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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楼篇

近年来，杨楼镇党委坚持以党建促发展为主线，积极实

施“农业强镇、畜牧大镇、商贸重镇”的发展战略，深入开展基

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努力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不断夯实党

建基础，提升党建工作整体水平，为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以党建为引领，巩固基层阵地
筑牢基层组织战斗堡垒 2015 年底市委组织部下发

《关于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后，杨楼镇党委充分利用市、镇双重奖补政策及组织村

主干外出学习激励模式，一年时间促进 23 个村通过一类

村室检查验收，筑牢基层组织战斗堡垒。2017 年，杨楼镇以

村室活动场所为阵地，以四项基础制度为抓手，使基层党

组织活动有载体、工作有目标，以点带面推动全镇党建工

作有声有色。

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阵地 在打好硬件基础的同时，杨楼

镇党委把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阵地作为重要任务。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中心组学习制度为引

领，定期组织班子成员和机关干部学习上级指定内容，同时

精选了一些具有凝聚力量、激发工作动力的文章如：“善待你

所在的单位”“什么是执行力”“年轻干部八缺八不缺”等进行

学习，记笔记、写感受，真正把所学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层层践行；规定每月 6号为全镇党员例会日，要求各党支部

学习教育常态化，副科级领导轮流参加讲党课；“七一”建党

96周年庆典组织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以如何做一名合格党

员为题续写新时期入党申请书”活动，增强党员党性认识，筑

牢党员干部思想阵地。

以党建为引领，压实乡村责任
配强村两委班子 杨楼镇党委从今年 5月份开始重点

加强村级班子建设，对全镇 8个支部书记缺职或党委下派

干部的村，通过多次摸底调查，严格按照支部换届程序，成

熟一个，选举一个。于 7月份先后选举出了渠庄、陈沟村支

部书记，为下一步的农村党支部换届打好基础。渠庄村与陈

沟村新任支部书记上任后，工作有思路，各项工作也都稳步

推进。

强化绩效考核 实行一月一考核制度，每月初召开一次

村主干、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总结安排会议，并选出前 2名先

进村支部书记作典型发言，后 2名村支部书记作表态发言。

绩效挂钩实施办法的制定，充分调动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

性，全镇各项中心工作取得较大进展，目前全镇人居环境整

治示范村达到 15个，文明村达到 20个。

以党建为引领，激发社会活力
抓党建促脱贫落实到位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提高站

位，认真把抓党建促脱贫工作落到实处，先后组织镇卫生

院医护人员为 53 户贫困户免费体检；组织机关干部为贫

困户白血病患者捐款，党委政府另送去专项救助资金 2000

元；邀请汝州市精神病医院、金庚医院的医生及工作人员

到镇政府为 5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残疾人集中鉴定，免

费办证；结合第二季度农村低保审报办理，为全镇贫困户

集中办理低保，目前全镇 179 名贫困群众享受低保、五保

人员 112人。

非公企业党建管理有序 为充分发挥党建在非公企业

中的引领作用，发挥共产党员在企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杨

楼镇紧抓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强化非公企业党组织教育培

训。通过培训，全镇 6个非公企业党支部在发展好自身企业

的同时，能够关注社会，帮助群众。

以党建为引领，打造全域旅游
历史上的杨楼镇是汝州市境内西部的政治中心。在杨楼

镇的马庄村李楼自然村，有 2013年 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

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楼遗址，在小程和尚庙自

然村，有 1947年建立的原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旧址。和尚庙

村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该村先后走出多名县级领导干部和

100多位大学毕业生。为了保护这片红色遗址，镇党委积极争

取上级资金 85万元环绕和尚庙，依山坡之势，改造周边丘陵

荒地建成文化广场，全力打造以李楼遗址和和尚庙村原临汝

县人民民主政府旧址为主线的红色教育基地及以鑫源生态

农业观光园为主的乡村旅游业。

事虽难，做则必成；路虽远，行则必至。现在的杨楼镇是

汝州市的农业强镇、畜牧大镇、商贸重镇，8月 4日，河南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培训班 160余人到我镇观摩。在汝州大

发展的转型期，杨楼镇党委时刻把杨楼的稳定与发展放在前

面，把群众的和谐幸福放在心上，坚持固基础、换思想、强班

子、重绩效、求创新，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让群众感受到

乡情，守得住绿水，看得见蓝天，为建设美丽汝州作出我们应

有的贡献。

党建引领新常态 共建美丽新杨楼
杨楼镇党委书记 彭永峰历史上的杨楼镇

历史上的杨楼镇是汝州市境内西部的政治中心。马庄

村李楼自然村的李楼遗址，在 2013年 5月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47年 11月 24日，刘

梅、王武烈到达临汝县和尚庙村，集合群众召开大会，宣布

成立了豫陕鄂五专署和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并建立杨

楼、寄料、半扎三个区人民政权，1948年 3月临汝全境解

放。4月，县政府进驻县城办公。1949年 6月，临汝县人民

民主县政府更名为临汝县人民政府。1962年 5月成立杨

楼人民公社，1984年改称为杨楼乡，2009年撤乡建镇。

现在的杨楼镇

如今的杨楼镇已发展成为农业强镇、畜牧大镇、商贸重

镇。农业方面：杨楼镇有耕地面积 5.4万亩，因为临近汝河，

农业基础条件好，基本上是旱涝保收，是汝州市的高产粮

区。今年以来，杨楼镇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新打机电井 117眼，新硬化道路 20.971公里，新建

变压器台区 14座，新衬砌灌溉渠道 4.167公里；丰收渠硬化

修复工程项目新衬砌渠道 30.2公里，硬化道路 14.6公里，

新建提灌站及配套设施 1座；畜牧方面：杨楼镇规模化养殖

场达 32家，畜禽养殖专业户达 90家，其中引进上市企业新

疆天康公司建设新疆天康宏展产业园，该项目选址在杨楼

镇渠庄村，总投资 11.6亿元，建设内容为年出栏 50万头生

猪养殖升级改造及年屠宰生猪 100 万头肉制品深加工项

目，已于 2016年 4月 26日开工，目前 2200头母猪场改扩

建项目已完工。该项目纳入我市第二批重点项目；商贸方

面：杨楼自古以来就是商贾云集之地，“金寄料、银石台、杨

楼街的好买卖”，这句俗话是对杨楼商贸的生动写照。镇区

共有营业面积 100平方米以上的商场、超市 200余家，有大

型综合性购物广场 4个，家俱超市 2个，各类工商户 1000

余户，主干道两侧门店林立，沿庙洪线、前石线形成集商品

贸易、饮食服务、医药购销、农机农资等为一体的商业街 2

条，目前已初步形成以服装、建材、家电、电动车、农资、百货

为主的辐射周边 5个乡镇的贸易中心。工业方面：在汝南产

业聚集区先后建成河南煜达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河南仁华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中智包装有限公司、河南梦想食品

有限公司、汝州市华港陶瓷有限公司、汝州市欣裕科技有限

公司、河南中祺陶瓷有限公司等一批亿元项目。

将来的杨楼镇

将来的杨楼镇是百姓安居乐业的杨楼镇。大力实施农

业强镇战略和生态靓镇战略，以鑫源专业合作社为龙头，积

极发展现代农业、特色农业、观光生态农业，助力百姓增收。

以绿色村庄、示范村、美丽庭院创建为重点，完善环卫布局，

启动垃圾中转站，实施农村游园、农村小公厕提档升级，下

大力气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健全完善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

理机制。加快生态廊道建设，打造生态宜居的和谐环境。大

力发展杨楼商贸业，打造商贸小镇，重点实施棚户区改造项

目，规划建设集贸市场、农贸市场等项目。持续完善镇区路

网、给排水管网和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通过小城镇的功

能完善和规模扩张，聚集旺盛的人气、商气，力争使镇区居

民人口达到 3万人，建成汝州市西部商贸重镇、幸福城镇，

做大做强“杨楼商业圈”。

将来的杨楼镇是街区华灯璀璨的杨楼镇。继续抓好招

商引资工作，紧紧围绕全镇经济发展战略要点，强力实施开

放招商，转变观念、拓宽思路，坚持“走出去”“引进来”战略，

不断完善和优化投资环境，创新招商方式。重点围绕主导产

业，挖掘和推出产业招商项目，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优势项

目，推介产品，做到以项目引资金。鼓励更多在外经商创业

人员回乡办企业上项目，千方百计吸引镇外资金，努力实现

招商引资的新突破。

将来的杨楼镇是“藏”在汝州的世外桃源。以“全域旅

游”发展理念为指导，努力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你可

以跨越空间，遇见李楼文化遗址，与沧桑巨变的历史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穿越时光，路过原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旧址，

追寻和重温那段燃烧的红色记忆。你来游览杨楼，可以去品

尝地道的杨楼水饺和锅贴等特色小吃，感受舌尖上的杨楼，

你也可以吃到被指定为神舟 11号宇航员主食的五谷饼干，

感受即食食品的美味。

总之，这里是你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不管你走到哪

里，文明村、文明户、文明商户伴你左右，耳边呢喃的是乡规

民约、村规民约、家风家规，与文明一起同行。

古韵杨楼

扫一扫关注 更多精彩线上呈现

棚户区改造项目

生态水上乐园

绿意葱茏的游园

清新养眼的廊道

机声隆隆的车间

生机无限的塑料大棚

人民群众乐享生活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财政收入（万元） 2016 2499.9 3104 3483 3776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52500 87000 112093 139060 157580

招商引资（万元） 82000 112665 120265 145360 157200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万元） 71677 94124.3 141991.7 213362 250584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8156 9255 10382 12100 14200

时间
项目

数读

焕然一新的村室

干净整洁的村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