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众有需求了，第一反
应都是找网格员帮忙。我们
对村里情况比较了解，能够
用 群 众 容 易 接 受 的 方 式 及
时 、精 准 地 为 群 众 解 决 问
题 。”赵 家 村 网 格 员 梁 珊 珊
说。梁珊珊是该村妇女联合
会副主席，也是巾帼法律明
白人，村里妇女有问题都习
惯找她帮忙。

在该镇党委的统一部署
下，赵家村构建了“镇党委书
记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小 组 干
部、党员志愿者（群众代表）”
四级网格基层治理体系，确
定一级、二级网格长各 1 名，
三级网格长、四级网格员各 5
名，积极探索“网格+”多元共
治模式，将网格体系运用到
党建、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
治、平安法治、民生实事等各
项工作中，通过网格收集民
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力，做
到大事难事全网联动，小事
易事一格解决。

乡村治，则百姓安。赵
家 村 以“ 网 格 ”畅 通 村 民 自
治渠道、夯实乡村治理基础

所带来的变化，正是焦村镇
乡村治理方式变革、治理效
能 持 续 提 高 的 缩 影 。 近 年
来，焦村镇以党建引领为核
心，以实现自治、法治、德治
为目标，因地制宜探索构建

“一核三治”乡村治理体系，
推 动 乡 村 治 理 由“ 无 组 织 ”
向“有组织”转变，群众参与
由“ 被 动 式 ”向“ 主 动 式 ”转
变 ，干 部 群 众 关 系 由“ 松 散
型”向“紧密型”转变。

“离开牌场到球场，不贪
酒杯夺奖杯。”这是一句在卯
屯村人人熟知的顺口溜。“村
BA”打 了 三 十 多 年 ，村 风 民
风持续向好，该村党支部书
记卯晓展对农民篮球赛有着
很 深 刻 的 体 会 ，他 回 忆 起
2024 年 4 月份村里承办的河
南省第十四届万村千乡农民
篮 球 赛 争 霸 赛 ：“ 决 赛 前 一
晚，球场被大雨淋湿，得知组
委会要将比赛场地转移，一
清早党员群众五六十人自发
一起清理球场，足足干了 2 个
小时，地板缝里的存水直接
拿卫生纸擦干，最终把比赛

留了下来。”
该镇将建好用好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作为德治的
载体，通过举办孝老爱亲宴、
篮球赛、文艺汇演等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持续筑牢农村
思 想 文 化 阵 地 。 通 过 制 定

“村规民约”、组建“四会”、大
张旗鼓表彰道德模范，完善
治 理 体 系 、推 进 典 型 带 动 。
目前全镇已经实现“一约四
会”、网格治理全覆盖，全年
累计表彰先进家庭 92 个、先
进个人 338 名。

“焦村镇将继续探索构
建能够自我管理、自我督促、
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基层
组 织 制 度 体 系 ，让 制 度‘ 长
牙’‘带电’，为促进村庄治理
常态化、规范化保驾护航。”
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马晓
科说。

蓝图已成现实，愿景将
成实景。放眼锦绣河山，衡
岭塬的乡村故事有了亮丽底
色，正以前所未有的精神风
貌，向高而攀，向新而行，踏
出乡村振兴的铿锵足印！

灵宝市焦灵宝市焦村镇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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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川 明 朗 ，叠 翠
流金；沃野织锦，硕果盈枝。

又是一年秋天至，融融暖阳下的
衡岭塬，恰是遣兴陶情的好去处……

近年来，灵宝市焦村镇坚持学好用
活“千万工程”经验，依托城郊乡镇区位优
势、交通条件，苹果小镇文化底蕴、产业基
础，秦岭山脉资源禀赋、环境特点，以农、文、
旅、康融合为突破口，以建强城郊型经济为主
线，以建设和美乡村为主题，聚焦服务城市
建设，重点发展配套服务业、文化旅游业、
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等，加快形成全要素、
多领域、高效益的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布
局，乡村经济活力、发展潜力与成长

魅力持续释放，走出了一条农旅
融合、文旅融合、城乡融合

的发展之路。

眼下，正值葡萄成熟上市的季节，
焦村镇西常册村的妮娜皇后葡萄迎来
甜蜜丰收季。在葡萄园里，一串串沉甸
甸的葡萄挂满枝头，果实颗粒饱满浑
圆，空气中散发着阵阵果香，让人垂涎
欲滴。在该村农产品展厅，工作人员正
忙着给葡萄打包发货，慕名前来的游客
络绎不绝。

“全镇‘三问三比’活动开展以来，
我们村‘两委’干部干劲空前高涨。今
年 我 们 把 村 里 的 农 特 产 品 都 挂 上 了

‘小黄车’，晚上直播白天发货，产品走
向全国各地。”西常册村党支部书记张
志强说。

张志强口中所说的“三问三比”，是
焦村镇近年来在全镇党支部书记中开展
的“灵魂三问、工作三比”活动。“灵魂三
问”即每天问一问当党支部书记为什
么？当党支部书记期间为群众干了些什
么？离任后能为群众留下些什么？“工作
三比”即每天和前任书记比一比、和邻村
书记比一比、和上一年度比一比。

近年来，西常册村先后建成高标准
食用菌产业园、高质高效玻璃温室大
棚、百亩妮娜皇后葡萄基地，探索开发
柿子醋、粗粮制品、豆糁等农产品，特色
农业发展稳中提质；举办“万村千乡”农
民篮球赛预选赛、“常乐杯”农民歌手大

赛，农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实现整村道路硬化改造，村庄
处处是美景。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头雁”领航作用凸显。

“群众执意要土葬，工作真是不好
做。”“必须有效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

《村规民约》要务实管用，党员干部得率
先垂范。”“必要时可以对配合政策的农
户给予物质或者现金奖励。”……在西
常册村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关于殡葬改
革的探讨交流正在进行。西常册、常
卯、秦村三个邻村的党支部书记齐聚一
堂，进行着激烈的思想碰撞。

“三人行，必有我师。”张志强作为
“老书记”，大方输出着自己的治村“真
经”，“新书记”许珂玮、庞新革深受启
发。“老书记”带领“新书记”，“前浪”带
动“后浪”，“结对传帮带”党建品牌在该
镇蔚然成风。

该镇把开展“三问三比”活动作为
提升全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的重要
举措，突出“梯次培养”，着力在选优配
强“领头雁”、跟踪培育“接班人”、激励
蓄能“先锋队”上下功夫，支部带动党
员、党员带动群众、群众推动治理，一份
份新时代基层党建答卷，在全镇 45 个
基层党组织、2228 名党员的创新实干
中书写。

“这边在建的是 5 号牛棚，建成后
存栏量可达 1800 头；那边是已经建成
的有机肥厂厂房，可以把牛粪加工成
有机肥上庄稼，实现农业生产绿色循
环。”在罗家村弘峪生态牛场，该村党
支部书记王登波一边查看工程进度，
一边介绍。

近年来，罗家村以“三变”改革为
突破口，成立弘农沃土农牧专业合作
社，推广种植现代矮砧苹果 480 余亩，
完成千头牛场项目建设，打造养老服
务中心……2023 年，该村集体资产达
到 4200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103 万
元。今年 3 月 4 日，罗家村举行第七届
合作社分红，共发放分红 38 余万元，
受益群众 380 余户。

又逢甜蜜收获季，满架葡萄一园
香。在秦村千亩阳光玫瑰葡萄基地，
放眼望去，一座座白色的塑料大棚，一
排排整齐的葡萄架蔚为壮观。绿油油
的藤架上，一串串清亮圆润、颗粒饱满
的阳光玫瑰葡萄缀满枝头。葡萄陆续
成熟上市，果农们丝毫不担心销路，这
份自信来源于村里不久前建成的葡萄
出口分拣中心。

“ 分 拣 中 心 仓 储 面 积 3100 平 方
米，葡萄冷储量达 300 万斤，每年可实
现分拣出口葡萄 1000 余万斤。葡萄

采收、分拣等可带动 100 余人就业，预
计支出工资 150 余万元。”葡萄出口分
拣中心负责人赵彦举介绍道。

据了解，该镇葡萄出口分拣中心
的建成投用，填补了全镇冷链物流分
拣中心的空白。通过分级销售促使种
植户重视品控，从而提升本地葡萄的
生产规模和种植技艺，进一步扩大焦
村葡萄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可促进“小
农户”衔接“大市场”。

近年来，该镇立足区位产业优势，
坚持项目赋能强产业，促进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化、智能化、全链条发展。葡
萄产业实现了设施化种植，全镇 2 万
亩葡萄日光棚、遮雨棚等设施配置率
高达 90%。苹果产业实现了规模化发
展，万亩苹果连块成片。随着高山果
业脱毒种苗繁育基地、冷藏分拣中心
的建成，形成了集育苗、种植、冷藏、分
选于一体的苹果全产业链，年产值约
1.2 亿元。康养产业实现了多元化培
育，高中低端康养企业梯次培育、多点
开花，全镇康养企业达 12 家，床位 800
余张。食用菌产业实现了集聚化发
展，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凸显，分散式林
下种植逐步转变为设施养菌、集聚发
展。全镇“南苹果、北葡萄、西食用菌、
东康养”产业布局初步形成。

八月盛夏，第四届“工生杯”篮球赛在焦村镇重阳广场打响。
激情赛事不仅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也让乡村之夜有声有色，充满
新的活力。

焦村镇是远近闻名的“篮球之乡”，篮球文化悠久，群众基础广
泛。2024 年以来，该镇先后举办了卯屯村第三十一届春节篮球赛、
河南省第十四届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争霸赛、东村夏季农民篮球
赛等大小赛事，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的篮球盛宴。

“去年灵宝市焦村镇乡村篮球赛，入选了全国首批群众‘三大
球’精品赛事。今年的‘村 BA’氛围更好，赛事更精彩，吸引了大量
球迷，有力带动了全镇乡村旅游、餐饮住宿、特色农业等产业的发
展。焦村镇将以‘村 BA’为切口，进一步提升焦村镇乡村篮球赛的
品牌影响力，加快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焦村镇有关负
责人说。

近年来，该镇依托城郊乡镇区位优势，明确建设“美丽经济
目的地”和“农文旅融合发展”思路，发展重心逐步向商贸旅游及
三产倾斜，有机串联“山水林田湖”等农业资源、自然资源、文化
资源，塑造乡村特色，留住乡愁记忆，持续提升娘娘山自然观光
游、苹果文化体验游、罗家人文研学游、田园西册休闲游、乡村篮
球赛事游、衡岭葡萄采摘游等农文旅融合经典品牌，助推乡村振
兴全面提速。

“我们注重保留乡村独有的文化记忆、传承本土文化、发展文
化产业，研发文创系列产品。比如，拓展工生文化内涵，将面塑、剪
纸、灯笼等纳入工生文化范畴；继续加强与周边乡镇、县、市的对
接，将各个景点和函谷关等周边景区连为一线，打造精品线路，扩
大‘辐射效应’，做优本地游、周边游。”该镇一级主任科员赵继红
说。

近年来，该镇积极培育苹果、葡萄、樱桃、食用菌等特色农业，
乡观矮砧苹果、南安头红提、秦村阳光玫瑰、西常册妮娜皇后、贝子
原食用菌、马村樱桃……一张张亮丽名片引来八方客，农旅融合焕
发新活力。欣赏娘娘山如梦如幻的冰挂奇观，品味李工生纪念馆
蕴藏的百年苹果文化，感受火热“村 BA”带来的激情与欢乐，文旅
融合增添新色彩。主动承接城市服务功能，进一步整合各类康体
养老资源，打造现代化康养综合体项目，城乡融合呈现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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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为乡村强基 产业提质 为乡民增收

融合发展 为乡景增色 优化治理 为乡愁增温

焦村镇焦村镇 55GG 未来果园未来果园

华康养老服务中心

西常册村农产品展厅打包发货忙

河南省第十四届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争霸赛卯屯赛区

高山果业脱毒苗木组培繁育基地高山果业脱毒苗木组培繁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