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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炊烟袅袅起，乡村生活展新颜，村民们幸福甜美的日子正描绘着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近年来，樱桃沟管委会樱桃沟社区依托丰富的地理人文资源，大力发展特色

樱桃种植业，推动文旅生态产业、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焕发乡村新活力新气象，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理念成为现实。记者 景静 通讯员 王艳芳 文/图

乡村“微度假”拾起致富“金钥匙”

本报讯“社区帮我对接企业，让我在
家门口找到了第二份工作，顺利实现了再
就业。”家住淮南街18号院的李女士激动
地说，“因为疫情，有的企业经营也很困
难，我很幸运，社区帮我找到了新的工作，
房贷有着落了，老人和孩子的生活也有了
基本保障，感谢社区党委。”

为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近段时
间，淮河路街道绿云社区以“五星”支部创
建为目标，创新实施“四送四到”举措，竭
尽全力做好企业“店小二”，当好群众“贴
心人”，帮助企业精准防控、闭环管理，让
居民充分就业、生活有保障，努力营造宜
业兴业的良好氛围。

送政策到一线。社区党委建立帮帮
团、联席会、互助会等“三项机制”，紧扣企
业需求和政策保障，组织市场、科技等下
沉党员干部和社区党员一起，将最新的稳
企降费、疫情防控政策送到企业生产一
线，帮助企业采购生活物资、防疫物资，助
力企业实现闭环管理，正常生产经营。如
疫情期间，社区直接将核酸检测台安排在
了壹公馆工地，为工人做核酸检测 2600
余人次。

送技能到楼院。社区党委积极链接
新经济产业联盟企业资源，针对疫情期间
企业急需的直播带货、互联网运营、快递
跑腿、家政等岗位，积极邀请企业人事主
管、业务培训师采取网上课堂的方式，给
有就业需求的居民进行培训，经企业考核
合格有 26人直接上岗。同时，社区党委
严格落实“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需
求，组织居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3场、45

人次。
送岗位到家门。借助上门服务的机

会，社区党委建立了企业岗位需求、居民
待岗情况两本台账，将企业关于岗位的要
求和居民自身特长、经历等相互匹配，为
郑州市建硕电梯有限公司、升龙壹公馆、
热力公司解决招工难问题，帮助117名居
民实现就业。

送保障到心坎。社区党委联合区
温暖办、区慈善总会为辖区 30多家商
户开展“慈善助力消费，共建幸福家
园”数字消费券发放活动，让社区成
为企业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后勤保障。

同时，社区积极组织银行宣传贷款缓
交政策、推介优惠的金融产品，帮助还
贷压力大、经营困难的居民找到过渡
的路径，让大家重拾创业的激情和生
活的信心。

下一步，绿云社区党委将进一步完善
和发挥企业用工、居民就业网上对接平
台，强化居民技能培训，链接新经济产业
联盟企业、银行等社会资源，为辖区居民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保障企业平稳发
展、居民充分就业，营造更好的宜业兴业
环境。
记者 景静 文/图

本报讯 11月初，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李佳宁在二七区市场监管局德化街市场监
管所办事大厅领取到了她从母亲名下变更
过来的新营业执照。这是自2022年11月1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施行《促进个体
工商户发展条例》后，二七区发出的首张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营业执照。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进行
了制度创新，调整了变更经营者的方式，
由原来的“先注销、后设立”改为可以直接
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之前，曾有不少群众到我们办事大厅
咨询能不能直接办理经营者变更，他们大
部分都是亲属关系或者合伙人。原规定对
变更经营者长期以来有着较为严格的限
制，不允许直接变更经营者。新《条例》实
施后，我们克服疫情管控等不利因素，及时
联系有这方面需求的商户，帮助其准备材
料，通过线上远程操作等方式，成功办理了
第一起经营者变更营业执照。商户十分高
兴，我们也觉得很有工作成效，真正帮助到
了有需要的群众。”二七区德化街市场监管
所负责人蔡雨卓说。

此次二七区成功换发首张个体工商
户变更经营者营业执照，有力助推了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尽快复工复产。下一步，二
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进一步加快“放管
服”改革步伐，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
率，将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许可证事
项，实行证照联办模式，营业执照和许可
证同时办理，推动“减环节、减材料、减时
限、减跑动”，大幅提升为群众办实事的便
利化水平，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赵正银

淮河路街道

“四送四到”稳就业促发展保民生
二七区颁发首张
个体工商户变更营业执照

2015年樱桃沟社区成功搭载美丽
乡村建设的快班车，先后投入约 3000万
元打造艺术乡村、多彩樱桃沟，建设村
庄特色民居，引进樱桃沟艺术园区项
目，打造文创艺术淘宝村，不少艺术匠
人入驻樱桃沟进行艺术创作，特色创意
产业初具雏形。

通过努力，樱桃沟社区荣获 2018年
度“河南省文化产业特色乡村”，实现接
待游客逐年攀升，旅游收入逐年增长的

大好局面。另外，电商的发展使樱桃沟
社区连续两年入选中国淘宝村，带动了
一批辖区群众就业。

“沟里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质朴敦
厚的民风非常适合进行艺术创作，随着
乡村旅游的热潮，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
艺术园区，也为我们带来了机遇，可以说
是双赢。”樱桃沟艺术园区负责人说，艺
术家团队入驻既增加了民居租金收入，
也提升了村民文艺素养。

樱桃沟社区原名石匠庄村，早期，村里
满是沟坎，土地贫瘠，虽有千年樱桃种植历
史，但并没有名气。时任村支书的张广贤带
着村干部走出村庄，举着一枝枝樱桃到市区
推销售卖，为当地樱桃打开了一条销路。

1999年，村党支部组织举办首届樱桃
节，邀请市民走进自家园子采摘，第一次将
樱桃沟的樱桃推向旅游市场。自此，樱桃
沟樱桃一炮而红，2012年荣获国家农业地
理标志产品美誉，2018年成功创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这成为“樱桃沟樱桃”走
向全国市场的“金字招牌”和一张天然名
片，为老百姓增收致富提供了“金钥匙”。

“樱桃沟好吃果难摘，以前没有游客
来，樱桃必须一个一个摘下来带出去卖，手
都掐破了也挣不了几个钱。现在不一样
了，游客来到自家果园采摘，我们不用费事
了，他们也能体验到采摘乐趣，樱桃根本不
愁卖不出去。”据当地村民张大爷介绍，今
年他又承包了4亩多地，准备引进一些新的
大樱桃品种。

数年来，樱桃沟社区作为樱桃核心种
植基地，先后引进了20余个大小樱桃品种，
开发了樱桃花茶、樱桃果干、樱桃酒等系列
旅游产品，不断发展完善核心樱桃产业，通
过栽树育果带领村民实现致富。

2019年底，樱桃沟社区完成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以集体经济合作社为
载体，引进了“豫见·樱桃沟”秘境魔
幻之旅项目，打造郑州夜游网红新
地标，形成“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
新模式。

2020年，社区被评为郑州市十佳夜
游打卡地、郑州市夜游集聚区。2022年
社区党总支又招商引资近亿元，升级特
兰斯童话世界和赛卡国际卡丁车两大
项目，打造郑州市旅游新 IP。至此，樱

桃沟旅游淡季壁垒被彻底打破，全域全
季全时旅游格局逐步形成。

社区党总支书记张金岭带领党员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时说：
“乡村振兴不能只顾着改善村民的物质
生活，也要注重提升精神文明治理水
平，我们村的党员干部摆正位置，做好
基层服务的‘孺子牛’，把党的二十大精
神学深学透，更要把行动走深走实，让
老百姓看得见，真正享受到乡村振兴带
来的红利。”

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增收“金钥匙”

市郊旅游带火美丽乡村“微度假”

致富产业促成乡村发展“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