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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区(规划设计院) 118 83 53 27 0.9 76 细颗粒物PM2.5，110 轻度污染 降低

卫东区（新华旅馆） 128 90 42 45 1.2 108 细颗粒物PM2.5，119 轻度污染 降低

湛河区（高压开关厂） 156 105 32 59 1.2 91 细颗粒物PM2.5，138 轻度污染 降低

新城区（工学院） 135 85 24 43 1.1 60 细颗粒物PM2.5，113 轻度污染 降低

注：该数据为点位均值，用于向公众提供健康指引。平顶山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及实时

数据以环保部环境监测总站审核后发布的数据为准。 具体可查询网址：www.cnem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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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根据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
监管分局核准以下机构设立开业，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

第10号

机构名称：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域蓝湾分社
机构编码：E0168U341040054
许可证流水号：00585060
批准成立日期：2015-09-07

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光明路与湛南路交叉口金域蓝湾小区 1号楼
邮政编码：467000
联系电话：0375-3409993
发证日期：2015-9-15

本报讯（记者高轶鹏 通讯员李桢）
今年以来，舞钢公司炼铁、炼钢除尘灰回
收设施相继投入使用，在实现资源循环
利用的同时，减少了金属物对环境的污
染。统计显示，仅 7-8 月，该公司就“吃
掉”除尘灰 21940 余吨，节约生产成本
1100余万元。

除尘灰中含有 60%左右的铁元素，
外运时不仅易造成扬尘污染，而且造成
铁元素流失。本着发展循环经济的理
念，舞钢公司建立了一系列工业废弃物
循环利用的政策措施和管理流程，并把
钢渣、除尘灰等含铁杂料代替高价矿粉

进行生产的科研攻关工作列为重点项
目。

经过反复研究和实验，技术人员攻
克了物料配比、烧结矿质量管控等一系
列生产难题，使得烧结工序大量配吃“三
废”物料，以代替高价精矿粉进行生产的
技术攻关活动逐步取得突破。

除尘灰在混匀料中配料不均匀，会
造成烧结矿烧结不均匀、返矿率高等不
利影响，给烧结工序的生产带来很大困
难。对此，为提高除尘灰在混匀料配制
中的均匀性，技术人员在原料场专门增
加了一条上料皮带，并加装上料秤，明确

除尘灰的配入量，提高混匀料的配料精
度。在烧结工序上，针对配入除尘灰后
的混匀料特性，技术人员从水分、碱度控
制、布料厚度、烧结温度等多方面提出具
体要求，寻求最适宜的烧结条件，从而使
成品矿满足高炉生产要求。在高炉操作
上，生产人员针对烧结矿的特性，在炉况
调剂上对生矿、球团等原料的配比进行
调整，克服碱金属富集、焦炭强度下降等
不利条件，确保高炉生产稳定运行。

目前，该公司除尘灰的月使用量保
持在1万吨以上，不仅有效降低了生产成
本，同时也减少了金属物对环境的污染。

每月使用量保持在1万吨以上

舞钢公司除尘灰再利用环保又创效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中秋节
临近，月饼销售进入旺季。记者走
访发现，今年街头巷尾售卖的散装
月饼因便宜实惠成了月饼市场的主
打品。而各食品加工坊、糕点店里现
烘现卖的手工月饼更受市民青睐。

“现在购买月饼礼盒还送购物
卡，算下来一盒也就十几块钱。”9
月22日上午，在市区光明路中段一
家大型超市里，导购员杨田花说，
今年大部分月饼礼盒价格定位较
低，销售情况比较乐观。

当天上午，市区湛南路与中兴
路交叉口处桥下的早市即将收市，
但附近3家手工月饼加工坊前还是
挤满了人。现场烘制的月饼散发
出阵阵的香味。

“每年都来买现做的月饼，自
己吃的也不计较包装，只要口味好

就行。”家住高阳小区的市民华玉
桂说，现烘现卖的月饼更加新鲜，
口感也比较好。

王让是其中一家手工月饼加工
坊的老板，在这里卖月饼已经近20
年，有着众多的回头客。今年她提
前准备，根据市场需求又新推出了玉
米、冰糖红豆等多种新口味月饼，如今
她这里有25种不同口味的月饼。“这
几天来买月饼的人越来越多。”王让
说，她这儿的月饼平均每斤10多块
钱，每天早上6点多开始卖，一上午
就能卖出去两三百斤的月饼。

在市区开源路南段一家超市
门前，一些市民正在选购口味各异
的散装月饼。据超市老板罗真英
介绍，这些月饼中大部分是本地月
饼，他们直接从厂家购进，薄利多
销、价格便宜很能吸引顾客。

又到月饼销售旺季

手工月饼现烘现卖受青睐

本报讯（记者王长河）“俺利用玉米收
获机一次性完成收获和秸秆粉碎还田，方
便快捷。”9 月 22 日，宝丰县大营镇大营五
村农民郑杰说，虽说一亩要 80 元钱，可省
时省力，既防止了秸秆焚烧污染，又增加了
土地肥力。

该镇今秋种植玉米面积2.4万亩，由于
地处浅山丘陵区，成熟早，收获早，全镇现
已收获9000余亩。

秋收一开始，该镇就把秸秆禁烧工作
当作大事来抓，镇村党员干部分村包户，
责任到人，认真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一是依托养殖企业收购青贮。位于该镇
胡茄庄村的群晟牧业负责人说，他们共养
奶牛 300余头，建有 5座青贮池，可以消化
掉周边村庄的 5000 多亩玉米秆。自 8 月
下旬以来，每天都有上百辆小拖拉来玉
米秆，以每吨 80 元的价格现已收购青贮
2000 多吨。今年全镇青贮玉米秆可达
12000 多亩。二是积极开展秸秆还田工
作，组织玉米收获机，边收获边粉碎还
田，截至目前全镇秸秆还田达到 7000 余
亩。三是对还田机械不能到达的地块，
采取定点集中堆放，实施专人看管，秋
收后利用矿区废弃地或坑塘，集中掩埋处
理。

大营镇积极做好
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9月23日中午12点，叶县保安镇花山
吴村村民李小枝站在地头，盯着一台正在
地里收获秸秆的机器。“人家免费给俺收
秸秆，挺划算的。”

“这是一台自走式青贮饲料机，一小
时能收五六亩呢。”该镇党委书记马向阳
解释道。

青贮饲料机吞进玉米秆，粉碎的秸秆
落进舱内。舱满后，附近一台拖拉机立刻

驶过去，将粉碎秸秆运往附近的场地。
场地上堆着一堆堆的粉碎秸秆，一台

铲车将碎秸秆归拢在一起，然后几名工人
将碎秸秆装进一台运行的设备内。很快，
这些碎秸秆被压成圆块儿，半分钟后身上
就被缠绕上了黑色的包装袋，铲车将其运
到十几米外的地方堆垛起来。

“每包有 150 多斤。这个包装袋有一
定的科技含量，袋内有防腐剂，有活性乳

酸菌，包装后可以长时间在常温下堆放，
养殖场都喜欢要这种饲料。”刘明琴笑着
说。

刘明琴是花山吴村村民，今年投资60
多万元购置了青贮饲料机、粉碎机、包装
机等机械。目前，他已经打制了1000多吨
的饲料。“此前，我接到的订单有1万吨，打
制的青贮饲料早已订购完毕。现在，我就
是开足马力，也难完成一半的订单。”他有

点惋惜地说。
距离该饲料包装点约六七公里处的

保安镇辛庄村，是另外一家饲料点。与花
山吴村一样，几名工人也正为粉碎的秸秆
打包。老板叫黄海江，目前也已经打制了
七八百吨的饲料，早被订购一空。他表
示，明年一定要早点儿着手抢收，以便做
出更多的饲料，完成更多的订单。

（本报记者 杨沛洁）

玉 米 秸 秆 变 形 记

9 月 23 日，郏县安良镇塔林坡农民
李少锋用自己改造加工的悬挂青贮机在

玉米地里作业。据介绍，悬挂青贮机不
但解除了玉米秸秆处理的后顾之忧，而

且大大减少了农民的劳动量。
本报记者 温书功 摄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

大雨，偏西风2~3级，最高温度22℃，

最低温度17℃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市招办 9 月 23
日提供消息，2016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 9 月
24日至27日网上预报名，报名期间每天上
午 9 点至晚上 10 点网上报名系统开通，我
市报考点设在市招办、河南城建学院、平顶
山学院。

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
时间为 2015年 12月 26日至 12月 27日，超
过 3 小时的考试科目在 12 月 28 日进行。
我市报名点只接受本地高校就读的应届本
科毕业生和我市社会考生（平顶山市户籍
应往届本科毕业生及同等学力者、在我市
工作的非本地户口考生）报名。考生报名
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
试结束，教育部公布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
成绩基本要求后，考生可通过“研招网”调
剂服务系统了解招生单位的生源缺额信
息，并按相关规定自主多次平行填报多个
调剂志愿。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
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网上报名分网上
预报名和网上正式报名，其中9月24日至9
月 27 日每天 9:00-22:00 为网上预报名时
间，10月10日至10月31日每天9:00-22:00
为网上正式报名时间。

网上报名后系统给考生的报名编号和
登录密码是考生网报成功的唯一标示，考
生务必记准，忘记报名编号和密码可能会
给以后的图像采集、指纹信息、信息确认带
来麻烦。

考研现场确认时间为 11 月 7 日至 11
日，平顶山学院、河南城建学院的应届毕业
生一律在本校进行信息确认和指纹图像采
集。社会考生到市招办进行信息确认。

非我市户籍在我市工作的考生，须出
示工作单位人事部门介绍信并提供单位缴
纳“三金”证明；其他非我市户籍考生一律
不予接受报名。

研究生考试24日
开始网上预报名

9 月 20 日，记者来到郏县堂街镇祁家村。提
起祁革联，全村没有不认识他的。

祁家村位于紫云山的半山腰。以前，那里只
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村外，路面坑坑洼洼。“晴天
一身尘，雨天一身泥”。交通不便成了制约村里经
济发展和村民创业致富的瓶颈。2006年，党员祁
革联从堂街镇政府退休回到祁家村。为破解村里
的发展难题，他找到村干部商议此事，村干部却大
都没什么信心：一是祁家村是有名的“穷村”，根本
拿不出修路的钱；二是修路就必须拓宽路基，要占
村民的地，涉及不少农户。这项工作谁去做？祁
革联站了出来。他挨家挨户摆事实、讲道理，一次
做不通去两次。遇到个别不理解而言辞过激的村
民，祁革联也从不抱怨。一连几个月，60多岁的老
人就这样奔波着，直到得到大家的理解支持。

修路的钱，祁革联带头捐资，还发动村民自筹

了一部分。不够的，他就带着村干部到县上、镇里
反映情况，争取援助。

修路开始后，祁革联带着村干部和老党员，在
工地上挥汗如雨。村民看到后，也纷纷加入到修
路的队伍中。1300 米长的路完全由村民义务投
工。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水泥路直达山下。
村民到镇里集市上炸油馍、卖豆腐菜，纷纷下山经
商。

路通了，但还有一件事让他忧心。祁家村严
重缺水，长期以来，靠储蓄雨水来解决人畜吃水问
题。遇上长期大旱的天气，村民须到离村很远的
地方拉水、挑水，庄稼更是靠天生长。

打一眼井至少得 200 米深才能出水，花费二
三十万元，农户出不起。

祁革联说：“打井是咱自家的事，能捐献的捐
献点，剩余部分我来想办法。”出去联系上级对口

帮扶部门，祁革联是主力，车费、饭钱，他都是自掏
腰包，不给村里添任何负担。跑项目，祁革联吃过
闭门羹，也坐过冷板凳，但他从不灰心。市、县有
关部门为他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当场拍板，给予大
力支持，解决了资金难题。

打井队来了，祁革联忙前忙后，又是安排吃
住，又是在工地上端茶送水，整天忙个不停，一干
就是 50 多天。在村里打井的同时，祁革联走东
家、串西家，动员村民动手铺管道。在他的倡议和
带动下，村民积极动手，几天时间，家家户户就接
上了管道。清冽的井水喷涌而出，乐坏了祁家村
的乡亲们。“真是太好了，我们这就有水了，再也不
用下山去挑了！”村民祁国强说。

路修了、井打了，祁革联站在自家门口望着对
面光秃秃的山，萌发了栽树的念头。山上除了一
些低矮的酸枣树外，全是丛生的杂草。村里多次

想把这片荒山承包出去，但没人愿意承包。他“傻
劲儿”上来了，一下子承包了 200 多亩荒山，说服
老伴儿，在山上盖了一间简陋的土屋，把家搬到了
山上，他要植树造林，让荒山慢慢变绿。

面对乱石杂草丛生的荒山，他租来挖掘机一
边挖山垦地、一边种植果树，先后开荒造地80亩，
栽种石榴树 5600 棵，种植薄皮核桃树 30 亩 1100
棵、梨树25亩1000棵、桃树25亩1000棵。还有一
些甜柿子树、葡萄树，果树里套种庄稼100多亩。

祁革联在祁家村的荒山上栽上树后，又从村
里的机井上安装管道翻山过沟，经过二级提灌引
水上山，在果园里安装细管保证棵棵果树都能浇
到。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祁革联的造林成活率
达到95％。

昔日荒山秃岭，如今林木繁茂，变成了一座鸟
语花香的花果山，山上还通了电、修了路。祁革联
沿着果园修了一条1600多米长的环形大道，果园
里搭起了一道防护网，网内建起了一个柴鸡场和
饲料厂，目前养品种柴鸡7000多只、鹅600多只。

有人问祁革联：“你这么大岁数了，子孙满堂、
衣食无忧，退休后该享享清福了，咋尽干那出力受
罪的事？”他却笑着说：“这样的傻事、怪事俺愿意
一直做下去。”

（本报记者 温书功）

修路、打井、治荒山，祁革联——

爱做“傻事怪事”的退休老人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多亏
了区人社局仲裁院。要不是他们
帮忙，我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拿到工
钱呢。”9 月 21 日，卫东区辖区职
工张某激动地说。

今年 8 月中旬，张某与企业因
工资待遇问题发生纠纷，向区人社
局仲裁院提起仲裁。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受理案件，现场听取员工和
企业双方的意见，通过法规政策宣
传，指导企业规范运作，劳资双方
终于在开庭前达成和解。日前，张
某已拿到应得工资。

今年以来，卫东区人社局共接
待来访劳动者 200 余人次，立案审
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29件，依法裁
决17件，调解后撤诉4件，法定时效
结案率100%，有力化解了社会矛盾，
促进了辖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卫东区人社局坚持以“调解为

主，裁决为辅”的原则，把调解贯穿
仲裁全过程，努力促成案件解决；
同时建立仲裁服务工作长效机制，
对来访群众做到有接待、有登记、
有办理、有回复，实现事事有记录，
件件有回音；坚持仲裁办案公开制
度，公开仲裁办案程序、工作人员
情况、监督举报电话和信箱，接受
群众咨询、监督及投诉。此外，卫
东区人社局还着力于提高仲裁服
务工作实效，简化审理程序，对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一律简
化审理程序和缩短案件审理周期，
及时开庭裁决；为弱势群体提供便
捷服务，建立维权“绿色通道”，对
农民工、妇女等弱势群体案件开辟
快立、快审、快结的维权“绿色通
道”，更加注重弱势群体案件开庭
前调解工作，节省群众维权时间和
成本。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卫东区构建辖区和谐劳动关系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9 月 18
日（农历八月初六）是湛河区曹镇
乡群众“赶大会”的日子。当天上
午，湛河区科协在曹镇乡曹东村举
行“科普赶集会”活动，专门抽调区
里农业、畜牧业方面的专家到场，
为“赶大会”的农民群众传送农业
政策、信息和实用技术。

当天上午 9 时许，湛河区科协
工作人员设立起专家“咨询台”，将
30 多块《温室大棚草莓病虫害防
治》《家禽养殖技术》等各类科普宣
传板摆放在道路两旁。不少村民
围过来，拿着咨询台上的科普宣传
读本看。

“有难题找专家，科普读本都
很实用，大家带回去免费看。”科协
工作人员将畜产品安全宣传页、

《无公害蔬菜生产》科普系列读本
等多种科普宣传资料发放给前来
咨询的村民。

“我种的白菜常生虫，都说打

农药不好，有没有其他除治的办
法？”村民李剑锋问。

“前期弄点烟叶泡的水，在菜
地里喷洒一遍就非常有效。”胡志
田回答。

“今儿这大会可没白赶，俺学
了不少种菜治虫的法子。”李剑锋
笑着说。

…………
整 个 上 午 ，农 民 不 停 地“ 点

菜”，专家仔细、耐心地“上菜”，为
农民群众答疑解惑。

来自该区畜牧局畜牧技术推
广站的高级畜牧师李国炎说，这样
的科普宣传他们以前也经常参加，
不仅能够近距离有针对性地解决
农民群众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而
且通过科普“赶大会”的活动，专
家手中的新产品、新品种能够直
接 传 授 到 群 众 手 中 ，更 加 接 地
气，实实在在解决了“科技棚架”
问题。

湛河区科协赶集“卖”知识

群众免费享受“农业技术餐”

●9 月 21 日上午，宝丰县前营乡书
协组织的“墨舞中秋 喜迎国庆”书法笔
会在前营村文化广场举行。

（王长河 杨国栋） ●日前卫东区组织开展了出生缺陷

预防宣传义诊活动，12 个街道办事处的
20余名计生专干和 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18名医护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毛玺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