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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 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张八桥镇“七个一”
抓实抓好党史教育

近日，张八桥镇充分利用各类学习阵地、活动载体积极引

导全镇党员干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取得了初步成效。

开展“每日一题我来记”活动。利用镇、村电子显示屏、

微信工作群，加深镇、村干部对党史应知应会知识的记忆；开

展“每日一首红歌”活动。利用镇、村联村广播，让党的声音

传到全镇每个角落；开展一次“读四史明史理”活动。利用智

慧公益图书馆、各村图书室，组织镇、村党员、群众进行学习，

让广大党员、群众对“四史”有新的认识，从而融会贯通到日

常工作生活中去；每月组织一次巡演。以镇文化（旅游）卫生

健康服务中心为依托，组织镇域内文化志愿者及文艺人才，

编创红色戏曲、小品等，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接受党史教育；

每半月进行闭卷测试。以镇党建办、党政办为主体，组织镇、

村干部加强党史理论学习；每月组织一次“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结合各党支部主题党日开展环境大扫除、弱势群体帮

扶等活动，让群众获得更多幸福感；举办建党100周年书画展

活动。利用“五一”、“七一”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活动，号召

广大党员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杨艳旭)

铁路办事处“八个结合”
推动党史教育走深走实

为确保党史学习教育高起点开局、高质量开展，铁路办

事处以“八个结合”为切入点，精心谋划、周密部署、统筹推

进，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起好步、开好局、见实效。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党的组织教育相结合。将党史学

习教育抓在日常，融入“三会一课”，以开展主题党课、主题

党日等形式融会贯通；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从严治党相结

合；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共驻共建相结合。借助党史学习教

育，探索开展更多形式的主题活动，实现共建共享，共同提

高、协同发展；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志愿服务相结合。通过

开展送课上门服务，帮带非党同志学习，亮好铁路地区志

愿服务新名片；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流动党员管理相结合。

通过组建流动党员党史学习教育微信群，积极开展网上互

动交流，保证流动党员的参学率达到100%；将党史学习教

育与建设学习型机关相结合。通过举办多种形式集中学

习教育，做到精准施教，激发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将党史

学习教育与在职党员报到相结合。通过学习革命先辈精

神，把对党、对祖国、对本职岗位的满腔热情转化为实际行

动；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对外宣传相结合。通过创新宣传形

式、丰富宣传内容，线上线下齐发力，多措并举营造党史学

习教育浓厚氛围，让党史学习教育走心又有新，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王硕)

“根植红色基因
听党话跟党走”研学活动启动

3 月 24 日上午，由县教体局主办、县文投公司协办的

“根植红色基因 听党话跟党走”研学活动在县解放广场启

动。来自为民路小学、王铁庄小学、西城门小学等师生代表

170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研学活动通过带领同学们走进宝丰革命纪念馆和中原

军区司令部旧址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用敬献花篮、为烈士

扫墓等实际行动祭奠烈士，听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

的故事，探寻先辈们的足迹，感悟他们艰苦的奋斗历程，从

而把红色传统、红色记忆、红色基因根植于青少年学生心

中，真正做到听党话、跟党走。

活动后，同学们表示，能够走出校园、缅怀先烈，重温家

乡的红色文化，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懂得了所

肩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今后将牢记嘱托，听党话、跟党走，

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陈亚诗）

3月24日，县信访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观看专题片《榜

样5》。收看后，该局要求机关党员干部要以榜样为镜，树牢

初心、奋发进取、创新争先，感悟“四力”内涵和“三牛”精神，

结合信访工作，提升各项自身能力，为建设“四强县”、迈入

全国“一百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旭柯 摄影报道

三月的春风，吹暖了父城大

地，吹绿了山乡沟畔，也吹响了观

音堂林站小康生活变奏曲。

“自从村里开始建设牡丹、芍

药种植基地，俺就响应号召，主动

流转出了自家的田地，支持村里

的发展。后来，就和乡亲们一起在花卉基地里务工，前几

天，村里给我们发了务工补助，我领到了7000多元，心里

甭提多高兴了。”3月23日上午，观音堂林站余家村村民

薛云说起发放务工补助，一脸欢喜。

去年8月份，余家村“两委”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引进

牡丹、芍药种植项目，打造鹰城花谷生态旅游景区。通过

流转土地，该村一期200亩牡丹芍药在今年春节前种植

完毕。目前，幼苗已破土而出，生长的亭亭玉立。

近年来，观音堂林站奋力实施“一乡一业、一村一

品”工程，大力发展壮大花椒种植，不断延伸花椒产业

链条，积极拓展增收致富渠道，着力打造“花椒之乡”，

助推乡村振兴。

据该林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观音堂林站花椒

种植面积达到4万余亩，基地覆盖了全站18个行政村，

年产花椒110万公斤，平均每亩年收入3000至5000元，

年创产值6000万元以上。同时，还注册了“溢红”“水磨

湾”等系列花椒品牌，研发了花椒粉、花椒油、花椒芽

菜、花椒酱、花椒锅巴等系列产品，以花椒为主导的产

业链条初步形成。

2020年，石板河景区成功创建国家AAA级景区，年

接待游客突破 15 万人，被平顶山晚报推荐为全市休闲

度假景区；三间房村围绕农耕研学教育基地和传统古

村落，顺利举办了 3 次研学乡村游；余家村余家客舍民

宿项目已打造完成四套，现仍在快速推进建设。此外，

三间房、闫三湾、北水峪、罗顶等村的生态乡村游相继

成为区域旅游的新亮点，全林站乡村旅游业布局初步

成型，全域旅游蓝图精彩呈现。

在持续壮大花椒主导产业和加快推动全域旅游文

旅业发展的同时，观音堂林站正加速推进‘一村一品’

发展步伐，积极培育各村特色产业。目前，“观音堂花

椒”地理标志产品创建成功在即；北水峪村迷迭香育苗

基地，已辐射带动周边乡村广泛种植，连片打造迷迭香

产业园；大石扒村白玉木耳种植和

宋沟村黄粉虫养殖产销两旺；滴水

崖村、崔家村、闫三湾村的连翘、吴

茱萸等中草药种植已初具规模；罗

顶村的肉羊、马堂村的生猪、北水

峪村的肉牛养殖；崔家村石磨坊加

工的石磨面、杂粮等农副产品，三间房村彩霞酱菜坊的

咸菜、酱菜均已成为节庆期间的热销商品。

“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观音堂林站将结合山区自然条件，以‘强党建、抓产业、

促旅游’为重点，着力提升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标准

化、经营化水平，继续推动林站‘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又好又快发展，强力构建乡村产业发展新格局，让产业

发展、产业兴旺实现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永动力’，以

昂扬姿态开启新征程，用‘三牛精神’实现新作为，继续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步伐，为我县建设‘四强县’、迈入全

国‘一百强’贡献林站积极力量。”观音堂林站党委书记

白大良表示。 （肖艳超 何林静）

观音堂林站——

山沟里唱响小康生活变奏曲

“感谢镇党委政府在

我创业遇到困难的时候

给我提供了政策、资金和

技术上的帮扶，让我的家

庭农场渐渐走上正轨，年

净利润达到十万元，现在

有工人50人，还有周边村

里的贫困户在这里打工，

我也算给家乡发展做了

些贡献。”日前，商酒务镇

社保所收到一封感谢

信。写信的是该镇赵官

营林下种植经营者张伟

锋，同时寄来的还有一盒

他种植的赤松茸。

家 住 商 酒 务 镇 赵

一村的张伟峰，2018 年

返乡开始自主创业，经

过多次在福建实地走

访考察，决定种植有丰

富 营 养 价 值 、前 景 广

阔、市场需求量大的野

生食用菌赤松茸。

想法有了，但施展

起来困难重重。种菌

需要大片的适宜土地，在张伟峰一筹莫

展之际，该镇党委政府向他伸出援助之

手，通过与有关单位多次沟通、协调，免

费把 20 亩廊道空地提供给他种植使用，

解决了土地问题。

然而首次种植，经验不足，造成张伟峰

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遇到了瓶颈。该镇

社保所获悉这一问题后，第一时间与县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反映张伟峰的创业情

况，帮助他申报外出务工返乡创业人员小

额担保贷款15万元，解决其资金问题；同

时，积极联系菌类种植专家，指导其科学种

植，避免弯路，减少浪费。有了资金与技

术，张伟峰干劲十足，将赤松茸的种植规模

从最初的20亩扩大到100亩，并很快获得

了收益，实现年产值30余万元，赤松茸种

植事业发展的红红火火。

“截止目前，我镇联合县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已为 26 名创业者发放小额

创业贷款 290 余万元。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支持鼓励返乡

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为他们争取政策支

持，确保让好的项目在商酒务镇 25 个行

政村遍地开花，助力乡村振兴。”该镇党

委书记郭书东说。 （焦李杨 卫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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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主题宣传活动专栏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