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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尽全力谋发展
淮滨县滨湖办前楼社区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一枝独秀

信阳消息（王长江）近年来，淮滨
县滨湖街道办事处前楼社区抓住时下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用足用好各项
优惠政策，带领干部群众苦干巧干，使
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得以逐年提高，

社区呈现出富裕和谐稳定的新局面。先
后被评为“河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全省文明村镇创建先进村” 等殊荣，社
区党总支被中共河南省委授予全省先进
基层党组织。

前楼社区地处淮滨县城新区西
侧，是一个典型的郊区型农村社区，过
去这里脏、乱、穷，规划无序，污水、垃
圾、危房遍布，多数居民房屋是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所建。

2007

年
2

月，前楼
新班子调整后，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

吸纳村民的合理建议，进行科学规划。

通过对“空心村”整治和废弃地、湖洼
地、坑塘、坟地的整理，腾出新村基础
用地和居民宅基用地，在社区内进行
土地置换，置换资金用于新村建设。

社区以王营居民组为集中居住试
点小区，拆除了老庄的空心村，整理沟

塘、坟地约
80

多亩。 以宅基地换新居
的方式，融资

1200

万元，建成了建筑
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的王营小区，使
63

户居民不花钱住进了户均面积约
285

平方米的新房。随后，又融资
1400

万元建设韩营小区，建成了
72

户新居，

让居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小洋楼”。 接
着社区又融资

200

多万元， 修建社区道
路

17

条，总长
10

公里，让居民过上了和
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由于县城扩建，数次征地，社区
5

个居民组的土地全部被征用， 居民的
就业、养老问题十分严峻，社区“两委”

殚精竭虑探索新的富民之路。 以社区
集体投资控股为龙头， 带动广大居民
融资兴业。建成了“老年公寓”，规划面
积

2.4

万平方米，总融资
5000

万元，可
解决

300

名至
400

名老人入住， 同时
还可以解决

100

多名失地居民的就业
问题。 社区以县“走读淮河”项目建设
为依托，在社区居民的支持下，融资

1

亿元，参建县“走读淮河”重点项目，从
而实现了社区集体资产的扩大和社区

居民变股民的理想目标， 广大居民得
到的红利将会越来越多。 在此基础之
上， 社区还成立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
社，融资

300

万元，向从事养殖、加工、

服务等产业的居民提供资金服务，推
动了社区经济快速发展。

为办好社区公益事业， 融资
300

多万元，建成集文化广场、图书室、灯
光球场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大院，

成为全县农村第一家文化大院； 融资
110

万元， 建成全县一流的农村敬老
院，解决了社区五保老人的养老问题；

融资
300

多万元，建成社区幼儿园，解
决了社区辖区儿童上学问题。

经过近两年来的建设， 社区新安
置点一期工程顺利实施，

5

栋安置楼已
拔地而起， 一些因征地而失去住宅或
宅基地的社区居民将很快住上新居。

目前， 社区有
60%

以上的居民从事建
筑、运输、加工、服务、中介等行业，多
数居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社区综合经
济实力位居全县首位， 成为淮滨县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一枝独秀。

平桥区洋河镇
秋季防疫下真功

信阳消息（牛法兵）平桥区洋河镇
结合秋季动物防疫工作特点，采取措施
落实责任，推进秋季动物防疫工作顺利
开展。

该镇通过悬挂横幅、 出动宣传车
等形式，宣传《动物防疫法》《动物防疫
条例》等相关法规知识，加强群众对防
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营造群防群控
的氛围， 提高广大养殖户秋季防疫的
自觉性，变被动防疫为主动防疫。

积极组织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
术人员、防疫员、各村养殖户进行动物
防疫技术培训，提高防疫技术水平，确
保合格上岗；疫苗发放专人负责，做到
防疫操作程序规范，保证免疫质量；健
全防疫档案，实现秋防全覆盖。

加强防疫员责任， 实行秋季动物
防疫工作责任制管理，细化工作方案，

分解防疫任务，强化防疫纪律，做到秋
季动物防疫工作镇不漏村、村不漏户、

户不漏畜、畜不漏针、针不漏量，强化各
养殖场饲养管理责任，落实畜场消毒制
度、隔离观察制度、无害化处理制度。

加大对养殖大户畜禽的监测，实
行村级动物防疫员零报告制度， 制定
突发疫情应急机制， 严格执行疫情报
告制度，一旦发现疫情，及时向镇农业
服务中心报告， 并组织技术人员赶赴
现场进行疫情调查和诊断， 确保动物
疫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新县山区野生油茶树资源丰
富， 茶油生产已成为带动当地村
民致富增收的重要产业。昨日，该
县田铺乡河浦村许家洼的留守老
人们正在为茶油经营大户分拣茶
籽，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

本报记者张勇摄

在家门口
打工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