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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小龙）8 月 26 日上午，三
门峡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组成慰问
组，前往奥运健儿武翠翠家中，代表全区人
民对武翠翠创下三门峡籍运动员奥运赛场
最好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对武翠翠及其家
属表达关怀与支持。

在武翠翠家中，慰问组为其送上鲜花
和纪念品，表达了关心与问候。慰问组表
示，武翠翠在巴黎奥运赛场全力以赴、顽强
拼搏，闯入女子多向飞碟射击决赛，创造了
三门峡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实现了经济开发区乃至三门峡市体育运动
的历史性突破，为家乡赢得了荣誉、增添了
光彩，也为家乡广大青年树立了榜样，家乡
人民为其感到骄傲和自豪。

慰问组表示，多年以来，武翠翠在国际
赛场上为祖国争金夺银，充分展示了经济
开发区儿女自强不息、勇争一流的精神风

貌；希望武翠翠再接再厉，在今后的赛场上
夺取更加优异的成绩，家乡人民将一如既
往支持她。慰问组叮嘱随行的相关部门，
要全面优化服务保障，关心关爱运动员及
家属，让运动员心无旁骛、全力拼搏，在国
际赛场上充分展现运动风采与竞技实力。

武翠翠表示，家乡给了她无微不至的
关怀及保障，是她坚强的后盾，让她可以全
身心投入到训练、比赛中去。她将继续发
扬顽强拼搏的奥运精神，为家乡增光添彩。

据了解，武翠翠是三门峡经济开发区
人。今年 7 月 31 日，在备受瞩目的巴黎奥
运会女子多向飞碟资格赛中，武翠翠以第
五名的成绩闯入决赛。在随后举行的决赛
中，她作为唯一一名亚洲选手，在这一欧美
国家传统优势项目中“独挑大梁”，最终获
得第六名，为三门峡体育运动史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经济开发区：

看望慰问奥运健儿武翠翠及其家属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坚持将创新作为
引 领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 ，持 续 深 化 党 建 引
领、深化数字赋能、深化农村改革、深化乡
村建设、深化乡村治理，有效激发农村内
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
发展。

深化党建引领。我市以“五星”支部创
建为引领，深入实施“雁阵工程”，健全完善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企业”发展机制，
积极拓展“党支部+电商”发展模式，集体经
济收入超 20 万元的村达到 39%。

深化数字赋能。我市建成苹果全产业
链大数据中心、智慧果园物联网中心，果树
从育苗到结果全过程数字化管理，苹果从
采摘到销售全流程智能化管控，保鲜期可
延长到来年的新果上市，人工成本节省 30%

以上、用水节约 50%以上。在易地搬迁社区
探索建设“智慧服务平台”，“智慧大脑”助
力提升社区综合治理效能。

深化农村改革。我市持续落实集体所
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
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深化乡村建设。我市坚持村落组团、
片区联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
效显著，黑臭水体保持动态清零，生活垃圾
收运处置全覆盖。

深化乡村治理。我市深入推进“三零”
创建、“四治”融合，探索推行积分制、清单
制、网格化乡村自治方式，“三零”村创建达
标率 90%以上。 （本报记者）

我市坚持“五个深化”
激 发 农 村 发 展 活 力

本报讯（记者王建栋）8 月 23 日，陕州区
首个“五老”工作室在大营镇大营村正式启
用，标志着该区关心下一代工作翻开了崭
新的一页。

自今年 6 月筹备以来，大营村“五老”工
作 室 便 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关 注 。 在 大 营 村

“两委”的坚强领导下，工作室以“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为基石，依托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精心构建了一个集学习、交
流、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这里不仅是

“五老”人员（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
师、老模范）的智慧聚集地，更是青少年成
长的摇篮。

工作室成员选拔严格，汇聚了一批德

高望重的老同志，他们以深厚的专业素养
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工作室的运作提供
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工作室也积极吸纳
新成员，为团队注入新鲜血液，成为一个充
满活力与智慧的团队。

“五老”工作室启用后，各位成员将深
入学校、社区、企业等基层一线，开展丰富
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主题，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同
时，工作室成员将秉承初心使命，不断提升
自身水平与能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
加坚定的步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
增光添彩。

陕州区首个“五老”工作室启用

科技特派员深入果园进行技术指导 曲海亮 摄

“敞胸怀，听谏言，致远求成凭制
度 ；同 呼 吸 ，共 命 运 ，当 家 作 主 靠 人
民。”8 月 18 日，走进湖滨区涧河街道
崤北社区的民主巷，一副副以“人民
民主”为主题的楹联映入眼帘，来来
往往的居民不时驻足诵读，成为巷子
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崤北社区人大代表联络室位于
民主巷的左侧，接待大厅宽敞舒适，
墙上的办事流程醒目详细，社区居民
遛弯时就可以进来反映情况，或者直
接在“人大意见建议簿”上提交问题，
方便快捷。

“我们不断畅通民意收集渠道，
努力让群众感受到人大工作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人大代表就在身边。”
崤北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文全表示，作

为全市首批“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示
范点”之一，崤北社区人大代表联络
室聚焦“为民办实事、优化营商环境、
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等主题，持续提
升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
程序化水平，将代表联络室打造成为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载体。

每个月的 15 日是崤北社区人大
代表联络室人大代表接待选民日，组
织各级人大代表进站服务群众、倾听
民 声 。 2023 年 以 来 ，共 组 织 活 动 16
次，参与代表 173 人次，接待、走访群
众 46 人次，收集反映问题 18 条，已全
部协调处理完成，真正做到“民有所
愿、我有所为”。

“我们这儿是老旧小区，基础设
施相对落后，以前污水管道中的污物

都溢到了小区地面，路面破损塌陷，
出行很不方便。后来我们给人大代
表提了建议，经过一个多月的改造提
升，小区院落焕然一新，大家的心情
也好了很多。”住在迎宾综合小区的
居民李师傅开心地说。

“我在接访过程中遇到商户对社
区改造提升项目心存不满的情况，认
为施工影响商铺日常经营，一直阻挠
施工。”湖滨区人大代表马妮说，了解
事情经过后，她多次协调双方对施工
方案进行调整，在不影响施工整体进
度的情况下满足商户的实际需求，最
终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从“脏乱差”到“环境优”，从“剑
拔弩张”到“握手言和”……通过人大
代表联络室，群众急难愁盼和代表履
职尽责实现“双向奔赴”，共同作答基
层治理的“关键题”。

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
系，丰富代表进站活动方式，崤北社区
人大代表联络室将人大工作与社区中
心工作深度融合，持续聚焦民生实事，
组织人大代表开展实地走访，了解反
映实际问题。今年以来，已组织人大

代表开展“助力城市基层治理”“助力
城市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文明”
等专题活动 10 余次，并票决实施拆墙
并院、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实事
项目，极大提升了社区居民生活品质。

“在走访中我们发现社区里空巢
老人居多，生活存在诸多不便。”李文
全说，为了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
生活，崤北社区在代表联络室内设立
了老年活动中心，并在联络室旁打造
社区理想餐厅，不断提升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如今，崤北社区理想餐厅已
作为优秀案例在全市推广。

党委决策部署，人大及时跟进，
崤北社区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
实现了党委意图和人民意愿的同频
共振。

“我们将继续本着想群众所想、
帮 群 众 所 难 、解 群 众 所 忧 的 服 务 宗
旨，引导人大代表做好社区服务，架
起‘连心桥’，办好群众事，真正让代
表联络室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阵
地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让全过程人
民民主在崤北社区结出更加丰硕的
成果。”李文全表示。

8 月 19 日，在灵宝市寺河乡智慧电烤
房集群示范园，投资 600 余万元新建的 60
间烤房同时作业。智慧电烤房可以自动调
整烘烤温度和时间，省力省心，节能环保，
降低了烟叶生产成本，提高了烟农经济效
益。本报记者 何英杰 通讯员 何金朝 摄

本报讯“小米深加工项目进度如何？”
“相关惠农资金是否落实到位？”近日，渑池
县纪委监委以及仁村乡纪委工作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实地走访了解本地特色产业“贡
米”发展情况，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助力特
色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渑池县盘活县、乡（镇）、村
三级监督力量，紧盯各乡（镇）特色产业发
展、加工、销售各环节，“室组”“室组地”“室
组巡”联动监督，聚焦资金使用、产业发展、
政策落实、经营管理等情况，以精准有效监
督助推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该县仁村乡纪委在南坻坞村小米加工
厂建设中全程跟踪监督，确保惠民资金“每

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新建成的小米加工
厂可日加工谷子 40吨，不但能满足本村及周
边村加工需求，还可包装外销各地。坡头乡
纪委紧盯连翘、烟叶、柴胡等特色产业发展，
及时协调农技专家及种田能手定期开展种
植技术、病虫害防治等培训，同时督促相关
部门加强统一规划引导，推动土地流转，全
乡柴胡种植面积突破 3 万亩、烟叶种植面积
约 1万亩、连翘种植面积达 1万亩。

“产业兴则乡村兴。我们将一如既往
坚持跟进监督、精准监督，护航特色农产业
发展，助推特色农产业提档升级，为群众增
收致富保驾护航。”渑池县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王峰）

渑池县：

守好监督“责任田”
护航乡村“振兴路”

秋已至，果正香。走进灵宝市寺
河山，早熟苹果“华硕”“红露”从浓密
的 绿 叶 间 探 出 一 个 个 红 彤 彤 的“ 脸
庞”。山坡上、田野间，果香四溢、沁
人心脾。

今年雨水充沛，早熟苹果抢“鲜”
上 市 ，产 量 、品 质 和 价 格 都 优 于 往
年。果农们笑容如花，忙着采摘装运
果子，“抢滩”果品市场，稳赚今年的
第一桶“金”。

三门峡 是 特 色 农 业 市 ，果 品 是
一 大 支 柱 产 业 。 在 秋 天 的 田 野 上 ，
苹果就是最靓的“角儿”。当然收获
的 背 后 ，有 政 策 的 主 导 ，果 农 的 辛
劳，市场的运作，也离不开一支农业
人 才 队伍——三门峡市 果 品 产 业 科
技特派员服务团的辛勤付出。他们
长 年 忙 碌 在 果 品 生 产 一 线 ，开 展 关
键 技 术 推 广 、指 导 和 各 种 服 务 、培
训，扎实有效提高果农的管理水平，
促 进 我 市 果 品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成
为“ 三 农 ”政 策 的 宣 传 队 、农 业 科 技
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
群 众 致 富 的 带 头 人 ，使 广 大 果 农 种
出“金果果”，收获“金蛋蛋”，提升获
得感和幸福感。

这支服务团，其中 3 名成员被省
有关部门授予“优秀科技特派员”称
号，1 名成员被市科技局授予“群众满
意的科技特派员”称号。据统计，2024
年以来，我市果品产业科技特派员服
务团开展技术指导 40 余次，服务果农
1000 余人（次），印发技术资料 1500 余
份。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结合实际，我市组建了由市、县
两级园艺技术人员组成的三门峡市
果品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服务
团由研究员 1 人、高级农艺师 7 人、农
艺师 4 人组成，技术服务力量雄厚，并
吸收了果树栽培、植物保护、农产品
加工与营销等多学科专业技术人员

进入服务团，为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强
科技支撑。与此同时，服务团与市科
技 局 签 订 服 务 协 议 书 ，明 确 服 务 内
容，确保达到成效，规范服务标准，为
科研成果转化和新技术推广提供重
要保障。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送到
果园里。

小果品如何赢得大市场，品质自
然是关键，也是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的
重大课题和任务。

技术指导入心入脑见实效。在
果树管理关键季节，科技特派员服务
团成员进村入园，指导腐烂病、霉心
病等防治，示范推广抗重茬、水肥一
体化技术等。新果园怎么建？老果
园如何提质增效？果树春夏管理有
何不同？阳光玫瑰葡萄、樱桃、梨等
如何高效栽培，技术标准如何统一？

科技特派员耐心细致的指导让果农
茅塞顿开，实现科学管理，达到丰产
增收。

集 中 培 训 有 声 有 色 有“ 干 ”货 。
会同 8 位国内知名专家教授，在全市
开展 3 次大型技术培训，培训技术骨
干和果农 400 余人次。今年 3 月底，灵
宝市的豫西阳光玫瑰栽培及调控技
术培训会举行，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专家刘崇怀、研究员刘三军受
邀授课；8 月初，苹果早中熟品种高产
高效技术集成示范观摩及培训交流
会，8 月中旬阳光玫瑰葡萄提质增效
技术培训会连续举办，专家将理论与
实践结合，使果农受益匪浅。

科技示范园引领果品产业高效
发展。创建苹果矮砧集约栽培示范
园 5 个，指导推广中国特色苹果矮砧
砧木楸子的发展应用，示范引领并推

广苹果抗重茬砧木建园技术与抗重
茬土壤处理技术；创建老果园提质增
效示范园 5 个，在灵宝市、陕州区重点
乡（镇）推广示范果园简易水肥一体
化技术与土肥水精准调控技术，推广
面积 1.6 万亩；创建高质高效现代综
合性示范园 5 个，指导推广秦脆苹果
补钙技术、瑞雪苹果套袋管理技术以
及果树省力化栽培技术。

试验示 范 持 续 坚 守 推 进 。 连 续
3 年 在 陕 州 区 开 展 梨 中 矮 系 矮 化 砧
穗组合试验，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
西洋梨在中矮 1 号砧木上，矮化效应
明 显 ，成 花 好 ，早 果 丰 产 能 提 早 2
年。在湖滨区开展玉露香梨液体授
粉 试 验 调 查 ，解 决 我 市 梨 树 授 粉 费
时 费 工 成 本 高 问 题 ，为 来 年 我 市 梨
产区液体授粉技术应用提供数据支
撑和技术储备。在灵宝市 25 个示范
点 试 验 推 广 化 学 疏 果 ，解 决 果 农 疏
花疏果期间用工荒、成本高问题，共
试验品种 3 个，让果农切身感受化学
疏 果 的 优 缺 点 ，达 到 以 点 带 面 的 示
范推广效果。

40 余 个 新 优 品 种“ 果 色 添 香 ”。
秦脆、蜜脆、华硕、瑞雪、鸡心果、维纳
斯黄金、美味、瑞香红等苹果新品种
越来越多；阳光玫瑰、妮娜皇后、浪漫
红颜、紫甜无核、甜蜜蓝宝石等葡萄
新品种以及盘克汉姆、阿巴特、秋月、
好本号、三季梨、玉露香等梨新品种
不断加快品种结构调优调强。

关键 技 术 确 保 去“ 病 ”健“ 体 ”。
从 果 园 矮 密 栽 培 、更 新 改 造 ，到 防
雹、生草、覆膜等 12 项关键技术，解
决 老 果 园 更 新 重 茬 技 术 难 题 、品 种
栽 植 选 择 疑 惑 等 果 品 生 产 技 术 难
题 。 今 年 ，我 市 水 肥 一 体 化 推 广 面
积 1.5 万亩，老果园提质增效面积 10
万 亩 ，果 园 生 草 技 术 推 广 面 积 8 万
亩 ，病 虫 害 绿 色 防 控 技 术 推 广 面 积
60 万亩，苹果套纸袋 51 亿个，葡萄避
雨栽培 1.5 万亩。

本报讯 8 月 18 日至 19 日，全市 2024 年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会议召开。市
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乡村发展服务
部等部门负责人和各乡（镇、街道）防止返
贫监测帮扶分管负责人、业务骨干等 160 余
人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
强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信心和决
心，盯紧抓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任务，
不折不扣打好持久战，全面落实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大部
署，统筹推进打好总体战，切实把防止返贫
监测帮扶集中排查作为重要抓手，聚焦问

题整改打好歼灭战。要突出重点难点，强
化底线思维，客观认识当前形势，正视问题
不足，全面认真抓好整改，聚焦关键环节，
有力有序有效抓好 2024 年度集中排查工
作。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督促指导，抓好工作统筹，分类组织培训，
确 保 如 期 顺 利 完 成 集 中 排 查 各 项 工 作 任
务。

会议全面部署了 2024 年防止返贫监测
帮扶集中排查工作，针对工作重要环节详
细解读集中排查的相关政策要点，同时开
展现场答疑解惑、实操培训等。此外，会议
对近期项目资金、产业就业、金融帮扶、问
题整改等重点工作进行安排。（本报记者）

全市 2024年防止返贫监测
帮 扶 集 中 排 查 会 议 召 开

科技特派员服务团让三门峡花果飘香
本报记者 纪雨童

湖滨区涧河街道崤北社区人大代表联络室：

搭 建“ 连 心 桥 ” 办 好 群 众 事
本报记者 张静怡 通讯员 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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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烤烟助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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