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宝市卫家磨水库保障所：

开展消毒产品经营单位
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灵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德孝文化，3
月 25 日， 灵宝市卫家磨水库保障所组织志愿者
到卫家磨村开展“德孝文化进万家，文明实践暖
人心”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 志愿者发放手册进行德孝文化宣
传，并走进空巢老人家中，为老人理发洗头，帮助
整理环境卫生，与老人闲聊家常，现场氛围和谐、
温馨，老人们脸上洋溢着满意和幸福的笑容。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弘扬了新时代尊老敬
老的社会美德，营造了人人重德孝、学德孝、践德
孝的浓厚氛围。 苗舒

春风和煦， 阳光明媚，3 月 25
日，走进灵宝市苏村乡周家原村蔬
菜大棚， 工作人员正在大棚内拱
棚，为羊肚菌出菇做最后的准备。

“这 22 个大棚的羊肚菌栽培
全部由我们统一提供菌种、营养袋
和标准化种植管理技术，村民严格
按照技术要求进行种植和管理，现
在拱好小棚再灌水后，过两天羊肚
菌就可以出菇了。 ”灵宝市菌丰农
业有限公司经理马丽霞说道。

这边大棚里的工人正在忙碌
着拱棚，那边大棚中的羊肚菌已露
出尖尖角。“今年羊肚菌长势非常
好，亩产预计突破 1000 斤，亩产值
可达 2.5 万元。”基地负责人马丽霞
介绍道。

“以前出门打工也挣不了多少
钱，现在到家门口的羊肚菌种植大
棚里干活，每天干得也不累，一个

月还能挣 2000 多元， 日子越过越
红火！ ”周家原村村民伍大姐一边
插着棚架，一边高兴地说。

苏村地处山区，海拔高，冬季
气温低， 大棚蔬菜只能在每年的 4
月到 10 月种植一茬。近年来，苏村
乡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
依托蔬菜大棚发展羊肚菌， 实现
“菌菜轮作”循环农业经济。 为进一
步增加群众收入，苏村乡联合河南
昌盛食用菌农业有限公司、佳成食
用菌合作社等， 在全乡持续推广
“菌菜轮作”模式，填补蔬菜种植淡
季， 对外承包蔬菜大棚生产羊肚
菌，实现“菌菜轮作”再提升，让扶
贫产业大棚效益发挥最大化，增加
群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苏村乡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产业带头人 + 农户” 的发展模式，
建成农产品分拣中心，形成了集蔬

菜、羊肚菌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
的特色农业产业链。 同时，积极做
好宣传工作，吸引市民、游客前来
采摘，使羊肚菌、蔬菜“不出大棚就
变现”，有效带动农民增收。 目前，
全乡共有 242 个大棚种植羊肚菌，
预计生产羊肚菌 200000 斤， 产值
约 600 万元，带动当地 200 多名脱
贫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人均增收
1.2 万元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叫响‘菌
菜轮作’模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不断增加轮作种植面积，扩大羊肚
菌种植规模， 同时配套建设烘干、
晾晒、仓储加工厂，进一步拓宽群
众增收渠道，打造独特、生态、绿色
品牌，提高产业综合效益。 ”苏村乡
有关负责人表示。 姚东民

灵宝市苏村乡：

小小羊肚菌撑起乡村振兴“致富伞”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为切实保障公众健康权益，近日，灵宝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消毒产
品经营领域专项监督检查行动。

该中心党总支书记、 主任何社军作动员讲
话，要求大家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检查，严格履职
尽责，切实保障消费者健康权益。

会议从本次专项检查范围及检查重点内容
等方面对执法人员进行了培训。

会后， 该中心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立即前往
市区中大型超市、母婴店、药店等消毒产品经营
单位开展监督检查，严格核查消毒剂、女性卫生
用品、婴幼儿护理产品等品类的卫生许可资质、
生产批号、产品有效期及进货台账。

同时， 乡镇卫生监督协管人员在各自乡镇
辖区内开展消毒产品经营单位监督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共监督检查各类超市、 孕婴
店、药店 120 余家，现场均未发现销售“315”涉
事生产企业的相关产品的经营单位， 同时对现
场发现的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复印件不全、进
货查验记录不全等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 责令
限期整改。

下一步， 该中心将持续加大对消毒产品的
监督检查力度， 同时加强对消毒产品相关法律
法规和卫生知识的宣传， 提高经营单位的法律
意识和责任意识， 引导消费者正确选择和使用
消毒产品，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李锐锋

为进一步加强村级党组织书记
后备力量建设， 完善村级干部队伍
培育体系， 切实增强村干部队伍硬
实力，为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支
撑，3 月 26 日，灵宝市五亩乡组织全
乡 50 余名村级后备干部以“提升后
备干部素养，夯实基层人才根基”为
主题开展“观摩研学 + 经验交流”学
习培训活动。

观摩研学，解锁“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密码。 后备干部先后到尹庄镇
唐窑村、寺洼村进行观摩学习。 参加
培训的学员实地参观了两村党群服
务中心、 乡村旅游特色产品展销中
心、长青书院等特色阵地，详细了解
两村“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的产
业发展模式，让学员们“沉浸式”感
受基层治理新经验， 为学员们提供
了生动的案例， 帮助他们将理论学

习与工作实际相结合，为今后推动
乡村振兴工作开拓了思路。

经验传导，聆听“老支书”讲基
层治理经验。在五亩乡基层党校会
议室内，三门峡市劳动模范、灵宝
市五一劳动模范，桂花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薛向林以《从“门外
汉”到“领头雁”的 20 年心路历
程》为题，分享了其退伍回乡后，在
桂花村深耕 20 年的工作经验，他
用“初心”建强支部堡垒，用“匠心”
发展特色产业，用“真心”服务群
众，通过化解邻里纠纷、推动土地
流转等案例，生动诠释了“上面千
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基层工作艺
术。

分享交流，碰撞乡村振兴“金
点子”。 在实地观摩和现场培训会
后，来自不同村的四位后备力量人
选从产业发展、人才回归到文化传

承等多方面纷纷发言。 发言中，后
备力量们意气风发、 言辞恳切，用
亲身经历描绘乡村现状，畅谈发展
规划， 洋溢着青春活力与干事热
情，对乡村发展饱含深情，尽显党
员干部为乡村振兴拼搏的责任担
当。

此次培训通过“现场看、当面
听、互动学”，让后备干部开阔了视
野，更新了理念。下一步，五亩乡将
继续加强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
跟踪培养，各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
量要聚力聚焦农村工作，认认真真
干事创业， 真心真情为民服务，主
动参与村级中心工作，强化实践锻
炼，不断成长成才，为加快实现五
亩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
和人才保障。

谢小涛

灵宝市五亩乡：

“观摩 +培训”
激活乡村振兴“源头活水”

灵宝市涧西区：

“居民生活有啥问题， 反映给网格驿
站，马上就传递到区内解决，网格让党群更
加贴心。”灵宝市涧西区网格驿站工作人员
王宏革介绍，“莲池巷基础设施老旧， 下水
道常堵塞，居民反应到驿站，区内就想方设
法筹集资金进行提升改造。 ”

近年来， 灵宝市涧西区深化基层治
理，在构建党建领治、居民自治、平安法治、
文化德治的同时，着力打造社区“小网格”
服务“大社会”的基层管理新格局。

打造网格驿站。 该区在黄河路中段建
成投用了涧西区网格驿站，通过网格驿站，

加强网格管理和服务，发挥其收集社情
民意、矛盾化解、服务居民群众、数据协
助的作用。 设立“微议事厅”，为社区居
民、网格长、快递员和外卖小哥提供休
息、补给、协商、学习等服务，力争在辖区
形成一站式服务前哨阵地。

织密治理网格。 该区将党建与网格
深度融合联动，以城市道路网为基准，结
合人口体量因素，将 6 个社区 8 万人口
划分为 25 个网格（片区），向下又细分
为 301 个居民小区网格和 87 个街道网
格，6 级网格长共有 1866 人，实行定格、

定人、定责的管理机制，形成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基层社会治理网络。

配齐网格力量。每个网格选配一名社
区“两委”成员牵头管理，2 名专职网格员
具体负责，若干名在职党员、退休干部、退
役军人、志愿者等作为 4、5、6 级网格长，
组成“网格管家”队伍。 将安全隐患排查、
反电诈、防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环保食
安等事项办理融入网格，实现对辖区居民
的精细化服务。

办好民生实事。该区加强对网格事项
的反馈办理，先后实施了西华太平寨水毁

道路维修、莲池巷提升改造等项目。 对辖
区自建房、商场、养老院、小区楼院等进行
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排查沿街门店 2063
家， 整改安全隐患 709 处。 当好群众的

“贴心人”，“和事佬”， 排查调处矛盾纠纷
57 起，让社区居民幸福值“满格”。

社区治理，一头连着民心，一头连着
党心。 下一步，该区将探索实行网格长积
分管理模式，以服务换积分、以积分兑换
超市代金券的方式，调动网格长工作积极
性。 运用网格管理，解决老百姓“家门口”
的急难愁盼问题。 张跃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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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收集民意 “格中”服务答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