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5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 于 佳 投稿信箱 sqrbxq@163.com

3柘城新闻 欢迎关注
“商丘县区新闻”
微信公众号

欢迎关注
“商丘县区新闻”
微信公众号

一线传真

脱贫攻坚进行时
本版新闻统筹 蒋友胜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
贤）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
柘城县的环卫工人，天天都能吃上免费
的爱心餐。近段时间，柘城县爱心粥棚
天天为县城的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
让环卫工人时刻感受到人们对环卫工作
的尊重。

5月 16日早上六点半，记者来到了华
景美食城一家饭店的门口，看到几十位
环卫工人正在排队打饭。爱心粥棚里的
义工们也正在忙着为环卫工人们发放馒
头、炒菜和热粥。打好饭菜，环卫工人
们就坐在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小餐桌
旁吃起了早餐。

张国正夫妇今年都已经70多岁，已经
干了 6年多的环卫工作。虽然每天起早贪
黑很辛苦，但老两口却一直乐在其中。爱

心粥棚的开设不但解决了他们的早餐问
题，还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对他们满满的
关怀和尊重。张国正告诉记者：“干环卫
工作是自己选择的，也非常喜欢这个工
作。能干到啥时候就干到啥时候。现在政
府、社会对环卫工人多好，免费吃过饭就
干活去了，回家做饭的工夫，城市干净
了，自己也锻炼了。多好的事，两全齐
美。免费粥棚提供的饭菜很好，顿顿换花
样，好！”

环卫工人蒋秀荣说，爱心粥棚解决了
大家的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感受
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吃嘞好得很，比
在家吃嘞还强嘞！社会对待环卫工人真
好。”蒋秀荣说。

王子木是柘城县爱心粥棚发起人之
一。他告诉记者，爱心粥棚里的所有饭菜

都是义工来做，食材也都是爱心人士捐赠
的。每天早上，义工们会早早地来到爱心
粥棚，熬粥炒菜。爱心粥棚里所有的义工
也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自发组织起
来的。谈起建立爱心粥棚的初衷，王子木
说，这还缘于他们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的
一张图片。

王子木说，有一个朋友圈好友在朋友
圈里发了一位环卫工人在路边蹲着吃饭的
照片。环卫工人每天凌晨起很早打扫卫
生，但他们工作后，没有地方待，连个吃
饭的地方也没有。王子木就想如何为环卫
工人做点事。学习了商丘市区爱心粥棚的
做法和经验，他组织建立起了柘城县的爱
心粥棚。采取在手机微信上组织每日捐一
元钱、日包场、周包场、月包场的形式，
筹集爱心款，再招募义工参加义务劳动给

环卫工人做饭。使爱心粥棚能够持续，让
环卫工人每天吃上爱心餐，让社会多一些
正能量。

正在打饭的义工告诉记者，环卫工人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已经开始工作了。不
管是春夏秋冬，还是风霜雨雪，他们每天
都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用自己的辛勤
汗水换来城市的洁净美丽。社会理应给他
们应有的尊重和回馈。只要环卫工人们需
要，他们就会把爱心粥棚一直办下去。

柘城县爱心粥棚温暖环卫工人心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眼下正是小麦
“一喷三防”的关键时期，柘城县及时引进新型多旋翼植保无人
机对小麦进行喷洒施药，效果显著。不时飞在田野上空的无人
机，也成了农村亮丽的风景。

“无人机好，省时省力。希望这种无人机能多来，给俺地里
的小麦喷洒农药。”柘城县胡襄镇陈洼村村民刘洗印，指着给他
家小麦喷洒施药的无人机不停地夸奖。

据了解，这种无人机喷洒施药，是采用农业部主推的小麦病
虫害防治技术，具有施药效果好、喷洒时间短、性价比高等特
点。一次施药就能同时达到防治病虫、防治干热风、防治倒伏等
目的。河南千村植保服务有限公司飞行大队队长张文集告诉记
者，一次升空喷洒的药量大约是10升，可以打20亩地的小麦。

据农技人员介绍，目前在柘城县小麦田地发现条锈病，若
不及时救治，就会造成小麦减产。柘城县农业局植保站站长、
高级农艺师张振坤说：“柘城县农业局在胡襄镇陈洼村组织了一
次无人机喷洒防治药物，对小麦的条锈病进行统管统治。通过
这次活动，希望广大农民朋友及种粮大户，积极行动起来，对
自己所种的麦田进行查治，坚持‘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发现一
片防治全田’的原则，积极开展防治。在防病的同时，对于小
麦穗蚜发生比较严重的田块，要加入杀虫剂进行防治，达到增
产稳产的目的。”

柘城县采用无人机进行“一喷三防”

本报讯（黄 芳）“三夏”农忙即将来临，为确保全县粮食
丰产丰收，柘城县工商局开展为期 4个月的红盾护农“保三夏”
专项行动，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此次专项行动以化肥、农膜、农机具等品种为重点检查对
象，加大市场巡查力度，加强商品质量日常监管，严厉查处制
售假冒伪劣肥料等商品违法行为，维护和保障市场的良好秩
序。督促指导农资企业认真落实索证索票等自律制度，充分发
挥行业商会自律的作用，规范农资经营户文明诚信经营。

该局执法人员在市场检查过程中，广泛开展送法、送知
识、送信息下乡活动，增强广大农民、农资经营户法律意识、
识假辨假能力和消费维权意识。充分发挥12315信息网络平台作
用，将维权网络延伸到农村，积极开展红盾护农进村镇、进商
家活动，及时处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维护三夏农资
市场秩序。

截至目前，该局出动执法人员 2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200余份，检查农资批发商及经营户100余家，抽检各类化肥20
个批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3份，取得了良好效果。

柘城县工商局

开展红盾护农“保三夏”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黄 芳 张远铭）“宣传部的领
导经常来我家，和我结‘亲戚’，帮我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我腿脚不
方便，人家领导亲自来俺家干活，今天帮我联系办理残疾证，现在
日子比以前好了，我感谢党和政府！”5月15日，柘城县张桥镇张桥
村王珍庄年近70岁的梁心立在接受采访时，满怀感激地说。

5月15日，柘城县委宣传部20名党员干部分别走进各自联系
的贫困户家中，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政策关怀，帮助他们打扫
庭院、收拾柴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贫困户送去暖心的帮扶。

“真是多亏了宣传部的帮扶队员啊，俺媳妇瘫痪帮俺办理了
慢性病，原来屋子漏水也给俺改造啦，真是叫俺不知道说啥好
啊！”张桥村贫困户张国民对自家的帮扶人满怀感激。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柘城县委、县政府结合全县实际，创
新帮扶模式，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大力提倡开展脱贫攻坚服务群众

“八个一”实践活动。
“八个一”实践活动的具体做法是：每月召开一次家庭谈心

会；每月开展一次田间劳动；每周帮助贫困户做一顿饭；每周帮助
贫困户洗一次衣服；每周帮助贫困户叠一次被子；每周帮助贫困
户扫一次院子；适时陪同有病的贫困户看一次病；每周向贫困户
做一次政策宣讲。

柘城县委宣传部正是通过“八个一”让暖心帮扶在走进贫困
户家里的同时，也走进他们的心里。不仅让他们感受到党委、政
府的浓浓温情，更让他们增加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为真正实现政府、群众、危房改造户“三满意”，县委宣传部帮扶
工作队积极向上级部门请示，改善贫困家庭的住房困难，共争取到
了6户危改、16户维修指标。如今，危改户村民全部搬进了新房居
住。村民牛国杰由衷地对记者说：“共产党好，帮扶干部亲！”

在宣传部的帮扶下，张桥村正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修通
了 10 公里水泥公路，新建了 2 座村民文化广场，新建了一座
中心幼儿园，实施了到户增收项目，开展了美丽乡村清洁家
园活动……如今，走在张桥村的大街小巷，栩栩如生的漫画
和富有哲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说语“走”上了宣传
墙，浓浓的正能量扑面而来。

柘城县委宣传部

“八个一”暖心帮扶在行动

本报讯（刘关心） 5月 12日是国家第九个“防灾减灾日”。
为让全社会关注青少年学生的防灾减灾教育工作，让广大师生
掌握安全防护知识，做到遇事不慌、积极应对、自我保护，增
强师生在危急情况下逃生的技能，提高防空、防灾、应急、应
对突发事件的能力。5月11日，柘城县人防办与第二实验中学联
合举行了中学生人防防护动作演练活动。

上午 9时 50分，随着防空警报的响起，参加演练的 1300多
名学生有序、迅速地离开各自的教室，仅1分28秒全部疏散到操
场指定的位置，并蹲下进行简易防护。随后人防工作人员为学
生讲解了防空防灾安全知识，为学生发放了 1000余份人防宣传
彩页和《中学生人防宣传教育手册》。

柘城县举行中学生人防防护演练

本报讯（黄 芳 张远铭）“我希望通过我的电商
销售模式，能够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让他们
收入有保障，又能照顾家庭。”5月 16日，在接受采访
时，著名的电商“女创客”王茜说。

柘城县大仵乡马庄村农村淘宝合伙人王茜，是
该县第一批加入农村淘宝合伙人的“女创客”，曾
登上过联合国讲台的她，不断创新思路，带领乡亲
们脱贫致富。今年，她引进吊篮生产编织技术，通
过网上接单，组织村里老人、留守妇女加工吊篮。
利用电商助力精准扶贫，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当初，王茜就是想让村里的人有点事做，每天
能不闲着，一天有几个订单，也算是帮村里的老
人、贫困户找点事做，多挣个零花钱。

本来抱着试试的心理，然而销量却大大超出了
王茜的预料。在自己的农村淘宝上线第一天，吊篮
就卖了十万零六千元钱，拉货的车就来了 5辆，这

让王茜十分欣喜。
为了订单的稳定，王茜通过不断创新来吸引客

户。既然是自己让村里的人千辛万苦学会了编制吊
篮这项技术，那么就更要把这项技术重视起来，要
学好、学精。现在销路已经打开，更要注重吊篮的
各种创新和吊篮的质量，包括细微的细节。只有不
断创新，才能保证马庄村的吊篮始终走在同行的前
列，保持一直以来的热度不降低。果然，通过不断
创新，对质量的精益求精，马庄村吊篮的销售越来
越多，保证了团队里村民的收入。

据统计，王茜的吊篮订单平均每天能接50多单，
村里有将近100人加入了王茜的团队，每日每人均有
40元至 60元的收入，每月工资有 1000元至 2000元，
有效地帮助部分贫困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困
难。王茜组织妇女农闲时间编织吊篮，利用电商提
高效益，实现了居家灵活就业增收的目的。

“女创客”王茜电商扶贫立新功

仙人掌给我最美的印象就是不知谁写的诗句
“虽刺犹人爱，不与其他同。拒争芬芳艳，焕然一
身清”。我家也有一盆仙人掌，大概经过了三个春
天，从未给它进行过浇水施肥之类的，无论炎炎
烈日还是大雪寒冬，也想不起它是否干旱和寒
冷。今天，它的花开在碧蓝的晴空下，金黄金黄
的，透亮透亮的，像薄薄的蝉羽，又像圆圆的笑
脸，还像暖暖的太阳花，真是有心赏花花不开，
无意种掌仙人来。

仙人掌花开
别样美

文/图 深秋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近段时间，柘城县
美丽的景象刷遍了人们的朋友圈。蓝天、白云、彩霞、湖泊，让
多少人由衷赞叹。美丽的城市环境并不完全是“天赐”的，柘城
县城市管理部门坚持“垃圾不落地、让城市更美丽”的施工标
准，起到了重要作用。

机扫车、高压冲洗大型环卫车、全封闭式垃圾清运车穿梭在
柘城县的城区街道上，彻底解决了垃圾落地污染环境的问题，让
城市更美丽。

家住柘城县春水路北街的居民吉女士向记者介绍，几年前，
春水路与文庙北街交会处的非机动车道被用作垃圾堆放点。每天
傍晚，大量垃圾被堆积在那儿，清运至少需要 1个小时。“以前
要是运垃圾，很远就能闻见臭味。尤其是夏天，污染特别严
重。”吉女士说。

对垃圾露天清运，造成垃圾清运“一路走、一路滴、一路
臭”的情况。几年前，柘城县人民医院后面有个垃圾中转站。很
多人还能想起来那时候肮脏的样子。一位住在附近的群众讲：

“去逛逛街走到那边都熏人。不过现在好了，咱县里垃圾车、垃
圾桶换的都是那种封闭的，再也不像以前了。”

大量垃圾被堆积在路上，造成路面二次污染，不仅影响市
容，也影响市民出行。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近几年，柘城县政
府投资 1000余万元购买了机扫车、高压冲洗大型环卫车 15辆，
新增封闭式垃圾转运车和垃圾清扫车 60辆，这不但减轻了环卫
工人的劳动量，还提高了清运效率。柘城县环卫中心主任轩心杰
介绍，县领导对环卫工作非常重视，在资金上给予充分支持，把
原来老式的中转站全部改造成了目前这种压缩式的中转站，新
建、改建一共 21座，一次性购置了封闭式的垃圾运输车 20台，
实现柘城县城区内垃圾不落地的目标。

今年，柘城县政府在城区还投资购置了100个新型环保垃圾
桶，取消露天垃圾收集点。多措并举，彻底解决了垃圾落地污染
城区环境的问题。

垃圾不落地 让城市更美丽

日前，柘城县政协组织
县 农 业 局 、 法 院 、 人 民 医
院、消防大队等单位来到伯
岗镇王寨村，开展了精准扶
贫送“文化、科技、卫生、
法律”四下乡活动。

活动共设立宣传咨询台
10余个，散发各类宣传资料上
千份，发放各类书籍100余本，
解答各类咨询 100 余人次，受
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

黄 芳 摄

本报讯（郝传信）“通过参加县职教中心举办的精准脱贫技
能培训班，听了几位农业专家老师的讲课，我学到了许多种养加
工知识，增强了脱贫技能和致富本领。”40多岁的远襄镇贫困农
民陈可清，说起柘城县职业教育中心为贫困户举办的精准技能培
训班，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为了助力开展脱贫攻坚行动，柘城县职教中心勇于担当，主
动作为，充分发挥职教人才和技术优势，积极推进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县职教中心按照县教体局制订的
《柘城县职业教育精准脱贫技能培训实施方案》，成立了职业教育
精准脱贫技能培训领导组。

为了切实摸清底情，县职教中心自去年9月开始，多次组织
教师深入到远襄、牛城、皇集、申桥、大仵、胡襄等乡镇，进村
入户了解贫困人口的基本情况、致贫原因和培训需求，并逐人逐
户建立完善了纸质和电子信息档案，拿出专项经费 20余万元，
专款专用、专人管理，保障了精准脱贫技能培训工作的有序落
实。

通过精心筹备，县职教中心于去年 10月举办了为期 16天的
首期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班。培训班本着“培训一人，致富一家，
带动一方”的指导思想，邀请商丘职业技术学院的5位农学、动
物工程、生物工程系专家教授，组织县内4名林业和种植、养殖
方面的高级讲师，为参培的 134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23
人）进行了科学养殖技术及蔬菜栽培种植与管理的知识技术培
训。

培训班采取集中培训、专家讲课、实习实训、参观考察相结
合的方式，贴近参训人员的生产、生活实际和市场情况，为 65
名种植专业贫困户学员、69名养殖专业学员分类进行了职业技
能培训。由于培训的脱贫技能好掌握，脱贫项目投资少，项目建
成收益快，激发了许多参培人员的学习热情和创业致富的干劲。

在培训期间，参训学员们就围着培训授课的专家虚心求教，
请求教师帮助他们规划养殖场地和蘑菇种植基地，解决好设备购
置、种苗繁育等问题。培训结束后、学校及时做好学员创业的跟
踪服务，积极扶持韩峰发展养鹅脱贫项目，首期购进鹅苗 600
只，指导帮助他解决喂养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参训学员张团
结利用学到的养鱼技术，在村里承包和开挖了两个鱼塘。学员张
付山参加培训后，租种了本村50亩耕地，建起6座韭菜、芹菜塑
料大棚，为张付山带来了脱贫的希望和致富的信心。该校以卓有
成效的精准脱贫技能培训工作，受到省职业教育精准脱贫领导组
的充分肯定。

柘城县职教中心

助力脱贫攻坚送技能

5 月 16 日，技术人员在安装
调试设备。柘城县力量新材料集
团项目总投资15亿元，是集金刚
石微粉加工、金刚石机械制造、金
刚石精品萃取和技术研发于一体
的金刚石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一
期投资3.8亿元已建成投产，二期
投资 11.2 亿元正在紧张安装设
备。全部达产后可年产金刚石10
亿克拉，年销售收入25亿元。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