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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前正值“三夏”农忙关键
时期，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
新区）大王镇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 作 用 ，深 入 田 间 地 头 ，抢 农 时 、助 生
产、解民忧，全力保障夏粮抢收工作。

高效统筹，调动资源全力抢收。为
保障“三夏”生产工作高效推进，大王镇
第一时间召开“三夏”生产工作会议，突
出抢收、抢种、抢管重点环节，实行班子
成员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党员包户

的“三级联动”机制，确保“三夏”工作层
层落实。驻村第一书记、党员干部结合

“党建+网格化”制度挨家挨户走访调
查，对小麦成熟度、所需农机数进行统
计，及时协调解决生产问题。

党 群 同 心 ，担 当 作 为 攻 坚 克 难 。
该 镇 300 余 名 党 员 干 部 组 成 25 支“ 三
夏 ”帮 扶 小 分 队 ，开 展 助 农 抢 收 工 作 。
炎 炎 夏 日 里 ，党 员 干 部 们 的 红 色 身 影
穿 梭 在 麦 田 与 晒 场 之 间 ，为 农 机 手 送

水 送 饭 ，帮 助 袋 装 运 输 ，协 调 晾 晒 场
地 ，成 为“ 三 夏 ”时 节 一 道 亮 丽 的 风 景
线 。 针 对 孤 寡 老 人 、留 守 家 庭 等 劳 动
力不足的农户，各村党支部建立“一对
一 ”帮 扶 机 制 ，出 动 农 机 、志 愿 者 帮 助
抢收，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田。截至
目前，已出动农机百余次，完成小麦收
割 7000 余 亩 ，预 计 本 周 内 全 面 完 成 小
麦收割工作。

党建引领，强化服务保障生产。该

镇各村党支部积极协调人力、机械，整
治清理主次干道路域，为“三夏”生产期
间晾晒、运输创造良好环境；积极联系
粮食收购企业，为农户提供收购联系方
式，畅通销售渠道，保障农户收益；充分
利用文化广场、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场
地，协调闲置空院、厂房等作为临时晾
晒场，切实提升服务水平，发挥阵地作
用，全力保障生产。

（陈梦颖）

本报讯（记者王超 通讯员王小峰）“坡头要
发展，我该谋什么？”近日，渑池县坡头乡针对这
一问题，组织干部展开研讨交流，用思想碰撞的
火花，进一步拓宽视野和思路，定下发展目标，抓
好落实，激活发展动能。

现 场 相 关 人 员 立 足 岗 位 职 责 ，围 绕 产 业 发
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对照全县发
展规划，深入剖析坡头乡发展面临的资源优势与
瓶颈挑战，共提出涵盖产业培育、生态保护、民生
改善等领域发展建议 30 余条，为坡头乡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最终，结合坡头乡生态资源禀赋，该乡确定
了接下来的发展思路：即以“农文旅融合”为抓
手，打造特色田园综合体；聚焦民生短板，继续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干部
队伍建设，通过“导师帮带制”“实践练兵场”等方
式，破解年轻干部经验不足、能力短板等问题。

该乡负责人表示，全体干部要以“四为”问题
整治为契机，树立“干字当头、奋勇争先”的鲜明导
向，将研讨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锚定目标抓落实，
对照全县发展大局，创新突破谋发展，锤炼作风强
担当，以实干实绩为现代化渑池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王建栋 通讯员赵
灵）为进一步畅通民意渠道，提升基层
治理效能，近日，陕州区张汴乡正式推
出“陕闪办”——连接民心平台，借助
数字化手段搭建起党委、政府与群众
沟通的新桥梁。

“拿出手机扫一扫，诉求秒速传政
府！”秉持“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的理念，“陕闪办”操作简单便捷，
群众只需扫描专属二维码，就能轻松
进入平台页面。在这里，无论是生活
难题、民生建议，还是矛盾纠纷，都能
详细填写，还能上传现场照片、视频作
为补充，全方位、精准化反映问题。提

交成功后，相关信息即刻直达后台，由
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并转办。工作人
员每日定时查看后台，将群众诉求分
类汇总，第一时间派单至对应责任部
门。同时，明确各部门办理时限，普通
问题限时办结并及时反馈；复杂问题
全程跟踪督办，确保群众的每一个诉
求都有着落、有回音。

自 试运行以来，“陕闪办”成效显
著。寺院村村民通过平台反映村内道路
破损，出行不便。张汴乡接诉后迅速行
动，组织人员实地勘查，施工队伍随即进
场修缮。短短几天，原本坑洼的道路平
整如新，村民出行难题迎刃而解。

成人礼
致青春

6 月 17 日 ，陕 州 中
学 举 行 2026 届 学 生 十
八岁成人礼，学生跨越

“ 成 人 门 ”、佩 戴“ 成 人
帽 ”，开 启 人 生 新 的 旅
程。图为学生和家长在
成人门前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王建栋 摄

本报讯（记者任志刚）今年以来，义马
市千秋路街道鸿庆社区通过划分网格、建
立机制、凝聚合力，深耕网格“责任田”，让
居民生活更安心、舒心、暖心，让小小网格
成为居民幸福生活的坚实依托，绘就基层
治理的温暖图景。

织密网格治理“组织网”。社区党委
根据辖区“老小独散”的特点，科学划分 10
个网格，35 个微网格，配备 10 名网格长、18
名专职网格员，积极吸纳社会组织、新就
业群体成员等成为流动网格员，充实网格
力量。通过网格员“三个至少”工作法，开
展“早访+夜访”错时上门走访活动，建立
居民信息台账，并进行动态更新。

拧紧网格安全“责任链”。建立“日常
巡查、未诉先办、联动处置”工作机制，依
托网格前端排查，网格员就地化解飞线充
电、邻里纠纷等一般性矛盾纠纷 65 个，联
合法院、派出所、律师事务所等力量，开展

“小院议事会”5 次，先后解决了机电西区
卫生管理、邮电小区环境治理等重点难点
问题。组建“红袖标”巡逻队，每周三对网
格内沿街商铺、背街小巷开展燃气安全、
食品卫生、消防器材设置等安全排查行动
80 次。

打好网格服务“组合拳”。坚持以群
众 需 求 为“ 圆 心 ”，以 精 细 化 服 务 为“ 半
径”，打造社区食堂，提升服务品质，办好
惠民工程。联合爱心商户、社会组织为行
动不便老人提供“代办跑腿”服务，进行高
龄补贴认证、送药上门、水电费缴纳等活
动 112 次 ，让 居 民 在 家 门 口 享 受 便 民 服
务。联合派出所、鸿庆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党员志愿者等开展反电诈宣传、安全
知识普及、健康义诊等活动 45 次，发放宣
传彩页 2600 张。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近日，走进
灵宝市阳平镇东营村，一排排整齐的
蔬果大棚分立田间、绵延不断，一串串
成 熟 的 番 茄 从 藤 蔓 与 枝 叶 中 探 出 头
来，与村民忙碌的身影交相辉映，多彩
番茄不仅丰盈了村民的“菜篮子”，更
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串起了乡村
振兴的“斑斓梦想”。

大棚内，颜色各异的小番茄正蓬
勃成长，品种有青口蜜、黄金龙、千禧
等，种植户谷万波穿梭在藤蔓间，熟练
地采摘成熟的小番茄。“我家种植小番
茄已经 3 年了，这个大棚每年的亩产量
都能稳定在 6000 斤左右。”谷万波边摘
番茄边介绍说，“采摘期从 6 月陆续开
始，一直到 10 月左右，每棚预计收入三
万元左右。我们大棚里的小番茄都是

自然成熟，完全不用激素催熟，比传统
小番茄更加清脆爽口、鲜甜多汁，深受
消费者喜爱。”

据了解，除了 6 棚小番茄以外，谷
万波还种植了西瓜、香瓜、小辣椒，吸引
周边游客前来游玩、采摘。每到采收季
节，这些水果蔬菜总是被抢购一空。

通过不断地摸索和学习，谷万波
成 功 探 索 出 了 一 条 水 果 种 植 致 富 的

“新路径”。受此鼓舞，村民们也都纷
纷开始探索适合自己的水果种植、蔬
菜种植、养殖业等多种产业发展路径，
越来越多的村民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
劳走上了致富之路。一幅“望得见村
美民富、看得见业态兴旺”的振兴画卷
正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由点及
面，串“株”成链，徐徐展开。

“陕闪办”上线

陕州区张汴乡架起数字化“连心桥”

渑池县坡头乡：

研讨交流拓视野 集思广益谋发展

示范区（高新区）大王镇：

党员冲锋一线 护航“三夏”生产

灵宝市阳平镇：

“多彩”小番茄 串串致富果
本报记者 何英杰 通讯员 邵一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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