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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讯报讯（（记者记者 蒋友胜蒋友胜
通讯员通讯员 梁文治梁文治））77月月1010日至日至
1313日日，，柘城县组织开展柘城县组织开展““五五
星”支部创建半年考核评比
工作。通过乡村两级自查、
乡（镇、街道）交叉互查、县级
全程督查三个步骤，对“五
星”支部创建情况进行全面

“体检”，进一步推进“五星”
支部创建提质增效。

在“ 自 查 ”中 查 漏 补
缺。全县22个乡（镇、街道）
499个村（社区）围绕“五星”
支部创建重点任务和评星
标准，逐项梳理佐证材料，
逐条对照自查，让乡村干部
在“自查”中精准查找现阶
段创建工作中的差距不足
和短板弱项，查漏补缺，全
面提升创建成效。

在“ 互 查 ”中 取 长 补
短。按照区域回避原则，全
县 22 个乡（镇、街道）采取

“推磨式”“交叉式”形式，对
“五星”支部创建半年考核
评比工作进行交叉互查，其
中拟创建“五星”“四星”支
部的村（社区）为必查村（社
区），随机抽查若干“三星”
支部村（社区），采取现场提
问、查阅资料、实地走访等
方式，逐个过、逐星看、逐项
查，通过横向对比，取长补
短、理清思路，全面了解“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情况。交
叉考核评比过程中，所有考
评组的成员们坚持在“查”
中找问题、在“听”中找方
法，达到了“带着问题去、形
成思路回”的效果。

在“ 督 查 ”中 检 验 实
效。县委组织部、县督查
局、各工作专班成立了联合
督查组，对考评组考核评比
工作开展联合督查，随机抽
查复核部分交叉互查村（社
区），重点检查各项创建指
标是否达标、档案资料是否
规范齐全，并坚持把问题整
改作为考核的中心环节，着
力抓好考核的“后半篇文
章”。各村对于反馈的问题
要照单全收，勇于“对号入
座”，并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举一反三，客观分析，逐村
（社区）逐项抓好整改落实，
实行“销号”制度，适时开展

“回头看”，以实打实的举措
抓好整改工作，确保考核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此次“五星”支部创建半年考核评比工作，既达到
了阶段性工作检查考核目的，又增强了乡（镇、街道）之
间的沟通，拓宽了创建思路，明确了下半年的努力方
向，起到相互学习、借鉴的良好效果。下一步，各乡
（镇、街道）、村（社区）以此次考核评比为契机，坚持目
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任务，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把好的经验做法运用到具体工作中，继续加
大力度比学赶超、创“星”争优，全面推动各项创建任务
落实落地，确保今年创建工作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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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陪老兵爱人办理业务。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摄

““五星五星””支部创建半年考核互评互比现场支部创建半年考核互评互比现场。。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蒋友胜 摄摄

柘城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爱老
便民服务措施以来，几乎每天都有
爱老敬老的故事发生，让政务服务
大厅里爱心融融。

7月 14日 9时许，一位老人步
履蹒跚地走进柘城县政务服务大
厅，老年人代办窗口值班人员陈军
鹏赶紧上前搀扶。通过交谈得知，
这位老人是该县双河街道抗战老兵
邵保勤的爱人，来大厅退伍军人事
务窗口替邵保勤报销住院费用。值
班人员表示愿意为她全程代办，可
是老人坚持自己办，不愿意麻烦值
班人员。于是，值班人员陈军鹏耐
心地搀扶着她，全程陪老人家办完
了所有手续。老人连连表示感谢，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类似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
生，办事老人总是满意而来、高兴
而归。

来自安平镇的王女士来大厅领
取社保卡时，自己在自助机前操作
总是不成功，值班人员接到求助

后，立即上前帮忙操作，帮她顺利
领取了社保卡。

来自岗王乡的李大娘用手机缴
纳居民养老保险费时，因其年纪大
了，不会操作手机，左顾右盼，一脸
无奈。值班人员看到后，耐心地为
她一步一步操作，帮她完成缴费。

来自起台镇的张先生到政务服
务大厅医保窗口办理住院报销手
续时，因年龄较大、腿脚不便，
窗口值班人员看到后，赶忙上前

问清情况，在征得他的同意下，顺
利帮他办理了各种手续，张先生连
声道谢。

据大厅负责人介绍，设立帮办
代办窗口，目的就是针对一些特殊
群体，比如老年人、残疾人，以及
其他办事困难的群众等，在征得他
们允许的情况下，全程陪同、帮助
或全权代为办理，给他们带来温馨
的办事体验，让他们感受到政府的
为民情怀。

柘城县政务服务大厅爱老助老故事多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武 月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近日，在 2023年
全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来自柘城县皇集乡杜窑村的刘昆
轩在无人机装调检修项目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2020年，刘昆轩到郑州工业技师学院学习。在选择专业
时，他被老师演示的无人机飞行深深吸引。刘昆轩说：“我从
小就有一个飞行的梦想，我在郑州工业技师学院看到无人机专
业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学好这个专业。”

刘昆轩勤于钻研、刻苦学习，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无人机项
目的竞赛。现在，他希望自己能在无人机专业方向继续深造和
钻研。“我希望通过学习这个技能，将来能投身到无人机的测
绘行业中去，为国家的测绘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刘昆轩说。

柘城学生刘昆轩

在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奖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宋振豪）暑
假期间，柘城县图书馆迎来读书潮。每天，图书馆凉爽
舒适的环境和琳琅满目的图书成了众多居民“充电”蓄
能、避暑纳凉的最好选择。

柘城县图书馆位于柘城县文化艺术中心一楼西侧，
现有藏书 7万多册，包括哲学、历史、科学、文艺、农
技、少儿等类型。图书馆全年无休，免费对外开放，春
夏季服务时间为上午8时至12时、下午3时至6时，居民
仅需缴纳100元押金即可免费借阅书籍。

柘城县图书馆馆长王瑞告诉记者：“我们每月都会定
期更新书库，并结合读者的需求进行采购。图书馆内空
调开放，提供免费饮用水，全心全意为广大居民营造温
馨舒适的阅读环境。”

居民李月专门制定了时间表，计划利用假期时间培
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提高孩子的课外阅读能力，让孩子
在图书馆里度过一个既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李月说：

“暑期时间很长，我和孩子专门制订了每日图书馆打卡计
划。这里的书籍分类很多，通过阅读可以提升眼界、增
长见识。同时，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能够
让自己静下心来。”

此外，为了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柘城
县图书馆还计划开展快乐暑假、图书漂流等主题活
动，并适时推出延时服务，营造全民阅读、全民学习
的浓厚氛围。

“为厚植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我们将根据阅读情况
适时推出延时服务。同时，我们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岗
位再培训，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优化图书借阅流

程，让广大读者在这里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
与美好。”王瑞说。

书香伴暑假

柘城县图书馆迎来读书潮

小学生在图书馆专注地读书。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摄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近年来，面对土
地瓶颈难题，柘城县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破
难，通过采取“五个一批”（即：小地块寻找一
批、空心村整理一批、老厂房改造一批、大庭
院发展一批、脱贫户帮扶一批）工作模式，大
力开展养牛倍增发展行动，推动肉牛特色
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今年以来，该
县共整理小地块26块235.7亩，已建成牛棚
29850㎡，在建牛棚7900㎡，进牛345头；治
理空心村地块 8 块 10.5 亩地，已建成牛棚
1030㎡，进牛 123头；盘活老厂房土地35块
223.5亩，已建成牛棚24440㎡，在建10800㎡，
进牛 1221头；大庭院发展一批土地共 16户
9.6亩地，已建成牛棚1220㎡，进牛221头；脱
贫户帮扶一批232户，进牛462头。

筑强保障链，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柘
城县坚持把发展肉牛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把“争创国家级养牛大县”作为构
筑畜牧业发展新优势的重要途径。健全领
导组织。该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
长任常务副组长，县农业农村、畜牧、自然资
源、财政等部门为成员的创建国家级养牛大
县工作领导小组和保障肉牛养殖用地工作
专班，负责肉牛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工作。实

行多部门联动，充分调动基层及县直单位参
与养牛的积极性，明确了各单位年度肉牛发
展任务。该县制定考核与奖惩制度，对发展
肉牛与保障肉牛养殖用地实行周汇总、月督
导、季观摩、年终考核机制。

筑强服务链，激发产业发展动力。把
土地、政策、金融等各方面凝聚成服务合
力，强力推动肉牛产业发展。明确供地要
求。邀请专业人员实地论证，明确年度发
展目标、主要任务、发展模式和供地需
求。对符合发展要求和政策标注的肉牛养
殖项目，优先进入县肉牛发展项目库，优
先提供土地保障。出台支持政策。对新建
标准化畜位肉牛 500个以上、奶牛 300个以
上的养殖场，积极申报畜位补贴，分别按
照每个畜位 1000元、2000元的标准给予补
贴，单场补贴不高于 2000万元；对每年每
头投保基础母牛不高于 1000元的标准给予

补贴；对开展粮改饲青贮工作的养殖场
户，按每吨青贮玉米不高于 60元的标准补
贴；对符合贷款条件的肉牛养殖场户分别
给予 5 万元—200 万元不同额度的贷款支
持；肉牛母牛、肉牛公牛、奶牛母牛参加
保险，县级财政承担一定比例保费。截至
目前，全县共补贴参保的基础母牛 10312
头，县级补贴财政 1031.2万元。创新金融
服务。成立了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任
组长的金融服务组，落实养牛贷款及各项
金融支持政策。县域内的肉牛养殖场户贷
款经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增
信后，给予1%的贷款贴息。

筑强利益链，实现产业联动发展。让
企业有发展。强化企业扶持和跟踪服务，
落户在该县的肉牛、奶牛养殖、加工企
业，可以享受除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外，
还可以享受该县推动肉牛、奶牛产业发展

的各项优惠政策。让群众得实惠。该县探
索实施了多元化养殖模式，采取企业+农户
托管养殖模式、集体经济合作社管理养殖
模式、农户个体养殖等模式。同时，肉牛
产业还带动全县近万人从事饲料加工、物
流运送、餐饮服务等关联工作，为脱贫群
众稳定就业增收提供了空间。让经济增活
力。通过一业带多业，全力强链、延链、
补链，该县已经初步发展成为集秸秆回
收、饲草种植、饲料加工、种牛繁育、肉
牛育肥、活牛交易、屠宰分割、牛制品深
加工等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模式。

通过“五个一批”破解土地要素瓶颈，柘
城肉牛特色产业发展创出一片新天地。目
前，该县已经初步形成了从秸秆回收、饲料
加工、种牛繁育、屠宰分割、牛制品深加工等
全产业链肉牛奶牛产业发展新格局。全县
肉牛存栏 15万头，带动脱贫户、监测户 4200
人稳定增收。2022年“柘城肉牛”被纳入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柘城县被评为“河
南省养牛大县培育县”。该县规划到 2025
年，全县肉牛存栏达到 20万头，奶牛存栏达
到 2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100亿元，为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产业支撑。

柘城县“五个一批”模式

打破土地瓶颈“天花板”迎来肉牛产业“天地宽”

为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良好氛围，柘城县牛城
乡武装部认真开展征兵宣传工作，让辖区村民了解并支持
国家征兵政策，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报名应征。图为7月
18日，牛城乡武装部专武干部在路边、树林等群众聚集的地
方宣传应征入伍条件、报名方法和相关优惠政策，号召广大
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摄

◀7 月 18 日，
柘城县朱襄镇村
民正在药材地里
忙碌。该县农民
不顾天气炎热抢
抓农时，进行夏
管田间作业，开
展农事活动，田
间地头处处都是
繁忙的景象。

张 超 摄

▶ 7 月 18 日，
市民在柘城县双河
街道茂鑫火龙果种
植 基 地 采 摘 火 龙
果。双河街道马元
村于 2018 年通过
南果北种项目引进
10 亩优质台湾火
龙果种苗，现在亩
产 量 3000 斤 —
5000 斤 ， 亩 产 价
值2.5万元左右。

张书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