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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笔者走进肖旗乡韩店村

老醋坊，首先打开的不是视觉，而是味

觉，酸甜的醋糟味扑面而来。

所谓“夏伏晒、冬捞冰”，现在正是醋

糟翻拌的繁忙时节，一大早，村民郭建法

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他一边观察着醋

醅缸口周围的水珠，一边鼻子闻熟度、手

触温度。“别看翻拌揉搓简单，里面的学

问可多了，要有强大的耐心和丰富的经

验，切忌浮躁。”传统米醋酿造一般选在

农历4月至9月，在代代相传、古老而有

力的劳作方式中，韩店勤劳的村民也切

实体会到了酸甜的滋味。

“我们韩店村自古就酒肆林立，传统

酿造业发达。我从小就看着爷爷酿醋，

手工醋是几代人传承下来的，虽然到父

辈这一代中断过，但手艺没丢。2019年

在乡政府的支持下、村干部的鼓励下，俺

成立了‘韩店村老醋坊’，重拾传统手工

艺，誓将米醋做大做强。”忙碌着的郭建

法和我们聊起了他们家与醋的缘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省级传统

村落的韩店村，酒、醋酿造源远流长，有

着天时地利之便。村子东南边是燕子河

的一个发源地，西南边有泥河流经，水资

源丰富，而且水质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

的矿物质，非常适合做醋。韩店村的米

醋酿造以优质小米为原料，一年只酿一

次，从蒸料、糖化、酒化、醋化、淋醋、熬制

前后需要跨越漫长的 6 个月左右时间。

在漫长的岁月积淀中，质朴的村民始终

保持着对醋品质的苛刻要求，1斤小米只

出1斤多的精品醋，年产量才10吨左右。

为了振兴产业发展，促进小农户与

市场有机衔接，肖旗乡大力发展“一村一

品”，着力推动地方品牌建设，支持韩店

注册“韩店米醋”商标。醋厂引进了现代

蒸馏、杀菌设备，利用传统生物技术，保

持和延续百年传统风味，其色泽黑、质地

浓，还有香绵、不沉淀、久存不变质的特

点，远销上海、广东等地。

越是在富足的时代，人们越是怀恋老

味道带来的充实满足感，舀一勺韩店米醋，

滴滴饱含着匠人的用心，即使是蘸着吃盘

韭菜馅饺子，口中的醋味醇香隽永，丝丝入

扣，骤然多了几分幸福感。 （唐泉锦）

肖旗乡：百年手工醋 滴滴匠人心

“以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缴存必须线下办理，还要排队叫

号，现在这些业务都可以自助办

理了，真是太好了！”前来进行网

办的市民说道。6 月 25 日上午，

我县房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智慧

管理系统正式在县行政服务审批

大厅上线启用。

据房产事务服务中心负责人

介绍，房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自

助缴费系统前后历经2个多月的

调试，目前已在县行政审批服务

大厅一楼自助办理一体机上运

行。前来办理该业务的市民可自

行使用自助系统完成缴费业务，

自助缴纳成功后，点击“开具发票

和缴费凭证”，房屋维修资金缴存

情况证明就可打印出来，并附带

有电子发票下载二维码，以便市

民办事之需。相比传统的人工柜

台办理方式，自助服务终端作为

缴费的载体，为群众省去了预约

办理、窗口排队的麻烦，节约了办

理等待时间，进一步提升了办事

效率和群众满意度。

自助缴纳系统的成功运行是

我县优化营商环境的又一新成

就。近年来，县房产事务服务中心

从关注群众办理房屋交易业务中

的难点问题入手，精简房屋交易、

商品房备案办事流程，压缩办事时

限，将服务从“线下”变为“线上”，

为打造我县手续最简、环节最少、

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办事环境贡

献房管力量。

（曾繁林）

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上线运行

“路修好了，晚上回家不用踩坑

了……”“可不赖，以后下雨下雪这条

路能走了，再也不用担心衣服鞋子上

甩泥水了！”路修好了，东街新村群众

交口称赞。”6月27日，冒着酷暑，东

街新村部分群众为城关镇东街社区

干部送来了一面“情系群众办实事

修路造福暖民心”的锦旗。

东街新村位于人民路中段路

南，隶属城关镇东街社区，这个“城

中村”内有条贯穿南北的建新路，北

接人民路，南邻平宝路，因年久失

修、路面坑洼不平，遇到恶劣天气就

积水不断、泥泞不堪，路边私家车乱

停乱放，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

今年以来，城关镇东街社区从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出发，多

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社区干部把

修路提上了日程，通过走访多方协

调，筹措建设资金 40 余万元，决定

对建新路实施道路硬化。

然而，硬化道路工程并没有那

么顺利，东街新村是个老居民区，

道路一侧不但有居民的“私家菜

园”，还有乱停乱放的私家车、地锁

等。为确保道路硬化工程尽快开

工，东街社区干部克服重重困难，

多次实地察看，丈量统计，预估所

需资金，并挨家挨户做工作，对“私

家菜园”、地锁及乱停乱放的车辆

进行清理、劝离。

经过努力，6 月中旬终于完成

了建新路 410 米的道路铺设，路灯

也全部检修到位。

灯亮了，路平坦了，昔日的积

水坑也没有了，出行顺畅了，群众

脸上乐开了花。

“事关民生无小事。当干部

就要为群众着想，办实事、办好

事，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该镇东街社区支部书记

曼经伟说。 （马琳琳 文/图）

城关镇 ——

情系群众办实事 为民修路解民忧

为推动基层治理水平提升，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服务群众、维护和谐

稳定、建设美丽乡村，商酒务镇在县委

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开展“五星”支部

创建活动，多措并举，把基层治理工作

做得更加精细化，为推动我县经济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选准主导产业，创“产业兴旺

星”。选准主导产业，根据各行政村实

际情况，开会研判，因地制宜选好产

业；采取“党建+产业”引领发展模式，

依托镇域内现有秋月梨、生姜等种植

业，辐射带动周边村组，增加群众及村

集体经济收入；建立镇级特色农产品

展销平台，收录镇域内各类产品，统一

标准，统一销售，严把质量关。

整治村容村貌，创“生态宜居

星”。利用每月主题党日活动，各党支

部书记带领村“两委”干部、党员和网

格长入户走访，积极倡导“爱护环境、

从自己做起”责任意识，实现人居环境

整治以镇为主体到以行政村主体的转

变；明确人居环境整治目标，对镇域内

25个行政村集中排查，发现问题，建立

台账，确保无死角清理整治；建立长效

机制，各行政村制定人居环境整治方

案，推进厕所革命，粪污无害化处理、

垃圾源头分类、就地减量，推进污水治

理，改善村容村貌。

加强法治建设，创“平安法治星”。广泛运用广播、小喇叭、

微信群、横幅、短视频等多种宣传方式，开展防范欺诈诈骗、防

范非法宗教活动、防范疫情传播等常态化宣传，提升村民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发挥村级调解员“第一道防线”作用，及时发现

苗头，及时化解，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加

强走访排查，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推进移风易俗，创“文明幸福星”。定期召开班子联席会，

研究确定商酒务村、皂角树村两个示范点，明确镇长总协调，

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班子成员积极配合的组织架构，以点带

面，逐步铺开；深化群众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开展道德模范评

先表彰活动及文体活动，开展“好媳妇”“好公婆”“好乡贤”“优

秀保洁员”评选活动，举办孝老敬老饺子宴，多形式开展文体

活动；切实发挥村内红白理事会作用，遏制婚丧嫁娶铺张浪

费、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推行红白喜事新办、简办，切实

推进移风易俗，塑造良好乡风。

提升干部素质，创“支部过硬星”。村党支部在用人方面，突

出重品德、重才干、重担当、重实绩，打造了一支政治觉悟过硬，

工作能力过硬，思想作风过硬的“两委”班子队伍；严格规范村党

支部“三会一课”“党员学习日”“党员活动日”等基本制度，加强党

员教育管理，扎实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以“我和群众心连

心、我为群众办实事”等多种形式的党组织活动；加大培训力度，

提升干部本领，每季度组织各行政村两委干部及监委成员深入

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业务知识、乡村治理经验、各类政策法

规等，提升干部队伍素质。 （杨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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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小米醋文化传承小米醋文化 做强宝丰醋产业做强宝丰醋产业
创建“河南省小米醋文化之乡”专栏

为深入

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加

快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

的 意 见》精

神，6月24日

下午，县工商

联召开“加快

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我

们怎么办”研

讨会。班子

成员围绕主

题，结合工作

实际开展集

中 研 讨 。

大家表

示 ，将 以 此

次交流研讨

为 契 机 ，继

续围绕干部

队伍作风能

力提升和重

点业务工作

推 进 ，密 切

关注相关政

策 变 化 ，主

动服务民营

企 业 ，组 织

民营企业深

入学习领会《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文

件精神，以实际行动助推

我县市场尽快融入全国

统一大市场！（李俊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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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支部创建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