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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襄垣县夏店镇马喊村
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
动乡村振兴的“金钥匙”，精心组织推
动，系统谋划实施，以乡村治理为坚
实核心，产业发展为强劲引擎，环境
整治为突破，初步形成了“党建强、产
业兴、环境美、民风好、社会安”的良
好局面。

网格化管理全覆盖网格化管理全覆盖

强化党建引领，推进“党建+精神
文明建设”“党建+社会治理”深度融
合，确保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领导
核心作用。持续完善村内乡村治理机
制，组织引导党员群众广泛参与村庄治
理，实施村务公开透明运行。常态化开
展“洁净庭院”“最美家庭”“星级文明
户”等评比活动，通过“比学赶超”激发
群众“原动力”，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
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采取“村、
组、户”联动，网格化管理全覆盖，常态
化开展信访矛盾隐患排查化解，调处邻
里纠纷、信访矛盾，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持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水平不断提升。

打造打造““交旅交旅””融合新业态融合新业态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支村
两委因地制宜，依托208国道、太长高
速、太焦铁路等交通体系，总投资
3600万元，打造集民俗体验、休闲运
动、健康养生为一体的“交旅”融合产
业新业态，项目预计明年 5 月份建
成。投入使用后，可提供就业岗位40

个，每年为村集体增收60多万元。整
合养殖大户力量，成立养殖专业合作
社，强化辐射带动效应，吸纳周边10
多户村民就业，户均增收3000余元。
在村集体原有50亩机动地的基础上，
吸纳200亩承包地扩建农业采摘园，
以固定分红形式增加农户收入。鼓励
村民自办农家乐、民宿、农事体验等增
收项目，同时打造马喊果品、马喊米
品、马喊鸡蛋、马喊挂面等特色产品。

村容村貌由村容村貌由
““一时美一时美””向向““长久美长久美””转变转变

统筹组织党员、公益性岗位、志愿
者等人员力量，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
活动。多方筹措资金，购置保洁设施，
用于村容村貌的持续整治和提升，对
村主干道进行美化亮化，唤起村民“植
绿、爱绿、护绿”的生态意识。把“和美
庭院”创建与和美乡村建设相融合，引
导全村农户对自家房前、屋后、室内、
庭院对标整治。截至目前，全村已评
选“星级文明户”54户、“五彩洁净家
庭”30户，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明显提
升。深入开展“青山”“净水”行动，坚
持把绿色作为发展底色，从严从实抓
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细落实“河长
制”“路长制”“林长制”，切实筑牢生态
安全屏障，促进村容村貌由“一时美”
向“长久美”转变。

如今的马喊村，村容村貌焕发新
颜，乡村产业串珠连片，文明新风扑面
而来，乡村建设成果也成为惠及全村
百姓的民生工程。一幅村庄美、产业
强、村民富、乡风好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正尽情铺展延伸。

襄垣县夏店镇马喊村

“党建+”推进乡村振兴

连日来，壶关县店上镇郭
堡村的田野里，机器轰鸣，一
片繁忙景象，秸秆还田作业正
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近年来，壶关县积极推广
秸秆还田技术，取得了显著成
效。秸秆还田带来的好处众
多，首先是对环境的改善。以
往，大量秸秆被焚烧，不仅造成
了资源浪费，更严重污染了空
气。而通过还田，秸秆在土壤
中逐渐分解，增加了土壤的有
机质含量，改善了土壤结构，提
高了土壤肥力，有助于减少化

肥的使用，从而降低了农业面
源污染，保护了生态环境。

其次，秸秆还田对于森林
防火意义重大。每到秋冬季
节，干燥的秸秆成为森林火灾
的隐患之一，将秸秆还田，消
除了这一潜在的危险因素，大
大降低了火灾发生的概率，为
壶关县的森林资源提供了安
全保障。

此外，部分秸秆还被用于
牛羊牲畜的喂养。这为当地
的养殖业提供了丰富的饲料
来源，降低了养殖成本，促进

了畜牧业的发展。
在郭堡村的作业现场，村

民们对秸秆还田充满了期
待。一位村民说：“以前不知
道秸秆还田的好处，现在明白
了，这真是一项好政策。”

壶关县相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加大秸秆还田技
术的推广力度，同时加强宣传
和监管，确保这项工作落到实
处。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壶
关县的农业将更加绿色、环
保、可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大动力。

秸秆还田 多赢之举
养老服务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关乎千万家庭。近

年来，长子县以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为目标，以老年人实际

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为老

年人打造家门口的“幸福驿站”。

11月4日，走进长子县慈林镇五里庄村日间照料中心，

明亮整洁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老人们在不同区域打牌打

球、下棋聊天，其乐融融。临近午饭时间，不少老人已坐在

餐桌旁等待开饭。五里庄村80多岁的孤寡老人王肉旦笑

眯眯地说：“我们老年人在这里一起聊天，一起吃饭，饭菜一

星期不重样，很高兴、不孤单，比在家里好。”

五里庄村日间照料中心于2017年投入使用，占地面

积300余平方米，设有娱乐室、健身室、阅览室、餐厅等功

能区，可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娱等多项服务。“每天大概

有20多个老人来这里用餐。逢年过节，我们中心会组织

老年人开展象棋比赛、义务剪发等各类活动，进一步丰富

老年人的生活。”五里庄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王

效云介绍。

五里庄村日间照料中心是长子县让老年人“养老”变

“享老”、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的一个缩影。在日间照料中

心建设中，长子县以村党组织为主体，充分整合村内闲置资

源，采取“集体筹一点、个人交一点、政府补一点、社会捐一

点”共建模式。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日间照料中心41所，

基本能够满足老年人用餐服务、休闲娱乐、图书阅览等日常

生活需求。

推进老有所养，托起幸福“夕阳红”。长子县民政局二

级主任科员程国斌表示，县民政局将继续秉承“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宗旨，健全完善农村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规范化管理工作制度，加强对日间照料中

心运行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督促各日间照料中心规范

化、高质化、常态化运行，不断为老年人幸福生活“升温加

码”，给全县老年人创造高品质晚年生活，开启农村幸福养

老模式。

壶关县店上镇郭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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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农村幸福养老模式
长子县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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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秸秆还田。

马喊村村容村貌焕发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