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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手牵手，共同开展“安老、扶幼、助学、济困”慈善活动

7月 6日下午 6时许，太阳还挂在天空，

汝州市朝阳路北段洗耳河畔已热闹起来，河

内景观栈道上，不少市民在休闲漫步。两岸

汝州 1688 便民夜市早来的摊主已开始营

业，市民在摊位前选购。

在洗耳河西岸餐饮夜市，摊主王晓歌在忙

着和面、炕饼，为客人制作肉夹馍。“生意还行，

从 6月 19日晚汝州 1688便民夜市开始营业

到现在，每晚能卖六七百元。”王晓歌坦言，今

年猪肉价格高，虽然肉夹馍也涨了价，但利润

却不及先前。“我一人忙不过来，就让弟弟妹妹

来帮忙，挣的都是辛苦钱，不过话说回来了，今

年受疫情影响，啥生意都不好做，要不是这夜

市，我还在家带孩子呢。”她说。

今年以来，汝州市把发展夜市经济作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六稳”“六保”工作任务，推

动消费升级、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强

化服务管理，提供政策支持，着力把夜市经

济打造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名片，推动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设摊便民，解决城市管理难题

“每到夏夜，一些流动商贩就占据城区

各个路口，乱停乱放、堵塞交通、无证经营等

问题成为城市管理的老大难。”汝州市城管

局局长董承阳说，汝州市本着设摊便民的原

则，梳理全市难管区域，经实地调研并听取

商户群众意见，今年以来先后规范设置了洗

耳河餐饮夜市、城垣路餐饮夜市、军民街餐

饮夜市、望嵩路餐饮夜市、汝州 1688便民夜

市等 5个夜市。

夜市区域划定后，夜市摊位设置在道牙以

上不影响交通的位置。夜市实行自治制度，由

商户联合管理，汝州市城管局派专人管理周边

秩序，引导市民停车，保障道路正常通行。

为加强夜市管理，汝州市制定了夜市摊

主经营管理制度、夜市摊主十星管理制度，

各夜市餐饮摊车和小商品展架采取统一样

式，并在餐饮摊车上加装彩色灯带。夜市摊

位划定间隔在 50厘米以上，摊主必须按照

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相关要求佩戴口罩、配备

消毒液等防控用品，每天测量体温，发现有

不合格的立即责令整改，连续三次整改不到

位的，取消其经营资格。

为有效减少大气污染，该市还为餐饮摊

车统一加装了油烟净化系统。

促进就业，成就事业新起点

6月 30日，望嵩路餐饮夜市开市，24岁

的张宁和妻子一起经营一个小吃摊位。“这

是我们第一次做生意，受疫情影响，我和妻

子今年一直没有外出务工，了解到市里发展

夜市经济，我们就自费学习了小吃手艺，在

望嵩路夜市申请了一个摊位。”张宁说，他和

妻子不打算外出务工了，要好好经营这个小

吃摊位，让其成为事业的新起点。

像张宁一样把经营夜市摊位作为事业

的人有很多，在汝州 1688便民夜市销售装

饰品的安静告诉记者，她曾是新郑机场地

勤，为照顾孩子辞职回到汝州，一直没有再

找工作，得知汝州与阿里巴巴合作共建汝州

1688便民夜市后，她积极申请了一个摊位，

销售自己制作的装饰品。

“今年 1月 1日，洗耳河餐饮夜市开市，

共设摊位 41个；4月 27日，城垣路餐饮夜市

开市，共设摊位 21个；5月 21日，军民街餐

饮夜市开市，共设摊位 14个；6月 19日，汝

州 1688便民夜市开市，首批试运营摊位 50

个；6月 30日，望嵩路餐饮夜市开市，共设餐

饮摊位 15个；7月 1日，汝州 1688便民夜市

二期开市，首批投放 200 个摊位。”董承阳

说，汝州 1688便民夜市设南区夜市点和北

区夜市点，南区夜市设摊位 500 余个，北区

夜市点设摊位 300余个，全市 5个夜市共可

解决 1800多人就业。

“由于定制的摊位展架不能及时到位，

目前入驻夜市的摊位有 354个。后期，夜市

规模将逐步扩大，将能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

题。”董承阳表示。

创新扶贫，点亮致富新希望

7月 6日傍晚，汝州市陵头镇沙古堆村

扶贫车间经营者朱帅奇早早地赶到汝州

1688便民夜市，铺开摊位展架，将自己生产

的足球、篮球、排球上架展示。“进驻夜市的

前两三天效果不好，从上周五开始生意好起

来了，周六晚上卖出近 40个球。”朱帅奇告

诉记者，受疫情影响，扶贫车间生产的产品

积压，利用夜市进行销售将有效地减少库

存、回笼资金。

为帮助带贫企业和贫困村销售产品和土

特产，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汝州 1688便民

夜市二期首批设置了 12个扶贫摊位。汝州市

扶贫办首批遴选出 9家带贫龙头企业、带贫基

地和 3个土特产经营比较好的贫困村进入夜

市，朱帅奇的扶贫车间就是其中之一。

“每个扶贫摊位长 1.8米，背后承载的却

是一个甚至多个家庭的生计。”董承阳说，该市

通过设置扶贫摊位，将山村与城市有机连接起

来，帮助村民销售土特产、增加收入。

“我们把村里的土特产拿到夜市摊上出

售，村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会更高。”夏店镇

黄沟村驻村第一书记李青建说，他希望通过

夜市摊位为村里的土特产找到一个稳定的

销售渠道，未来希望通过阿里巴巴的 1688

平台销售土特产。

对于李青建的愿望，阿里巴巴相关负责

人表示，未来 1688平台将开设汝州专区，将

汝州市贫困山村的土特产，通过批发的形式

销售出去。

夜幕降临，汝州 1688便民夜市逐渐热

闹起来。正在市场巡查的汝州市城管局副主

任科员黄飞豹告诉记者，他们将借鉴外地夜

市建设成功经验，在夜市区域内增设娱乐项

目，力争将汝州 1688便民夜市打造成购物、

餐饮、游玩一站式服务中心。

平顶山日报记者 魏森元

城市中央公园云禅湖的荷花已绽

放，微风中亭亭玉立，秀美清丽。伴随着

飘来的阵阵荷香，不少市民在岸边拍照

留念。

陈晶 张闪闪 摄于 7月 12日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
晶 通讯员 张亚哲） 7 月 10 日，

市民之家三楼行政服务大厅的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前，办理

业务者络绎不绝。“现在挺方便的，一

个窗口就能把项目审批的业务办理

完，节约了大家的时间，很满意！”正

在办理公司业务的市民陈高伟说。

目前，按照“统一审批流程，统一

信息数据平台，统一审批管理体系，

统一监管方式”的要求，市政务服务

大厅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

窗口已实现“一窗综合受理、后台统

一审批”的功能，正常承接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的体系建立、窗口集中、系

统对接、联合图审、综合验收等各项

业务。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是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去

年工改工作开始后，我市迅速成立了

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了工改工作专班，下设 8 个

组，由住建局总牵头，市自然资源、发

改、审批中心等部门配合。先后出台

了《汝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改革文件，对

工改工作进行指导、安排，以方便企

业和群众办事为导向，全面开展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类型、投资

类别、规模大小等，将工程建设项目

划分为九类。并将审批流程划分为立项用地规划许

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 4 个阶段，

每个审批阶段确定一家牵头部门，实行“一家牵头、并

联审批、限时办结”。同时，取消不合法、不合理、不必

要的审批事项，减少保留事项的前置条件。目前，由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牵头，分别制定了“四个阶

段”实施方案及细则，市交通局拟定了《公路类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等文

件，完善了各个阶段的“一张申请表单、一套申报材

料”，统一了审批标准，将四个阶段绘制为一张流程

图，每个阶段办理时限及办理部门清晰可见，方便企

业、群众全流程监督办理。

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中，“系

统”建设工作一直是个薄弱项，经平顶山市工改办统一

协调，克服了一系列问题困难，为汝州开放审批端口，

解决了我市工改系统不健全的难题。今年，5月初完成

了与平顶山市审批系统对接，平顶山市工改办系统专

家对我市审批系统上线进行培训，完成各成员单位技

术人员培训，开始上线办件，截至 7 月 9 日，各成员单

位共办件 30个。

汝州市把发展夜市经济作为推动消费升级、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着力打造城市发展新名片———

人间烟火气 最暖百姓心

当前，我市按照“突出产业特色、打造产

品亮点、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建设效果”的思

路，统筹考虑各类村庄的区位、交通、产业、

资源、人文等基础条件和特色优势，通过文

旅、农旅搭台，经济发展唱戏，带动乡村振兴

发展。各个乡镇都在尽力抓住关键机遇期，

从打造特色田园综合体、科学规划村庄景

观、成立一二三产业融合示范区及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庄、农场、

民宿客栈等农旅项目方面集中力量提升发

展经济。在全域旅游的大背景下，全市谋划

了东、西 2 条乡村振兴精品示范带，其中的

王湾窑洞民宿村、郝寨“凉水泉农乐园”等精

品示范村发展得越来越好，让我们看到“旅

游 +经济”的巨大活力。

那么，如何进一步促进全域旅游与乡村

振兴的融合发展？根据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

有关部署和要求，推动旅游与农业融合创新

发展，优化乡村生态环境，大力推进旅游扶

贫和旅游富民，都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一

定的契合度与融合度。为推动全域旅游与乡

村振兴更好地融合、联动发展，做好顶层设

计、优化服务等方面必不可少。

注重顶层设计。以全域旅游助推乡村振

兴重在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框架有了，东西

就好填了。有关部门要主动发挥组织、协调

作用，探索以全域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新思

路，使乡村地区的旅游资源得以优化开发和

发挥整体效益，并促进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

调整和产业发展的提质升级。

优化服务功能。以全域旅游助推乡村振

兴，注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完善乡村

交通枢纽网，积极改善停车场、旅游标识等配

套设施，打破景区景点的交通瓶颈。同时改善

住宿环境，推进乡村生活设施的完善，建设一

批乡村特色农家乐和特色民宿，建设一批具

有鲜明特色、业态集中的商业街区，推动乡村

景区配套设施建设。在当今信息化条件下，还

要完善网络设施，运用“互联网 +”的模式，建

立网络宣传平台，满足游客对乡村景区精细

服务的需求，促进优质服务的线上线下融合，

全面提升乡村景区服务水平。

凸显地域特色。当前大众对个性化、特

色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全

域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更要挖掘乡村的特色

和优势，避免旅游产品同质化。根据各个乡

村具体情况挖掘特色。加强古镇古村、古建

筑物的保护与修复，增强游客体验感，推出

特色文创纪念产品，让游客“玩得好、带得

走”。通过加快打造具有乡村地域特色与较

大市场价值的全域旅游优质品牌，以乡村特

色旅游项目为依托，促进乡村特色文化和旅

游相互结合、深度融合，为推进乡村振兴开

辟新路。

激发创新精神。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以

及创意农业等的发展都是基层群众创新精

神的体现，离不开其积极参与。要将全域旅

游的发展与基层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

结合起来，增进基层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进

一步激发其创新精神，凝聚基层群众的力量

和智慧。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内

涵，综合发展全域农旅、文旅经济，打造城

市、乡村品牌，全面推进全域旅游与乡村振

兴融合，是我市持续健康发展这道大题中的

应有之义，其结果必

将是绿了环境、富了

百姓。

全域旅游 + 乡村振兴，绿了环境、富了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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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近日，中宣

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二批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河南共有 73 个县

（市、区）列入长征片区（红二十五军）、冀鲁豫片区、

淮北片区、鄂豫皖片区、河南片区 5 个片区。平顶山市

有 5 个县（市、区）共入选 3 个片区，汝州市被列入河

南片区。

据了解，此次是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国家统

筹、区划完整的原则，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

为主体，统筹考虑红军长征、西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的

革命史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新疆人民的革命活

动，坚持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史实为基础、

以党史权威文献和中共党史研究最新成果为参考、以

革命文物为依据确定的片区，涉及 31 个省 268 个市

1433 个县。

公布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是我国实

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的制度创新之举。县域被列

入片区分县名单的县（市、区），都具有相应革命史实

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上级别的革命文物。下一步，

汝州市将以推进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为

重点，强化组织领导，加大支持力度，建立协作机制，

形成整体合力，持续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水平，更

好发挥革命文物资源在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方面的重要作用。

汝州上榜第二批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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