中心县委
旧址等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与乡村特色种植产业融为一体，
打造红色旅游乡镇及乡村特色生态文旅示范样板。

“七大”攻坚历练乡村振兴“排头兵”
“到 2023 年，我村优质大棚葡萄种植面积将达到 1000

亩，产值 2000 万元以上。”5 月 19 日，曹庄村党支部书记
朱帅领信心满满地说。

朱帅领的信心来自于 3月 28日北岭镇召开的 2022年乡
村振兴誓师大会。在当天的誓师大会上，朱帅领不仅作了
典型发言，各村委会、镇直各单位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
详细而务实的规划，共同描绘乡村振兴的蓝图。

“我们将一张蓝图绘到底，打赢‘七大’攻坚战，争
当乡村振兴‘排头兵’。”这是邵明启在誓师大会上的表
态，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向涛而立，踏浪而行。他们决定打赢的“七大”攻坚
战是：

统筹疫情防控，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充分发
挥镇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成立党员先锋岗、志愿服务
队，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坚决守住“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底线。

开展“三零”创建，打赢平安建设攻坚战。推行“治
安联防、矛盾联调、信访联稳”网格化管理，加快人防技
防建设，做到巡防巡控全覆盖和治安风险防控无盲区。

打造智慧北岭，打赢数字农业现代化攻坚战。把高科
技信息融入到管理中、融入到“三农”工作中去，引进中
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万亩数字农田示范园，打
造成全国数字农业先行镇。通过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入
股分红等形式，建设以谭楼村、王六村为中心的数字农田
1万亩以上，引进良种繁育，延伸产业链条。

巩固脱贫成果，打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攻坚战。严格
执行巩固脱贫攻坚政策落实，坚持“四个不摘”，全面做
好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三类人员”
实行常态化监测，确保无一户返贫。

推进土地综合整治，打赢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攻坚
战。抓住北岭镇是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镇契机，选好
试点村，通过空心村、破旧房屋拆除、规划无序等治理，
进行土地复耕，整合利用土地资源，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成效，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强推返乡创业，打赢工业化新型工业园区攻坚战。乡
村振兴，关键在人。实施“人才回归”工程，成立北岭镇
商会，充分发挥经济能人作用，创办项目入驻镇工业园
区，实现人员家门口就业增收。目前，已与浙江丽水汽配
产业园、龙皇纺织品有限公司签约项目，中芯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商丘中飞电缆有限公司签约项目已落地建设，与
合肥格澜过滤系统有限公司签约项目，前期洽谈已完成，
正在进行签约。

提升高效农业，打赢品牌化特色农业建设攻坚战。擦
亮“中国西瓜之乡”“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品
牌，做大做强西瓜产业转型升级，升级传统农业作物种
植，用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金字招牌，做好农产品溯
源，树立优质农产品形象。

5 月 19 日，记者在北岭镇万亩数字示范田智慧农业管
控中心看到，这里通过大数据管理平台实时监控气温、病
虫害、土壤湿度，能准确推算出这块地下一步该如何管
护，精准指导农业生产。

万亩数字示范田项目负责人彭宁告诉记者：“我们田
间上的设备一个是做虫情测报，一个是做墒情检测，由大
数据平台经过分析对比之后进行精准决策，指导我们去种
地，可以达到粮食稳产、增产的目的。”

一个个战役的顺利开展，一个个战役的完美收官，让
北岭镇收获了累累硕果：2021 年，获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乡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校、河南省农村科普先进单位
等国家、省、市级各项荣誉 20 项。其中，“全国特色产业
十亿元乡镇”的荣誉称号，使北岭镇再次成为夏邑县特色
产业发展的亮点。

奋斗的青春是最美丽的。在采访中，邵明启这样说：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百千万’工程，即谋划建设 100亩
返乡人员创业新型工业产业园 1 个，组建以服装加工、家
具家装、汽车配件、电缆建材为主的返乡创业人员商会，
实现人才归乡、资金回流、企业回迁，带动就业，增加税
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做大做强两个千亩温室现代产
业园区，建设北会路、夏芒路和利民河‘一带两路’温室
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吴阁村 3000亩豫丰园温室现代农业示范
园，推进产业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打造河南省特色
乡村旅游示范点；打造万亩数字农田综合示范园，引进中
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建设数字农田示范园。”

平安美在和谐安宁，振兴美在产业发展，文明美在生
机勃勃，生态美在宜居兴业。我们清晰地看到，在迈向乡
村振兴的征程上，夏邑县北岭镇新一届党委、政府正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答好“商丘之问”，正用责任与担当、智慧
和汗水凝聚“商丘精神”、奋发“商丘之为”，全力绘制乡
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也必将谱写出一曲曲撼人心魄的时代
凯歌。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王 冰 通讯员 陈向阳 刘建厂

——夏邑县北岭镇以“三零”创建找准平安建设与乡村振兴最佳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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