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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走进渑池县坡头乡，漫山红遍，层林尽染，
一幅红叶染翠绿的优美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

坡头乡位于渑池县城西北 17 公里处，紧邻黄河，森林
覆盖率高，耕地面积 3.7 万亩，林地面积 20.6 万余亩，下辖
16个行政村，共有 15741 口人。

近年来，坡头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聚精会神抓发展，全力以赴拼经济，一
丝不苟守底线，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更高质量、更高效益、
更可持续的发展。

新的蓝图鼓舞人心，新的使命催人奋进，
新的征程任重道远。

坡头乡将继续坚持“项目为王”理念，积极
发展特色产业，坚决守护绿水青山，严密守牢
安全底线，创新基层治理，全力建设和美乡村，
紧紧依靠全乡人民，同心协力，拼搏攻坚，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渑池的新征程上谱写
更加绚丽的篇章！

坡头乡历史底蕴深厚，人文气息浓
厚。

这里既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不召寨遗址，东汉名士周党隐
居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北齐年间
所建的丈八石佛寺，还有唐代所建的云
门寺、宋代抗金英雄焦赞衣冠冢等历史
古迹和人文景观。

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坡头乡的
现 代 文 明 更 加 繁 荣 、文 明 乡 风 更 加 淳
厚。今年以来，该乡以建设省级文明乡
镇为契机，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广泛
开展道德模范、“最美家庭”、“星级文明
户”、“好婆媳”、“好乡贤”等评选活动；打
造“乡村光荣榜”品牌，聚力办好移风易
俗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顺利通过省级文明村镇复验，成功创建
国家级文明村 1 个、市级文明村 6 个、县
级文明村 6个；全力配合服务生态修复工
作，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聚力“三零”创建，打造平安和谐坡
头；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自主上报的五大类 10 项涉及道路、饮
水、技术服务等民生实事全部按时办结，

韶峰村党支部利用集体资金 7万余元，为
徐家门组 18 户群众硬化“户户通”道路
520 余米，茹窑村党支部采取申报“一事
一议”项目，干部群众及驻村工作队捐款
8 万余元和政府补贴 2 万元，硬化鹿鸣洼
组道路 1300 米，有效改善了群众的出行
条件，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成为群众生
活中的“小确幸”。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坡头乡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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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载体和强大引擎。

坡头乡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
依托重点企业和资源优势，创新招商、精
准招商，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产业发展
夯实基础。

今年以来，该乡坚持把稳增长放在
更加突出位置，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抢时间、保进度、抓质效，加快推动 8个重
点项目落地落实，优化项目建设全流程、

全周期服务，开展“店小二”服务，坚持项
目清单化，每月调度，跑出了项目建设

“加速度”；对招商引资线索进行月梳理
研判，广撒招商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把更多符合产业政策的大项目、好项目
引到坡头来。

截至 10 月，该乡完成一般性财政收
入 6351 万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
亿元，工业产值 2.02 亿元，新增入库“四
上”企业 1家。共实施省、市、县重点项目

8 个，完成投资 5.99 亿元。豪瑞贾家洼矿
生态修复治理、中铝西观吊矿生态修复
治理 2 个项目已验收通过；总投资 1.2 亿
元的木居慧年产 20 万套高端无漆木门和
10 万套智能家居项目各项前期手续办理
完毕，目前正在按照计划加紧建设，预计
12 月项目主体可建设完成，2025 年 3 月
可建成投产；总投资 4.5 亿元的中核汇能
渑池 60MW 风电项目已搭建完成项目
部，前期用地手续中永久用地手续已通

过省自然资源厅批复，目前正在进行占
地赔偿和地表附属物清理工作，预计 11
月底可实质性开工建设。

同时，该乡还主动外出上门洽谈招商
17 次，对接有价值的招商线索 3 个，正在
洽谈总投资 10 亿元的大唐河南发电百兆
瓦级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积极盘活旅游
资源，积极与中国文旅、河南文旅投资集
团联系，寻找战略合作伙伴，洽谈合作事
宜，争取把山水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既是时
代的呼唤，也是群众的期盼。

坡头乡境内的 4A 级景区黄河丹峡
是海洋变迁、地壳运动的有力见证，堪称
世界峡谷奇观；万亩韶山红叶和渑池古
八景韶峰叠翠等生态景观远近驰名；全
乡道路绿化率达 80%以上，绿化里程达
30 公里，特色经济林 4.38 万亩、封山育林
3000 亩、廊道绿化 1200 亩。

去年以来，在既 有 的 基 础 上 ，坡 头

乡 坚 持 以 超 前 思 维 抓 规 划 、以 工 匠 精
神抓建设、以“绣花”功夫抓管理，加快
补 齐 乡 村 基 础 设 施 短 板 ，着 力 提 升 内
涵品质。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再发力。该
乡以“爱国卫生月”活动为契机，在完成
日常环卫工作之外，组织开展“路域环境
治理”“不规范标语广告治理”等专项行
动，使出“绣花”功夫，力争今年年底建成
韩家坑村和美乡村，其余行政村全面启

动洁美乡村建设，从而形成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引领效应。

深化县、乡、村环卫分级作业管理机
制。韩家坑村党支部领办的专业合作社
中标承接乡域环卫工作，建立“乡政府主
导、公司化运作、全域化覆盖、常态化管
理、集中式整治”的环卫管理长效机制，
推动城乡环卫规范化，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新坡头。

谋项目惠民 生 推 动 乡 村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投 入 资 金 500 余 万 元 ，谋 划 岭
南 污 水 管 网 铺 设 项 目 、不 召 寨 吃 水 工
程 管 网 改 造 项 目 、西 川 村 淤 地 坝 和 道
路 维 修 项 目 ，惠 及 3 个 村 400 余 户 群
众。

推进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常态化举
办文化活动，发扬戏剧教育人、感化人的
作用，进一步繁荣基层文化，开展“好媳
妇”“好婆婆”评选活动，移风易俗，提升
乡风文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
要途径。

近年来，该乡把培育富民产业作为
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花椒种植面积稳
定在 4.38 万亩，柴胡总面积突破 3 万亩，
烟叶种植面积 1 万亩，连翘种植面积 1 万
亩，形成了优势互补、齐头并进的产业发
展格局。

享有“中原花椒第一村”美誉的不召
寨村，所产花椒色泽纯正、香味浓郁、麻
味醇厚，广受市场欢迎。自 2002 年发展

花椒产业以来，最红火时家家户户种花
椒，每年收入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
元。截至目前，该村依然保有花椒种植
面积 3000 亩，户均 8.3 亩，人均 2.8 亩，年
产鲜花椒 128 万公斤，年产值 2000 万元
以上。

经过 20 余年发展，该乡形成了以不
召 寨 村 为“ 领 头 羊 ”，其 他 各 村 齐 头并
进、奋勇争先的良好发展局面。

韶山有半个“药库”之称。韩家坑村
的村民从韶山上挖出柴胡进行移植，花
椒 树 下 套 种 柴 胡 模 式 ，实 现 了 增 收 致

富。该乡结合这一实际，一直把柴胡产
业作为群众增收的重要手段，于近年申
报了国家鉴定专业委员会鉴定地理标志
产品。

去年以来，该乡引进澜草堂药业公
司，努力改善种源，通过了伏牛山柴胡 1
号认证，形成企业供种、农户种植、企业
收购的订单式农户产业。2024 年，该乡
在 16 个行政村开展试点种子免费发放工
作，全年共发放种子 1.2 万斤，扩大种植
规模至 3000 亩，努力擦亮“豫西柴胡之
乡”品牌。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各村结合
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新路径，充分
调 动 本 村 资 源 ，不 断 提 升 经 济 发 展 的
可 持 续 性 。 泰 山 村 成 立 农 机 合 作 社 ，
服务全乡及周边收割玉米、小麦等，增
加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城 头 村 新 建 辣 椒
烘干厂，购置烘干设备，延长辣椒产业
链；土岭、汪坟、西川等烟叶种植大村，
积 极 争 取 高 标 准 农 田 改 造 项 目 、农 田
水利灌溉项目、电烤烟房改造项目等，
进一步提升了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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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坡头乡 辛磊 摄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志愿者帮助群众采摘辣椒

欧派智能家居车间扩建

椒农喜摘花椒茹窑村精神文明建设掀热潮

风电项目升压站建设施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