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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晓晓）网格化
管理，城里有，乡村也有。郾城区新
店镇齐罗村自 2018年实行网格化管
理以来，服务村民更加精准，工作推
进更加高效。

拉家常、化矛盾、解难题……齐
罗村的罗国龙，自从成为第三网格长
后显得格外忙。他带着网格员走家串
户，小到政策宣讲、民情收集、村民
评议，大到矛盾化解、环境治理，忙
得不亦乐乎。

罗国龙所在的第三网格有118户
村民，其中贫困户3户。

这118个家庭的基本情况，罗国
龙了如指掌。一遇到下雨、下雪天，
罗国龙就更忙了，他要挨个检查贫困
户的房子有没有漏雨、取暖措施是否
安全。这118个家庭遇到困难后，首
先想到的也是罗国龙。

罗书青是罗国龙所在网格的贫困
户。由于腿部残疾，罗国龙对他非常
照顾。

“俺家就我一个人，不管是下雨
还是下雪，只要我遇到难事了，俺的
网格长罗国龙总是第一个赶到。”罗

书青说，今年 11月，由于腰部疼痛
不止，自己没法去医院就医，他就给
罗国龙打电话求助。

接到电话后，罗国龙赶紧跑到他
家里，看到罗书青疼痛难忍，立即开
车将他送到医院。

“那天还下着雨，冷得很，俺村
的其他村干部也都赶来帮忙。虽然我
身体有残疾，但我还是感慨生在了一
个好时代。”提起罗国龙，罗书青心
生感激。

多名村干部表示，村里实行网格
化管理后，变得更有活力了，工作效
率也更高了。这在户厕改造中体现得
最为明显。

2019年，齐罗村开始进行户厕
改造。为了尽快推进，经过商议后，
村里的每个网格都组建了一支专业改
厕施工队，并且每隔一段时间，网格
之间还进行评比。

“这样一来，各个网格都铆足了
劲儿，网格员负责宣传户厕改造的好
处，网格长负责协调各项工作。各个
网格明争暗赛，都想尽快完成任
务。”齐罗村党支部书记罗红钊说，

现在全村完成户厕改造422户，已超
额完成既定目标。

齐罗村党群服务中心的网格化管
理组织结构图上，记者看到齐罗村被
分为四个网格，每个网格有四到五名
网格员，每名网格长、网格员的信息
都标注得清清楚楚。网格区域表里，
每个网格里有多少户村民、多少个贫
困户、多少党员都一目了然。

“自从2018年村里实行网格化管
理后，村民有事情都会第一时间找网
格员和网格长反映，很多矛盾网格内
就解决了，解决不了的再反映到村
里，集中商议解决。”罗红钊说，现
在村民都乐意参加村里组织的各种活
动，村里的氛围也更轻松活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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郾城区新店镇齐罗村

管理网格化 服务更精准

伏牛山路和汉江路交叉口红绿灯发生故
障。

市司法局临街楼与垃圾中转站之间的墙
缝里有好多垃圾。

太行山路百合园小区存在私搭乱建。

人民东路与燕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220
米路南，施工围挡倒地。

嵩山路沙河桥南边西侧路面破损。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12月 17日，虽是寒冬时节，舞
阳县章化镇文化站里却充满了欢声
笑语，热闹非凡：曲调悠长的二胡
等乐器声不时响起，戏曲爱好者你
方唱罢我登场，现场听戏的村民不
时叫好。

记者循声走进这个几十平方米的
文化站排练大厅里，见几名乐器演奏
者在大厅一侧端坐，十几名热心观众
坐在大厅东侧，有的瞪大眼睛看，有
的小声唱和着。

“每天都来这里唱两嗓子。”42
岁的环卫工张东红是个资深戏迷，每
天上午打扫完西李吉村的卫生后，他
都准时来镇上的文化站唱上几句。

“不是单纯为了唱戏，主要是这
里很热闹，有很多年龄相当的人，可
以唱唱戏，还可以拉拉家常。”张东
红告诉记者。

在大厅中间，一名戏曲爱好者正
声情并茂地演唱着戏曲选段，旁边的
演奏者也全情投入。“大厅里每天都
有人来唱戏，俺们这个戏班子都是自
发组织的。”二胡演奏者常迎范是后
古城村的，他听说文化站里经常有人
唱戏，就拿着自己的家伙什加入文化
站这个戏班子。现在，周边村子十几
名喜爱戏曲演奏的村民都是这个戏班
子的成员。

“一打电话大家就来文化站了，
一玩就是半天。”常迎范一边准备拉
下一个曲目，一边告诉记者。

文化站院内的公示栏里，张贴着
每周的文化活动安排：每周一、三、
五下午是舞蹈学习日，每周二、四上
午是阅读活动日，下午是戏曲学习
日，周六、周日安排的是书法、绘画

等专业技能培训。
“每天上午8点开放，下午5点半

闭馆。”章化镇文化站副站长刘海欣
告诉记者，文化站里面有多功能排练
厅、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等，每
天都有村民来这里休闲娱乐，已经成
了村民文化生活的大乐园。

借助文化站这个平台，刘海欣等
人还安排了民间艺术大赛、广场舞大
赛、逐村寻找多才多艺的“村宝”等
系列活动，让各种精神文娱活动走进
千家万户。

“特别是寻找‘村宝’这个活
动，让我们在村里发现了 20多名多

才多艺的民间艺人。疫情期间，大家
伙把自己的才艺拍成视频在文化站里
播放，很多村民看了以后纷纷加入到
这个活动中来。”刘海欣告诉记者。

室外寒意袭人，室内暖意融融。
张东红唱完《卷席筒》后，旁边坐在
凳子上的几名村民有的鼓起掌，有的
感觉不过瘾，还要他再唱一段。

“虽然家距离这儿20来里地，但
是已经习惯了在这儿唱戏，过瘾！”
来自平顶山叶县杜楼村的马翠霞说，
她经常骑电动车到章化镇文化站和戏
友交流、切磋。一同和她前来唱戏、
听戏的，还有好几个老乡。

小小文化站 浓浓梨园情

12月17日，戏曲爱好者在章化镇文化站排练大厅唱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