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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4 时许，市区主干道开源路与白天
相比，安静了许多。天还漆黑一片，道路上几
乎没有什么行人，偶尔有汽车亮着两柱灯光，
由远而近，疾驰而过，一辆洒水车已鸣着音
乐，不紧不慢地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

开洒水车的司机是湛河区环卫局的工人
田志广。现年37岁的他家住新城区，每天凌
晨 3 点，田志广就会准时醒来。为了不影响
家人，他总是不开灯，轻手轻脚地摸索着穿上
衣服，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再带上1
公斤装的满满一壶凉白开和一套换穿的衣
服，骑上电动车，花费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
单位。

洒水车罐里的水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加满，
田志广签到完毕后，对洒水车的车况仔细地检
查了一遍，然后急步走上洒水车，调试了一下
远近灯，就开车上路了。

尽管道路光线较暗，但车稀人少，这是

田志广一天当中洒水最从容的时刻，只用
了半小时就洒完了 10 公里的路程。等田志
广开车回到单位门口的加水栓前时，已经
有一辆车正在加水，田志广在车内用毛巾
擦了擦满头的汗水，赶忙走下车，排好接水
管，等待接水。

为了打好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抑制道
路扬尘，湛河区规定从凌晨4点到晚上10点，
辖区内道路必须每隔两个小时洒一遍水。而
等最后一趟车洒完水回来一般都在晚上11点
以后，因此，洒水车司机大都利用接完水后的
空档抓紧时间休息。

田志广为洒水车接满水时已经是早晨 5
点 30 分，距第二次洒水还有半个小时，他急
忙到临时休息点，找到几张椅子拼起来，躺
下来养精蓄锐。

7 点 20 分，田志广完成第二次洒水。他
来到一早餐点，匆忙吃完早餐后再去休息，这

次田志广将手机闹铃的时间设置为 8 点 10
分，比预定时间后置了10分钟。“这样做是为
了尽可能地避开上班的高峰期，洒水车还可
以开得适当快一点，既可以降低危险性，又可
以节省一部分水。”田志广说。

中午时分，田志广的衣服早已被汗水
浸透。他回到了临时休息所，迅速换下衣
服，将衣服在自来水管下揉洗干净，然后晾
晒了起来。

据介绍，洒水车最容易引发危险的时段
往往就在上下班前后，这个时间段人流量较
大，路面太湿，骑车的人容易滑倒，另外一些
行人因怕水洒湿衣服而急于躲避，容易引发
交通事故。为此，每每这个时段，田志广不
仅要控制好洒水量，还要时刻注意两旁的路
人，并有意调大洒水车的音乐声，以引起路
人警惕。

从上午 10 点开始，由于天气过热，田志

广打开了洒水车内的空调，但空调的运转会
影响到洒水车加压发动机的正常使用，因此
他只是将空调设置在最低挡。太阳的暴晒，
使车内的实际温度仍然在 30℃以上，田志广
依旧大汗淋漓。仅仅一个上午，田志广就喝
光了三壶水。

每洒完一车水，休息的时间不足半小时，
但田志广仍要躺下来闭目养神一会儿，因为
每次开车上路，他都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以免
引起安全事故。

晚上 11 点多，田志广为洒水车加满了
水，一天的工作完全结束了。

“虽然我们的工作辛苦了些，但看到城市
卫生和空气质量越来越好，我很有成就感，我
也为自己的付出感到自豪！”田志广边说边换
上了已经晒干的衣服，骑上了电动车，踏着夜
色驶向了回家的方向。

（本报记者 张亚丹 通讯员 孙素丽 张旭长）

洒 水 工 人 田 志 广 的 一 天

当你徜徉于整洁的街道，享受着潮湿清爽的空气时，你是否
想到，洒水车工人每天的辛苦付出……

8 月 12 日，油坊头村村

民杨杰在采摘成熟的金手指

葡萄。

近年来，湛河区北渡街

道油坊头村党支部书记王

亚辉带领 15户村民组建了

植保专业合作社，精心培

育柿子 、猕猴桃、金太阳

杏、樱桃和大红桃等 13 个

品种的果树，实现了全年

无断档立体采摘。时下，

该园种植的金手指葡萄、

奶香葡萄和猕猴桃相继成

熟，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

采摘、游玩。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本报讯“文化书屋充充电，文化广场健
健身，高兴了去文艺中心扭扭大秧歌，日子
过得真舒心！”8 月 25 日上午，湛河区北渡
街道油坊头村村民刘红蕊高兴地说，这得
益于湛河区大面积、全覆盖的“文化粮仓”
建设。

近年来，湛河区以打造文化强区为目标，
不断整合、挖掘辖区文化资源，积极推进文化
惠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四大工
程，为群众打造了一大批喜闻乐见、补充精神
食粮的“文化粮仓”，有效地提升了群众的生
活质量和区域发展软实力。

抓文化基础“惠民”。湛河区筹资 113
万元对该区文化馆进行了升级改造，配齐电
视、电脑、音响、投影、资源处理器、网络交换
机等设备。建成了集创作室、图书室、讲座
厅、音体活动中心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区级支中心于一体的文艺中心，并免费向群
众开放，开展经常性的联欢表演、文体培训、
交流创作、书画展览等活动。目前，全区 10
个乡（街道）共建成 1 个乡综合文化站，8 个
街道文化活动中心；68 个行政村共建成 17
个文化大院和 68 个农家书屋；32 个社区全
部建有文化活动室；各类文艺表演团体达
100多个。

抓文化活动“乐民”。湛河区围绕重大
节日、重要活动精心组织大型文艺联欢、群
众文艺会演、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每年年
初，该区举办全区民俗文化活动及民间艺术
表演，舞龙、舞狮、说书等传统节目表演让人
目不暇接。每年 6 月份至 9 月份，全区广场
文化活动和“文艺轻骑下基层”演出如火如
荼，歌舞、快板、戏曲、魔术等节目精彩纷
呈。每年 10 月份至 12 月份，该区业余剧团

戏曲大赛、书画摄影展、婚育艺术节、联欢会
等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同时，该区还积极开
展送文化下乡活动，辖区 8 支电影放映队常
年在农村巡演，每村每月至少放映一场公益
电影；每年都邀请省、市豫剧团在该区农村
开展“千场戏曲下农村”和“舞台艺术送农
民”等活动，为群众送去 30 余场精彩戏曲，
丰富和活跃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抓文化创作“育民”。湛河区对辖区基
层文艺人才进行了普查，建立了区、乡（街
道）、村（社区）三级文艺人才库，每年都以不
同形式对文艺人才进行培训。文艺人才的
增多，促进了文艺创作的活跃、丰富和繁荣，
该区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先后创作出大型剧
本《香山佛光》、电视系列文学剧本《乡村故
事》、优秀小说《法佑农家》等一批优秀文艺
作品，并出版了《绿园家训》《虎头妙翰》《血

液里的乡村》等文学作品 100 多个。此外，
该区的基层文艺骨干共创作舞蹈、戏曲、相
声小品等文艺作品 200 多个，创作书画作品
数千幅，荣获市级以上艺术奖60多次。

抓特色文化“富民”。湛河区深入挖掘
《歧路灯》文化、白龟湖历史文化、鱼陵山历
史文化、北渡村岳氏文化、“三曹”铜器社等
文化资源，着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截至目
前，该区共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 316 项，其
中《武子梅花拳》被确认为平顶山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该区郭怀跃创作的《老虎》
系列烙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精湛的制作
工艺，被誉为烙画精品。去年 11 月份，该区
又组织专家对曹镇乡五虎刘村清代书画名
人张丙煐的书画、石刻作品进行了保护性发
掘，已整理出版三本书籍。

（徐光亚）

积极推进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四大工程

湛河区着力打造“文化粮仓”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8 月 23
日，湛河区蓝天工程指挥部督导组
再次对该区河滨街道苗侯村进行
扬尘污染督导检查。

苗侯村有 10 多家建材加工企
业，大型重载运输车辆来往不断，
随之而来的扬尘污染问题也让村
民们吃尽了苦头。

“苗张路是村里主要的生产
路，来往 车 辆 比 较 多 ，扬 尘 污 染
突出，通过整治现在成效比较明
显 了 。”湛 河 区 蓝 天 工 程 指 挥 部
办公室主任胡喜申介绍，针对苗
侯 村 建 材 加 工 企 业 周 边 道 路 扬
尘污染问题，该区不断强化治理
措 施 ，重 新 修 铺 苗 张 路 ，建 设 成
路面宽 9 米、长度为 1.7 公里的县
道 二 级 公 路 ，优 化 道 路 通 行 环
境。同时，按照该区相关要求安
排 专 人 对 周 边 道 路 每 日 定 时 清
扫，洒水车每天定时洒水，严防道
路扬尘产生，如今苗张路已是宽
阔整洁的新“容貌”。

为有效遏制和治理各类扬尘
污染，今年该区专门出台《湛河区
治理扬尘污染攻坚战实施方案》，
重点针对该区各施工工地、道路路
段、渣土车等方面，集中力量开展
扬尘污染综合整治。

该区住建、交通运输、环卫等
相关部门以及各乡（街道），针对辖
区内所有扬尘路段实施集中攻坚
治理，不断提高城区道路机械化清
扫率和保洁频次，每天出动洒水
车、清扫车、雾炮车，确保道路定时
洒水 11 次，主次干道 24 小时整洁、
保湿、无扬尘。同时，对突出重点
路段，特别是城乡接合部路段、外
环路段等长期存在突出问题的地
方，纳入扬尘污染治理主战场，加强监督防治，坚决予以根
治。

该区对全区平高家属区改造项目、恒大名都项目施
工工地等 45 个建筑工地进行综合整治，依据法定管理职
责和权限，与主管领域或辖区内施工单位签订了扬尘污
染治理责任书，要求达到“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 100%
围挡、物料堆放 100%覆盖、出入车辆 100%冲洗、工地路面
100%硬化、拆迁作业 100%喷淋、渣土车辆 100%密闭）。监
督施工单位按照规定标准、治理措施和时限，完成各项治
理任务。

该区对全区登记在册的各类渣土车等物料运输车辆
实施源头治理。对现有车辆要采取严格的密封密闭措施，
切实达到无外露、无遗撒、无扬尘的要求，并按照规定的时
间、地点、线路运输和装卸。截至目前，该区已组织住建、
交通、环保三部门配合公安分局联合行动 20 余次，上路严
查车辆覆盖情况，及时纠正运输渣土车辆抛撒问题 30 余
次。全区 107 辆运营渣土车辆，均已改装自动化遮盖密闭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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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亚丹 通

讯员贾仲华）“以图文简报的
形式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进行分块解读，浏览起来也很
方便。”8 月 22 日，湛河区轻
工路街道沁园社区党员梁家
星打开“湛河先锋”微信公众
号，阅读“图解‘两学一做’”系
列文章时有感而发。

今年以来，为深入“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增强党员党
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适应
基层党建信息化需要，湛河区
积极探索党员教育与新媒体
有机结合，创建“湛河先锋”微
信 公 众 平 台 ，借 力“ 微 信 课
堂”，高效助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

“通过‘湛河先锋’微信
公众平台，我可以随时查阅
区里发布的开展学习教育实
施方案的内容，准确把握要
求。”姚孟街道党工委委员张
晓磊说。

为进一步方便党员、群众
深入了解湛河区党建工作部
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

及时获取相关动态，实现通过
新载体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传播党的思想理论、开展
以党性教育为重点的党员教
育。湛河区有效利用“湛河
先锋”微信公众平台的即时
性 ，在 报 道 相 关 工 作 新 进
展 ，宣 传 基 层 党 组 织 、党 员
学习教育实践工作之余，通
过图片简报、漫画解读等形
式第一时间为关注该平台的
党员、群众答疑解惑，并对用
户在后台提出的问题及时作
出回复。

通过“两学一做”成果展
示，吸引平台用户主动点击了
解，增强用户党性学习积极
性、获得感的同时，为身处异
地的基层党员提供了一个开
放便利的交流、学习平台。

截至目前，“湛河先锋”
微信公众平台已推送“图解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
史上的今天”等系列文章百
余 篇 ，累 计 浏 览 量 万 余 次 ，
吸 引 了 3500 余 名 党 员 群 众
关注。

湛河区借力“微课堂”
创新打造党性教育平台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 通讯员刘

银涛 张旭长）“真没想到网上上访维
权也照样管用，家里停水停电的问题
这么快就给解决了。”8 月 22 日，湛河
区马庄街道一小区居民赵传经激动地
说。

今年 47 岁的赵传经因房屋余款
和房产证问题与开发商发生纠纷，物
业管理公司以停水停电的方式催要房
屋余款，赵传经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
入困境。在多次与开发商协商未果
后，赵传经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在网上
区委书记、区长信箱投诉，没想到相关
部门迅速进行协调，赵传经连门都没
出，问题就解决了。

湛河区群工部部长刘玉兴说，近
年来，为了降低群众信访成本，使群众
反映问题更加方便快捷，湛河区加快

推进信访信息化建设，打造网上服务
平台，提高工作效率，让更多的群众感
受到“网访”好用、管用，更多地变来
访、来信为“网访”。

据了解，自去年开始，河南省阳
光信访信息系统与国家信访局网上
信访系统对接，实现了全国网上信访
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自此，湛河
区、乡(街道)、村（社区）三级信访工
作部门和相关政府直属部门对群众
的来信、来访、网上信访等信访事项，
通过信访信息系统进行相应办理，实
现了对全部信访形式、全部工作过程
和全部工作范围的三个“全覆盖”。
群众反映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均可以
在网上进行，群众来信、来访均在网
上受理、网上流转，办理和处理结果
全部公开。

“生产生活中，群众遇到了困难事
或对政府有什么诉求，他们愿意通过
信访渠道来反映解决，这是群众相信
政府的表现。”刘玉兴说，该区不断畅
通群众信访渠道，把来信、来访、来电、
网上投诉等不同形式受理的信访事
项，全部纳入到信访信息系统统一
处理。同时加大对群众网访问题的办
理力度，使群众网上投诉案件得到及
时办理回复，切实做到“件件有结果，
事事有回音”。

如今，湛河区信访事项出现“一
少一多”：群众向上级走访的人少
了，采取“网访”形式反映问题的人
多了。今年 1 月至 7 月，湛河区网上
信访量占到信访总量的 30.8%，绝大
部分群众网上投诉的信访事项得到
及时有效解决。

件件有结果 事事有回音

湛河区“网上信访”开辟群众维权新途径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

通讯员张旭长 徐光亚）8 月
19 日上午，三位爱心市民专
门到湛河区曹镇乡关庄村对
20 岁的王金荣进行助学捐
赠，懂事的王金荣忙着给大
家找凳子坐，可家里竟没有
一张完好的凳椅。

王金荣自幼丧母，父亲
精 神 失 常 ，一 家 人 全 靠 70
多 岁 的 奶 奶 和 她 顽 强 支
撑 。 今 年 高 考 ，王 金 荣 被
河 南 牧 业 经 济 学 院 录 取 。
在湛河区 8 月 17 日召开的

“ 光 彩 助 学 ”大 会 上 ，王 金
荣等一批新录取的困难大
学 生 作 为 重 点 照 顾 对 象 ，
得到了辖区爱心企业的助
学捐赠。

为了让每一名困难大学
生都能顺利入学，圆自己的
大学梦，今年高考结束后，
湛 河 区 随 即 召 开 了 各 乡

（街道）主管领导共同参加
的 困 难 学 生 救 助 筹 备 会 ，
由各乡（街道）主管领导具
体 负 责 ，对 各 自 片 区 内 的
企业进行排查，了解掌握企
业发展现状，重点筛选出一

批 发 展 形 势 好 、有 资 金 实
力 的 企 业 进 行 宣 传 发 动 ，
鼓 励 他 们 自 愿 捐 款 ，救 助
贫困学生。

为 掌 握 每 位 考 生 的 真
实信息，确保每位贫困学生
应助必助，不困不助，湛河
区 一 方 面 提 前 着 手 ，宣 传
光 彩 助 学 政 策 ，争 取 让 每
位考生都了解掌握救助政
策 ，明 白 具 体 申 报 救 助 程
序 ；另 一 方 面 鼓 励 符 合 条
件的学生及时申报救助信
息 ，由 各 乡（街 道）主 管 领
导 逐 户 登 门 核 实 相 关 情
况 ，确 定 具 体 救 助 人 数 及
救助对象的困难等级。

随后，该区对爱心企业
的捐款进行统一汇总，向企
业统一发布本年度需要救
助学生的具体数量和具体
救助金额，发动企业捐款，
并做到资金足额之后立即
叫停捐款。

据了解，今年湛河区“光
彩助学”活动共收到 32 家民
营企业爱心捐款，救助贫困
大学生75名，资助金额20余
万元。

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进一步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湛河区近

日在火车站广场举办了“文明鹰城、

欢乐中原”暨“百姓宣讲直通车”百城

万场广场文化活动，来自该区各乡

（街道）和部分企业、文艺演出团体的

演职人员精心编排了舞蹈、小品和快

板等 13个节目，精彩的演出不时博

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图为湛河区星光取餐舞蹈队的

队员在表演舞蹈《彩云之南》。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8月24日，来自湛河区各

乡(街道)和区直机关的参赛

代表队在参加《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知识竞赛。

为了深入学习新颁布的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湛

河区纪委当日举办了主题为

“知责任 勇担当”的知识竞

赛，来自该区曹镇乡、北渡街

道和区财政局等单位的 8个

队参加了决赛。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知责任 勇担当”知识竞赛

湛河区共救助贫困大学生75名，
资助金额20余万元

“光彩助学”活动助寒门学子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