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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通水两

天了，我们终于喝上了干净、卫生的

自来水！”4 月 12 日，新华区香山街道

筹备组杨官营村村民朱全志拧开水

龙头，看着水哗哗流出，他高兴极了。

4 月 10 日上午，杨官营村饮水工

程试通水仪式举行。

杨官营村地势较低，没有排水

系 统 ，水 质 难 以 保 证 ，于 是 该 村

2016 年购入 2 台净水设备，将村内

30 米 左 右 深 的 水 井 水 源 净 化 后 供

村民无偿使用，但仅能满足部分村

民饮水需求，北部老村村民还需要

外出找水。

全村日常用水来自上世纪 90 年

代架设安装的自来水管，水源来自浅

水井，水质较差，且水管年久失修，部

分管道有渗水、漏水、不通等现象，只

能满足部分村民洗漱使用，用水问题

始终令村民糟心。

为解决杨官营村饮水问题，香山

街道筹备组将情况上报至区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研判后，组织工人于去年 5 月在缺水

的杨官营老村建成一口 280 米深水

井，并配套储水罐、2台净水机供村民

无偿使用。但井下青石层深厚，出水

量有限，且水质差，净水机运行成本

较高，不是长久之计。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既是民生工

程，也是民心工程。新华区委、区政

府出资在全村铺设自来水管道，积极

协调市政供水单位，将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市政自来水水源引入该村，彻

底解决村民饮水安全问题。

经过区委、区政府的努力，杨官

营村安全饮水工程于今年 3 月开工。

香山街道筹备组成立工作专班，倒排

工期，每日召开碰头会，及时掌握工

程进度，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加速项

目建设步伐。36 台机械、98 名工人、

14 个班组在现场同时作业，终于在 4

月 10日试通水。

“这是件大好事，以后我们吃水

用水方便得很，大家都很满意。”村民

朱新志说。

“我们同时铺设了排污管网，将

杨官营村排水问题一并解决，整个给

排水工程将于本月完工，届时可为全

村 1042户 2843名村民彻底解决饮水

及排水问题，让村民随时都能用上干

净、放心的生活用水。”香山街道筹备

组党工委书记王亚一说。

月底全通水

千余户村民不再吃水难

最近，在杭州工作的河南小伙赵展

展火了！80 后的他凭借一手“捏脚”绝

活拿下“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获评杭州

C 类人才，更是拿到 125 万元的购房补

贴在杭州安了家。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赵展展

的故事再次说明，高层次人才不仅仅属

于那些名校毕业生，越来越多的技能人

才正成为“行业大拿”“大国工匠”。95

后湖南农民工邹彬把砌砖手艺玩出新

境界，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实现砌筑项目

大奖中国选手零奖牌的突破；26 岁的沈

思静零起步学烹饪，成为“全国技术能

手”，本科毕业后留任母校湖北经济学

院教本科生“做饭”；浙江绍兴柯桥水务

集团排水有限公司老焊工丁卫松获评

正高级工程师；我市的时小广、胡中辉

通过努力成为新时代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工匠的代表。

捏脚小哥成为出圈典范，赵展展们

的成功离不开时代提供的机遇。

近 年 来 ，为 建 设 高 素 养 劳 动 者 队

伍，我国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了关心支持技

能人才发展的良好生态。党的二十大

报告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

战略人才力量。为加大对高技能人才

的扶持、培养、激励力度，各级政府部门

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打通职业发

展通道，提高工资待遇，创新评价机制，

强化职业技能提升、深化产教融合等。

就我市而言，覆盖全市城乡劳动者、贯

穿劳动者学习工作终身、适应劳动者需

求的培养培训体系正在形成，面向不同

群体、推动技能提升的线上线下培训正

在开展，符合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和实际

特点的评价机制正在进一步完善，高技

能劳动者正在得到高规格、高待遇的认

可……

“谁都可以发光，只要找对地方。”

赵展展们的成功还在于摒弃世俗偏见，

看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并执着前行。

“选择了这份工作就不要否定它，

勤学苦练、不辜负自己的努力，就会有

意外的收获。”赵展展选择进入足浴行

业时，做学徒的工资很难养活自己，但

他一边从事推拿理疗工作，一边学习足

浴手艺，一有空闲时间就练，练到手上

都起了老茧。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

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正是一遍遍的

摸索，一次次的练习，一天天的坚持，专

注技术的提升，最终他的努力经过岁月

的磨砺和浇灌，开出了绚烂的花朵。

千工易寻，一技难求。一个可以靠

技能成才、靠技能筑梦精彩人生的时代

已经到来，市场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日趋

旺盛，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敢于追求

自己的梦想，持之以恒静心坚守，每个

人都可能成为熠熠生辉的“凡星”，活成

他人眼中的励志样本。

楚让蕊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熠熠生辉的“凡星”

4 月 12 日，在郏县三苏园景区大

门 外 连 片 种 植 的 1000 余 亩（1 亩 ≈
666.67 平方米）桃园里，桃花怒放，游

人如织。

“这是 1号园区的地图，里面共分

35个地块，1号、2号地块种的是红不软

桃，3 号、4 号种的是美国杏李和黑总

统，7号、8号种的是中油蟠 9号，12号、

18号是冬桃……”在郏县锋瑞果木种植

合作社 1号园区会客室，种桃大户李许

锋指着自己手绘的果园地图介绍说。

“3月 30日至 4月 3日桃花开得最

盛，每天来赏花拍照的游人少说也有

两万人，园子道路两旁卖东西的摊位

达到 100多个。”李许锋说。

今年 53 岁的李许锋是茨芭镇茨

芭村党支部书记，也是锋瑞果木种植

合作社的负责人。从 2003 年承包果

园种果树开始，他已经和果树打了 20

多年交道。

种 果 树 之 前 ，李 许 锋 经 营 过 商

店、开过大货车、卖过猪羊等。1996

年，他在村里流转土地 100 亩种植烟

叶，经过多年种植，他赚到了人生第一

桶金，为后来经营果园提供了充足的

资金保证。

2012 年，为改善三苏园景区周边

环境，郏县引进了外地开发商，在三苏

园周边的吴洞、苏坟寺、天城洼、东姚

等 4 个村流转 800 亩土地，种植石榴

树，但因管理不善，果园荒废。李许锋

接手后，大力改造，使果园面积扩大到

1100 亩，并于当年成立了锋瑞果木种

植专业合作社。后来，他逐渐把周边

400多亩边边角角土地流转过来，注册

了“锋瑞”商标，形成了现在的种植规

模，也成了三苏园景区旁的新景点。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外省客户纷

至沓来，李许锋和许多客户成了朋友。

一箱 5 公斤的桃子卖到 100 元左

右，价钱不低，但销量很好，这其中有

什么秘诀吗？

秘诀就在李许锋手绘的地图上。

李许锋把整个果园分成 8 个园

区，每个园区又分成若干个小区，每个

小区种的是哪个品种的果树，每个品

种种了几棵，每棵果树什么时间施了

什么肥，套了多少纸袋，他都标记得一

清二楚。一图在手，一目了然。

“这个园区里，每个桃树品种我都

拿出 5 亩地做实验，每棵树有的施 2.5

公斤芝麻饼，有的施 2.5 公斤炒芝麻，

有的施 4 公斤碎黄豆，有的施有机肥

和牛羊粪，还有的施动物油脂。”李许

锋指着地图如数家珍，“给同一个品种

桃树施不同的肥料，看哪种结出的果

子口感最好，第二年就施哪种肥。”

除了施肥实验，李许锋还在果园里

开展嫁接实验。他把口感很好的中油

蟠 9号嫁接到同样口感很好的红不软

桃和沙红桃树上，对比新果口味，选出

更好的新品种。同样，他也把嫁接记录

记在本子上，并在地图上标示出来。

果树年年更新，地图年年变化。

2023 年，李许锋将 230 亩老化桃树和

30 多亩杏树全部拔除，改种中油蟠 9

号桃树。

园子里，树枝上到处悬挂着黄色黏

虫板，黄盖黄底的杀虫灯也随处可见。

“杀虫灯在地图上也有标示。蚜

虫、食心虫、飞蛾等都用杀虫灯和黏虫

板进行灭杀，等果子长到一定大小后

再 套 上 纸 袋 ，根 本 用 不 着 打 农 药 。

2015 年，我的果品通过了绿色认证，

2018 年被评为省名优产品。果园在

2020年被定为省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技

术推广示范基地和省绿色示范基地。”

李许锋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通讯员 李世

旭）

手绘种桃地图 管理胸有成竹

4 月 12 日，在位于宝丰县商酒务

镇水牛里村的天一阁家庭农场土豆种

植基地，村民在田间劳作。

据介绍，该基地最初种植小麦，

2022 年扩大规模，种植灯笼椒 200 余

亩（1 亩≈666.67 平方米），今年又试种

了 100 余亩土豆，实现由单一化、小农

化向多样化、专业化转变。近年来，水

牛里村党支部因地制宜鼓励村民流转

土地种植瓜果蔬菜等作物，做好产业

结构调整文章，以特色种植擦亮“产业

兴旺星”，争创“五星”支部，不断激发

群众内生动力，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特色种植奏响乡村振兴曲

本报讯 （记者吴学清）4 月 7

日，我市“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

动启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行动为期 1年，对假

借“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

军队名义制售假冒伪劣酒类商品

的违法违规行为深挖源头、铲除链

条，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严厉打击。

对酒类生产企业尤其是中小

型酒类生产企业、小作坊开展全面

排查，察看是否生产或委托生产

“特供酒”。对酒类销售者开展全

面排查，察看销售场所、仓库是否

贮存、销售“特供酒”。对高档酒楼

酒店、特色餐厅、主营商务宴请的

餐饮服务提供者开展深入排查，严

查是否采购、销售“特供酒”。对酒

类产品包装盒、纸箱、酒瓶、手提袋

等包装材料生产经营者及相关印

刷厂开展重点排查，严查是否生产

或委托生产、印刷“特供酒”相关包

材。对各类广告主体开展排查，严

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特供酒”

广告。对排查发现上述违法违规

行为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广告

发布，下架、封存、召回“特供酒”及

相关包材等，清理线下制售源头和

消费渠道。

同时，以网络交易平台等为重

点对象，全面开展对“特供酒”问题

线索的监测排查。对监测发现违

法违规问题的，严格依法依规对问

题线索开展核查处置，并督促相关

平台采取下线相关商品、关停店

铺、关闭账号等措施，阻断“特供

酒”线上销售渠道；对查处的“特供

酒”案件，开展全链条溯源排查，依

法查处“特供酒”制售链条上相关

生产者、经营者、印刷者、广告发布

者、平台等主体违法违规行为，坚

决打掉“特供酒”制售源头，铲除非

法链条。

打掉制售源头 铲除非法链条

我市线上线下同步打击“特供酒”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郭

敬伟）4月 11日，农历甲辰年三月初

三，一年一度的上巳节说书艺人擂

台赛活动在宝丰县杨庄镇马街村

“艺人之家”张满堂家举行。

宝丰县是国家级说唱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马街书会是宝丰说

唱文化的核心内容。每年农历三

月三日的上巳节擂台赛是马街书

会说唱艺人的一项重要活动，有人

称之为“小马街书会”。艺人们在

这一天再次相聚马街，开展交流、

展示、展演、比赛等活动。

擂台赛开始后，树荫下、小路

旁，40 余个说书摊位分散开来。

坠琴、三弦、简板、渔鼓、大鼓、铰

子、扬琴等乐音悠扬；三弦书、河南

坠子、渔鼓道情、评书等曲种各具

风采。忠君爱国的杨家将、呼家将

唱段，传承孝道的《白猿盗桃》《传

递孝道正能量》唱段……吸引了众

多铁杆粉丝前来听书。

禹州市 95岁的老人田学州拄

着拐杖与老乡前来听书：“每年正

月十三马街书会和三月三日上巳

节，几乎年年来马街，为的是听听

说书、会会曲友。”

马 街 村 88 岁 的 老 人 王 金 聚

说 ：“说 书 里 的 故 事 叫 人 向 好 向

善。作为马街人，从小赶会听书，

心里得劲。”

唱渔鼓道情的艺人王在礼来

自周口市太康县，凌晨 3点半就从

太康县出发往马街赶。他说，这次

带了新收的一名青年弟子，让弟子

来长长见识，提高提高技艺。

驻马店市遂平县 88岁的艺人

毛昌，身穿红色唐装，精神矍铄，拿

起简板、敲起大鼓，唱起来字正腔

圆：“打鼓锦腔代代传，流传世上数

千年；有人来说先有地，有人来说

先有天……”

擂台赛评委由当地群众担当，

评委以“献花”作为对艺人说唱水

平的评价。比赛结束后，根据各说

书摊位上获得多少花评出名次。

“小马街书会”精彩上演

马街又响丝弦声

我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李人
庆）4月 11日上午，看着慢慢苏醒过来的

八旬老人，鲁山县四棵树乡街西村党支

部书记李国旗长长地舒了口气，握着乡

消防救援队队长崔天鹏的手说：“多亏你

们出警及时，救出老人！”

当天上午，街西村第四村民组 80岁

老人叶文献到村后自家红薯窖里取红

薯，由于地窖内严重缺氧引起窒息，昏倒

在地窖里。村民张社会发现后，急忙下

去营救，但因窖口狭窄，几次想将老人托

举出来都没能成功，自己也因严重缺氧

呼吸困难，只能爬出地窖拨打消防救援

电话。10 点 31 分，接到报警电话，乡消

防救援队队长崔天鹏、副队长吴博枫立

即带领队员余金磊等赶往现场。救援人

员打开风力灭火机向地窖里吹风增氧，

然后吴博枫携安全绳下滑进入地窖，用

安全绳将老人系好，在其他队员协助下

将老人安全救出。

由于救援及时，老人苏醒过来，消防

队员又和村组干部一起将老人送到乡卫

生院，做进一步观察治疗。

老人缺氧昏迷地窖
邻居消防紧急施救

4 月 12 日，湛河区疾控中心的

志愿者在市区河滨广场为市民测

量身高体重，并宣传健康知识。

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湛

河区爱卫办当日组织辖区各个街

道、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

位在河滨广场开展以“健康城镇

健康体重”为主题的第 36 个爱国

卫生月集中宣传活动。医务人员

指导市民科学健身、合理膳食、安

全用药，提升健康素养水平。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

张亚楠）“今年咱村村民参保积极

性怎么样？”近日，湛河区医疗保障

局调研人员来到曹镇乡魏庄村卫

生室，了解医保参保情况。

“比往年提高不少。去年有个

老人忘记缴纳医保费，想着一年不

缴问题不大，不料夏天老人生病，

自费看病花了不少钱。这不，今年

她和家人早早就来询问，生怕错过

缴费期。”村卫生室负责人说。

医疗保障是加强和改善社会民

生的重要一环，但在推进过程中，因

种种原因，忘记参保或不愿参保的

例子每年都有发生。为切实提高城

乡居民参保意识，湛河区医疗保障

局多措并举抓好医保费用征缴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看病有“医”靠。

该局将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强力推进，明

确区、乡、村三级联动的医保征缴

沟通体系，统一思想，强化责任，狠

抓落实；同时，注重加强部门联动，

组织相关人员走乡入村，详细讲解

2024 年度医保政策、缴费标准、征

缴时间、征缴方式等相关内容，对

缴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

答疑解惑，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微

信群、宣传单、“15分钟医保服务圈”

等形式，加大医保政策宣传力度，

让群众了解居民医保筹资标准、财

政补贴政策和医保待遇政策。

对外出务工人员、高龄老人、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等缴费困难群

众，该局提供精准服务，开通“线

上+线下”双重参保缴费渠道。

截至目前，湛河区共有 17.5 万

余名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参加医

疗保险，近两年来参保人数增加近

3000人。

健康有“医”靠 幸福更牢靠

湛河区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