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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灵宝市委宣传部与本报联办
稿件由灵宝市委宣传部提供

近日，灵宝市召开“万企兴万村”行动
推进会，总结交流“万企兴万村”行动进展
成效，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
思想认识。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是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是促进民
营经济“两个健康”的重要举措，也为民营
企业提供了广阔平台，助力民营企业转型

升级、开拓市场、履行社会责任，要强化责
任担当，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万企兴万
村”行动走深走实。二要聚焦重点任务，强
化精准施策。 聚焦特色产业发展，因地制
宜支持民营企业开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康养旅游等特色产品或服务。要大力发展
新兴业态，推动电商、直播带货与农村资
源结合，扩大农副产品销售。 要大力发展

“回归经济”， 引导民营企业家返乡创业，
畅通报效家乡渠道。 要突出村企共赢，加
强沟通联系，完善政策举措，形成利益共
同体，提升农村“造血能力”。 三要创新机
制，确保常态长效。 各单位要扛稳政治责
任，为行动提供支持和保障。 该市工商联
要动员企业参与、挖掘典型案例、完善村
企结对机制，打造村企互动新格局。 各成

员单位要主动担当，结合职能为民营企业
搭建平台。 要坚持典型引路，大力宣传表
彰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营造浓厚工作
氛围。

同时，传达了中央、省、市“万企兴万
村”行动推进会精神；3 家成员单位、11 位
企业代表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杨红斌 李孜艺

灵宝市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近日， 灵宝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分别在灵宝市文广旅局和
灵宝一高开展河南省“文明探源
我来说”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宣
讲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河南大学黄河
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侯卫东作专
题宣讲。 侯卫东以“黄河文化引领
中华文明主根主脉”为题，从中华
文明主根主脉的形成、熔铸、赓续
三个维度， 深入阐释黄河文化的
引领作用。

据悉，河南省“文明探源我来

说”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文明实
践活动， 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 进一步坚定文化自
信、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
感， 开展的一项重要文明实践活
动。

葛东睿

7 月 4 日晚，华灯初上，灵宝
市文化活动广场人头攒动、 热闹
非凡。 灵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故县镇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
演，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激情向上，
内容丰富， 充满文明内涵的精神
文化大餐。 旨在弘扬时代新风、聚
力文明实践， 灵宝市故县镇组织
文化志愿者精心编排，将新理念、
新风尚融入传统艺术创作， 汇聚
了快板书、戏曲、歌曲、三句半、舞
蹈、 模特秀等形式多样的精彩节
目，让观众在夏日的夜晚，享受到
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当晚， 演出在欢快热烈的开
场舞《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拉开帷
幕，豫剧《双上山》、模特走秀《又

见江南雨》、女声小合唱《江山》、
蒲剧《土炕上的女人》等节目表演
细腻动人，轮番上阵，赢得现场阵
阵掌声。

“高价彩礼要抵制，移风易俗
树新风”“殡葬改革好处多， 文明
祭祀新风尚。 ”特别是自编自演的
故县镇移风易俗《三句半》和德孝
故事《快板书》成为本场演出的亮
点。 节目围绕殡葬改革、抵制高价
彩礼、德孝故事等内容展开，演员
们用诙谐幽默的语言、 朗朗上口
的节奏， 将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
和新政策、新风尚传递给观众，引
发了大家的强烈共鸣， 现场不时
传来阵阵笑声和叫好声。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

故县镇积极探索创新， 多载体厚
植文化， 全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有序开展。 各村精心选派党员、乡
贤能人、 村民代表组建村级红白
理事会， 对婚丧嫁娶的各项标准
进行统一规范和管理， 成功构建
起“党建引领 + 移风易俗 + 群众
自治”的管理模式。 全镇开放 27
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村
民提供了读书学习、 娱乐休闲的
好去处， 有效提升了村民的自身
素质和道德修养。 同时，通过选树
“星级文明户”“乡村光荣榜”等一
批先进典型， 充分发挥榜样的示
范引领作用， 在全镇营造出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邢博

河南省“文明探源我来说”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宣讲活动走进灵宝

以文化之力 倡文明新风
灵宝市故县镇：

今年以来，灵宝市纪委监委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深入一线开展实地走访，着力收集和解决群众身边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图为该市纪检监察干部到苏村乡固水村走访烟农种植户。 杨蓓蓓 摄影报道

近日，灵宝市西阎乡组织开展农村后备干部培训交
流活动，全乡 30 余名优秀年轻后备干部汇聚一堂，围绕
基层党建、乡村治理、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电商运营等内
容展开深入学习，为乡村振兴一线队伍注入强劲动能。

该乡打破传统授课模式，采取“理论 + 实践”“课堂
+ 现场”的多元形式，重点围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党
员履职等内容，先后参观了西稠桑村萄醉田园、祝家营
村黄花菜种植基地、阌东村黄花菜烘干厂。每到一处，大
家都认真聆听，积极交流互动。 北贾村的后备干部许旭
鑫在观摩中说道：“过去总感觉干事没抓手、 服务缺方
法，通过这次培训，‘浇透’了困惑，更‘浇活’了思路，特
别是矛盾调解案例分析，让我明白‘情、理、法’融合才是
打开群众心结的钥匙。 ”

作为返乡大学生，该乡东邱村的青年干部郭晓庆虽
有热情但一度找不到服务家乡的突破口。在培训交流过
程中， 电商实战课让他茅塞顿开：“培训点燃了我的想
法，更教会把点子落地的本领。下一步，我要在电商领域
大展身手， 为我们村的农特产品开辟线上销售路径，提
升产品竞争力，提高群众收入。 ”

据介绍，此次培训聚焦乡村振兴实战能力，着力提
升后备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乡村发展储备“源
头活水”。 下一步，该乡将持续跟踪培养，推动青年力量
在希望的田野上扎根成长、发光发热。 王午阳 伍勤鹏

育强后备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

灵宝市西阎乡：

7 月 7 日，灵宝市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窗口前秩序
井然，农机工作人员正专注地为机手办理拖拉机注册登
记、过户手续。从资料审核到证件核发，工作人员以专业
高效的服务，切实解决机手办事难题。

为确保农机登记过户工作规范有序开展，该局提前
通过多渠道发布办理指南，详细说明所需材料、办理流
程和注意事项。 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申请注
册登记的拖拉机逐一进行车辆查验， 确保车辆来源合
法、技术参数达标；在办理过户手续时，仔细核实交易双
方身份信息和转让协议，保障交易安全。

“原本担心过户手续会很复杂，没想到工作人员全
程指导，很快就办好了，还耐心讲解后续使用注意事项，
真是太贴心了！ ”顺利完成拖拉机过户手续的王师傅感
慨道。另一位刚拿到新牌照的机手李师傅也表示：“现在
办理注册登记太方便了，当场就能拿到证件，不耽误农
时，为这样的服务点赞！ ”

今年以来，为提升服务效率，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推
行“一窗通办”服务模式，整合业务流程，减少机手等待
时间，针对偏远地区或行动不便的机手，提供预约上门
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王建波

农机登记高效办
便民服务零距离

灵宝市农业农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