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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三区” 美图精彩呈现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希望之笔。

这句话对于温泉 6.4万人民来说，更具有
特别的意义。

“最近一段时间很忙，疫情出现转机后，

大家都认识到健康养生的重要性，这给我们

温泉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来和我们谈康

养项目的投资商很多，这与我们当初的发展

定位很吻合，我们正在慎重选择高品位的文

旅、康养项目。”温泉镇党委书记李华州一句

“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让记者感受到了

该镇方兴未艾的项目建设进程。

以奇妙的温泉地热资源为依托而形成的

厚重历史文化底蕴，为温泉镇的发展注入了不

竭的原动力；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更为温泉

镇在新的历史方位不断绘就新彩而纵横捭阖。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三大资源梯级蓝图，

目前正在幻化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在古老的温

泉大地徐徐展开。

12月 11日上午，记者在天泽湾温泉酒店
看到，不时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沐浴、疗养的

客人登记进入酒店，北侧区域占地 500余平
方米的 SPA水疗馆，由一个 400平方米的大
温泉泡池和两个 60平方米的小泡池组成，客
人们自由自在地享受温泉泡浴。酒店大堂经

理李宁告诉记者，酒店是集温泉养生、特色餐

饮、休闲度假、商务会议为一体的综合性康养

中心，可为客户量身制定专属的康养调理计

划，提供亚健康综合调养服务。酒店目前设有

中高档客房 87间、餐饮包间 14个、标准化会
议室 2个、室内温泉泡池 3个，正在建设露天
泡池和儿童乐园。

室内多维度复合型特效演艺和室外实景

演出演艺，人工海啸造浪，30000平方米的热
带雨林恒温馆，欢乐不夜城，丛林式木屋酒店

集群，这些听起来都很“嗨”的大型游乐项目

落户汝州，明年将投入运营。

2020年 7月 7日上午，总投资 120亿元
的乐华城一期项目正式开工。据了解，乐华城

旨在打造以生态汝州、文化汝州与现代汝州的

和谐共生为基础，以文化体验、健康养生、休闲

游憩功能完善为手段，以温泉之乡、汝瓷之都、

历史文化等为依托，构建河南旅游中心城市、

国际化的温泉养生和文化体验目的地，带动郑

州经济圈旅游一体化和全省各旅游板块联动

化发展。该项目占地规模约 2927亩，主要包括
演艺城、温泉水世界、欢乐不夜城、酒店集群、

丝路秘境、游客集散中心、黄冈国际学校、第四

代住宅、商业合院等九大主题板块。

记者在乐华城展示中心看到，客户体验

区和第四代住宅样板房展示区即将完工，专

供儿童玩耍的游乐项目，古色古香的样板房，

将于 12月 19日正式开放迎宾。
“温泉水镇、乐华城、天泽湾等这些围绕

温泉地热资源打造的温泉康养、文旅项目，相

继开工和建成投入使用，未来每天可吸引 1
万名以上的旅游人群，在促进地方财政增收

的同时，可带动周边的村民发展餐饮、农特产

品种植等产业发展，潜在动力不可估量。”温

泉镇镇长郭金标表示。

特色连片 启动全域旅游发展新引擎

“最近一段时间村干部都忙得很，现在有

风，正是生产花菇的大好时机，村干部们各管

一工，全力抓好香菇生产，把集体经济搞好，

带领群众把日子越过越好。”12月 11日下午，
在朱寨村香菇产业基地，正在接待参观团的

朱寨村党支部书记、温泉食用菌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学卫说。

朱寨村香菇种植历经 30年发展，目前已
发展种植户 120余户，种植大棚 1456个，年
产鲜菇 4850吨，年均效益 6300余万元，集体
经济每年增收 80余万元。村“两委”因势利
导，成立专门的食用菌公司，以集体经济为依

托，规划成立专门的产业基地，统一提供水电

气等配套设施、装袋、培育菌种、协调销售。随

着香菇规模产业的效应不断扩大，吸引了更

多的村民加入这一稳定发展的高收入增长项

目。“我们依托村集体经济食用菌公司继续推

行‘保姆式’扶持政策，本村村民或者外来人

员租用集体建设的大棚发展香菇种植，由我

们统一装袋、培育菌种，菌种培育好上架后再

交给租用者管理，村里的食用菌公司派出技

术人员开展上门技术指导服务，保证每个大

棚净利润在 2.5万元以上。”朱学卫说。
该村蓬勃发展的香菇种植规模产业，还

吸引了周边乡镇前来考察合作。截至目前，寄

料镇的蛮子洼村、石梯村，小屯镇的范湾村，

陵头镇的黄岭村，蟒川镇的娘庙村，焦村镇的

邢村，已经引进该村的种植技术，建设香菇种

植大棚，部分村庄已开始进入生产阶段。

这是温泉镇发展全域旅游、引进推广特

色农业种植项目的一个缩影。特色农产品种

植，正在温泉大地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今年虽然有疫情的影响，但我种植的葡

萄每年采用酸奶浇灌、葡萄品质好，在市场还

是销路很好，效益依然不错。”在官温公路西

侧南刘村路口的 60亩葡萄庄园里，谈到今年
的收益，庄园主人韩小利笑着说。

这片庄园周围还种植着牛奶甜瓜、水果玉

米等农特产品，是由韩小利、韩胜利等村民花了

6年功夫精心打造的名优农特产品种植基地。
6年来，韩小利像侍弄自己的孩子一样，精

心管理着这片葡萄庄园。葡萄庄园也挺给他们

“争脸”，每亩葡萄的产量都在 5000公斤以上，
每到开市季节，个大特甜的“牛奶葡萄”吸引了

方圆左近的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尤其是“夏黑”

“户太”优质品种，每市斤的价格达到三四元，仅

葡萄庄园的净收益都在七八十万元。

如韩小利一样，靠土地发家致富的还有

邓禹村的外来创业者路全堂。2015年下半年，
之前曾在蓝莓种植园打工五六年的河北邯郸

人路全堂，怀揣自己多年积蓄，从河北一路走

来，先后到过山东、山西、内蒙古等地寻找适

宜蓝莓种植的优良土壤和气候条件，最终在

邓禹村找到了接近蓝莓种植条件要求的土

壤。经过 5年的精心经营，目前他的蓝莓园每
年的净收益达到 120万元以上。

该镇以邓禹蓝莓、樱桃，陈寨雪桃，南刘草

莓、甜瓜、葡萄，侧崆庄西瓜等 10多个“一村一
品”特色林果种植采摘园为依托，发展果品种植

2000余亩。与多家单位合作，在流转出来的土
地上发展约 1.6万亩，分别种植万寿菊、提取叶
黄素，种植迷迭香、薰衣草以及汝州本土树种，

提升生态农业观光游的魅力和颜值。

“温泉模式” 打造可心家园

近年来，以基层党组织、群众性自治组

织、经济合作组织、综治维稳组织等“四个覆

盖”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改革，在

温泉镇迅速展开。“四个覆盖”旨在以基层党

组织为核心，以村民代表大会等群众性自治

组织为平台，以农村经合组织和综治维稳组

织为骨架，打造覆盖整个农村和农民的管理

服务网络。

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资源，镇里建

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将涉及服务管理群众的

综治、信访、司法、民政等 40余项业务全部纳
入服务大厅，方便群众办事。镇便民服务中心

主任杨晓利告诉记者，服务中心推出“群众只

跑一次”服务，所有便民窗口实现内部信息共

享，群众来大厅办事，只要资料齐全，可以实

现一次办结所有事项；资料不全者，由大厅工

作人员内部协调解决。与此同时，各个村建立

党群服务中心，受理村民的各类事项，形成镇

村同步、统筹协调的网格化服务新格局。

以基层组织建设为保证夯实社会管理基

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积极推进基层党

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和综治维稳

组织建设，夯实农村社会管理基础。广泛开展了

星级党组织创评、党建项目化管理和党建品牌

创建活动，激发了基层党组织引领发展、凝聚人

心、强化社会管理的动力与活力。

全面实行了村干部结构工资制和绩效考

核制，充分调动了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管理农

村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修订完善

村民议事规则和村规民约，规范村干部行为，密

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民主管理。

推行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全覆盖，切实

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

基础上，逐村建起常设性的村民代表大会和

村民监督委员会。村里的重要事项，村“两委”

不能擅自决定，必须由村代会决策，再由村委

会执行，村监会全程监督。同时，通过村党支

部书记竞选担任村代会主席，把党的领导和

村民自治贯通起来。“支部领，村委干，村代会

点头才能算，村监会从头到尾看。”建立农村

群众性自治组织，彻底改变了过去由少数村

干部说了算的做法。集体承包处置、公益事业

经费筹集使用、土地征用拆迁等，原本是农村

的“老大难”，如今，由于村民真正当家做主，

难事不再难。

按照“民办、民管、民享”原则，大力发展

以特色种植和养殖产业为重点的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依托经济实体、产业链条、行业

协会等，积极推行“企业 + 基地 + 农户”“专
业合作社 + 农户”等设置模式，使农村合作经
济组织覆盖到不同利益群体，提高了农业产

业化经营水平和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

度，助推了农民致富步伐。

各村成立了矛盾调解中心、农村计生协会、

老年人协会、红白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广泛开展

科技、文化、卫生、法律、体育“五进社区”活动，

利用农村经济能人、致富能手等人在群众当中

的威信和影响力，积极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

扎实开展经常性群众广场文化活动，每

月由各村、各单位选出优秀的团队到全镇参

加汇演，并做到一月一比武，一季一评比，一

年一总评。先后举办了第一届“汤王杯”书画

展、“魅力无限·美丽温泉”群众广场舞大赛、

庆“五一”趣味运动会等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了三届温泉镇汤王街古镇庙会，参与群众多

达 20余万人，使基层群众足不出户，也享受

到了一次文化的饕餮盛宴，为宣传温泉、推介

温泉、弘扬正能量起到了良好的引领作用。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化重点行

业、重点领域治理整顿，每季度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推进平安温泉建

设，建立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信访

工作机制，全面创建“无访村”，做好重大项目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时预防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强文明道德

建设，提升全民文明素质。

民生情怀 彰显为民温度

如今每天下午走进温泉镇张庄村老村

部，都能看到一番热闹的景象：老年日间照料

中心二楼活动室里，一群大妈、大闺女、小媳

妇在跳广场舞；楼下的院子里，十几个人组成

的铜器队擂得震天欢；一边唱小曲的、扭秧歌

的也不时凑个热闹；打扑克、下象棋、唠嗑的，

有时候只顾仰着脸看，忘了自己的事儿，处处

呈现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张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刘行正说，张

庄村目前有广场舞、腰鼓队、秧歌队、戏曲演

唱、铜器队等多支村民自发组成的业余文化

表演团队，全部队员加起来有 100多号人。这
些表演团队冬天就集中在老村部，夏天的时

候全部转移到村里的文化广场上，同时还吸

引了周边村子的表演团队和村民过来参与，

每天晚上能聚集上千人。

“咱们村从 7月 20日开始为红白事立规
矩，结婚喜事待客不能超过 10桌，白事一律
不准待客，从送的礼金到待客桌上的烟酒都

有标准。为了倡导文明新风，专门在老村部建

了这个‘百姓大食堂’，马上可以投入使用了，

以后村民家里有了喜事，需要待客必须来这

里按标准办。”在朱寨村老村部，朱学卫指着

“百姓大食堂”说。

2020年 7月 20日，朱寨村 763户村民积
极响应村“两委”号召，集体签约为村里的红

白事立规矩，从此，该村的移风易俗工作进入

一个崭新的时代。

为切实推行红白喜事“无不超”规定，朱

寨村自筹资金 40余万元，建起“百姓大食堂”
一座，按照传统风俗从村民家里征集仿古的

八仙桌等，将“百姓大食堂”打造得古色古香，

既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新时代

气息。村“两委”要求，村里所有的婚丧嫁娶等

宴席都必须事先向村“两委”申报，并严格按

照“五不超”标准在“百姓大食堂”举办。

据了解，红白事规矩从 2020年 3月实行
以来，村党员干部带头执行，村民们积极响

应，推行至今没有一起违规现象发生。

为使温泉镇的民间文化活动在广泛普及

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水平，温泉镇党委、政府

持续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先后建成文化大院 29个、文化广场 30个，各
村均建有文化活动中心、图书室、文娱活动室

等多种文化活动场所。28个行政村每月开展
群众性广场文化活动，以铜器、秧歌、广场舞、

戏曲、其它杂项文艺活动演出为主，实行一月

一评比。

从天泽湾到乐华城，从汤王花园到如意

湖公园，从朱寨村香菇产业基地到张寨村新

时代青年公寓，越变越美的新温泉，正在成为

6.4万温泉人民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乐
园”。

暖心温泉 可心家园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梁亚波

温泉村棚改小区汤王花园内，已经入住的村民在草

地旁晒暖聊天，孩童们在自由嬉戏；天泽湾温泉酒店占地
500余平方米的室内 SPA水疗馆，慕名而来的全国各地
游客络绎不绝；牛涧河风情带项目工地，一派车水马龙的
繁忙施工景象；总投资 120亿元的温泉乐华城，一期项目
正在建设，展示中心将于 12月 19日对外开放；朱寨村香
菇产业基地内，菇农们正在忙碌地采摘香菇，运输香菇的

车辆往来不断……冬日的温泉镇乡村，一扫往昔村街寂
寥无人的“猫冬”景象，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生产、文明和
谐的盛世景象。

一座绵延千年历史的温泉文化名镇，新时代的帷幕
初启，一场特殊的战“疫”过后，正焕发出更加强劲的勃勃
生机。

天泽湾温泉酒店

汤王街古镇庙会赏花灯

万寿菊采摘

广场舞大赛

乐华城项目展示（效果图）

乐华城一期建设工地

汤王花园 温泉如意湖公园音乐喷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