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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这些廊道下种

植的 80 多亩葱兰，预计可以为村集体经济

增收 40 余万元，以后的日子会殷实得很。”

3 月 26 日，在舞钢市八台镇孟庄村，望着投

资 20 万 元 栽 下 的 廊 道 葱 兰 ，该 村 负 责 人

说。作为全省 162 个乡村振兴示范试点乡

镇之一，八台镇抓住生态廊道建设的机遇，

大力开展国储林种植项目，发展林下经济，

所属各村或成立服装、制衣公司，或发展家

庭农场、建设蔬菜大棚，各找定位、各显神

通，乡村振兴工作稳步有序实施。

自去年 7 月被确定为全省 20 个乡村振

兴示范县（市、区）之一后，舞钢市多次召开

专项会议，研究部署乡村振兴工作，全面迅

速、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该市认真落实“五级书记抓振兴”工作

要求，由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双组长”，明

确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充实工作力量，专

职开展业务，目前已经形成了县级干部亲

自挂帅、农办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各负

其责的工作推进机制。该市坚持规划引

领，通过多次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等，形成了一

套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为推进实施提供

科学遵循。与此同时，该市还邀请农业农

村部部级领导对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编制工

作进行指导，经公开招标确定由农业农村

部发展规划设计院高规格打造舞钢市的乡

村振兴规划，并确定 33 个村作为乡村振兴

示范村，做好试点先行。

为确保乡村振兴工作扎实推进、做出

成效，该市全力做好抓到户增收提升产业

发展水平、抓综合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抓文明创建提升乡风文明“三抓三提升”工

作，切实丰富群众增收致富渠道，统筹政

府、社会、企业 3 个层面，兼顾非贫困户和

贫困户两个群体，摸索出了“345”产业帮扶

机制，即通过稳定本业、激发创业、促进就

业 3 个路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通过租金、

薪金、股金、奖金 4 种形式，不断增加群众

现金收入，通过“经营主体+基地+农户”等

5种产业模式，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该市还借助“村村美”“村村净”等“六

村”工程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依托市场运作

模式，建立农村垃圾收运系统，形成城乡环

卫一体化格局，截至目前已统一配备保洁

员 639 人、垃圾收集桶 6056 个、垃圾收集转

运车辆 25 辆、吊装压缩车 5 辆、预埋密封式

垃圾收集容器 422 座。同时，分 4 个阶段对

农村户用厕所进行改造，力争今年使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33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100%。

全力做好“三抓三提升” 摸索出“345”产业帮扶机制

舞钢市乡村振兴工作稳步推进

在舞钢市八台镇丰台社区，有这样一位

以真心换真情的“好媳妇”，她对两个非亲生

的孩子疼爱有加，尽心尽力侍奉患病的公

婆，把爱和责任扛在肩上，诠释着人间真情。

4 月 1 日，在该社区一个普通的农家院

中，记者见到了在家中忙碌的邢燕，她耐心

地操持家务，悉心照顾老人和孩子，整个过

程忙碌而有序。

今年 45 岁的邢燕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2000 年，在广州打工的她经工友介绍

结识了已经丧偶 3 年的梁山。“介绍人打通

电话后，我就说了一句：你看着办吧，你来

了来，不来就算了。我就这么一说，他第二

天就坐着火车过来了，这让我很感动。”邢

燕说，她与丈夫梁山是因为一通电话而结

缘。随着两人感情的稳步发展，邢燕后来

就跟着梁山一起回到八台镇结了婚。

当时，梁山考虑到自己家庭条件不如

意，还有两个十多岁的儿子，担心邢燕嘴上

不说，但是心里会嫌弃。“想着她还是个闺

女，到咱这儿，这俩孩儿对他再好也怕她不

习惯。可过了俩月后，我看着她干啥都当

自己家，也不嫌弃俩孩子，可以说比亲妈还

好。”梁山说。

时年二十五六岁的邢燕正值花样年

华，却有着为家分担的踏实，她的所作所

为让梁山和亲戚们都感到很意外。而邢

燕却有着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从我来，孩

子们就喊我妈，孩儿也对我很好，他对我

好我也对他好，我就是这种想法。”邢燕疼

爱孩子、孝顺公婆，一家人其乐融融。两

个孩子长大后，她又一手为他们操持了婚

礼，儿子儿媳外出打工，邢燕又承担起了

照顾孙子的重任。

“她对小孙子好得没啥说，可以说比孩

儿他妈都尽心。人家的小孩儿哭了都是找

妈妈，这两个小孙子哭了就是找奶奶。”邻

居张彦平说。

邢燕今年已 85 岁高龄的公公 2008 年

做了肠癌手术，4 年前又曾数次病发，生

活不能自理。婆婆年前摔倒致使左大腿

股骨颈骨折，只能卧床休养。除了照顾两

个年幼的孙子，邢燕一日三餐手端饭碗喂

给二老。

“她给老人做饭，俺爹有时候不能自己

吃还得喂，又经常尿床，她从来没有说过嫌

弃话，一直到现在还是妈长妈短地喊。她

对孩子和老人的好，让我感觉娶了她是我

修了几辈子才得来的福分。”梁山说。

看到邢燕实在生活得辛苦艰难，在平

顶山市区工作的梁山妹妹提出想把二老

临 时 送 到 养 老 院 ，可 这 一 提 法 被 邢 燕 一

口拒绝了。“虽然现在敬老院的条件也很

好 ，可 毕竟不如家里，老人们也都挂念家

里。我好饭好菜的虽不会做，可一天三餐

能让老人准时吃个可口热乎。”她说。就这

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多年来，丈夫每天

外出工作早出晚归，邢燕照顾孩子、老人，

从未有过半句怨言。

“俺儿媳妇对我好得很，这一二十年来

一直对俺家人实心实意。”邢燕婆婆提及儿

媳满是感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邢燕把爱和责任扛在肩上，成了十里

八村争相学习的好榜样。日前，在该镇举

行的文明新风评选活动中，邢燕被一致推

选为“好媳妇”。

（本报记者 杨德坤 通讯员 赵钗氾）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厕

所革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4

项重要任务之一，舞钢市作为我

省首批示范试点，必须全力以赴

将 这 项 工 作 扎 实 做 好 、做 出 成

效。”近日，舞钢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为扎实做好农村户用厕所改

造工作，该市日前召开动员会，出

台《舞钢市农村户用厕所改造工

作实施方案》，动员各相关部门提

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面

推动“厕所革命”深入开展。与此

同时，方案明确指出，到今年底，

该市预计将完成 59676 户农村户

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任务，实

现全覆盖。

该市把厕所改造工作纳入乡

（镇、街道）年度千分制目标考核，

实行月通报、季评比制度，对工作

进展较快、成效突出，排名前三位

的乡（镇、街道）分别给予 5 万元、3

万元、2 万元的奖励；对问题突出、

进展较慢或未完成目标任务的乡

（镇、街道）通报批评，并对主要领

导进行问责。同时，待县级检查

验收合格后，按照每户 500 元的标

准对乡（镇、街道）给予奖补。

在实施过程中，该市积极做好

农户思想动员工作，充分调动基层

党员干部的主动性、能动性，做到

“分户到人、责任到人”，将厕所改

造工作作为一场硬仗来打，集思广

益做好这项惠民工程。结合农户

实际，因地制宜，按照方案对涉及

农村户用厕所全面排查，分门别类

进行改造，同时明确“七有”（有墙、

有顶、有硬化、有门、有窗、有照明、

有洗手池）改造标准，做到统一收

集、抽取、处理、使用“四统一”，加

大宣传力度，营造工作氛围。

此外，该市还严把工程质量，

加快推进速度，保证施工成效；建

立工作观摩机制，严格落实考核

奖惩，确保改厕工作按期保质保

量完成。

预计年底将惠及近6万农户

舞钢市全面启动农村户厕改造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全国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近日通报了 2018 年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结果，舞钢市榜上有名。这是该

市 自 2011 年 获 得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称 号 以

来，连续两次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

据介绍，国家卫生城市是我国城市卫

生管理工作的最高荣誉，是一个城市综合

实力、城市品位、文明程度和健康水平的

集中体现。该荣誉称号评审每 3 年为一

个周期，复审未达标的城市将撤销命名。

2018 年，全国爱卫会发布《关于 2018 年国

家卫生城市（区）和国家卫生县城（乡镇）

复审结果的通报》，根据相关评审与管理

办法以及指导意见，由全国爱卫办组织专

家对 2018 年进入复审程序的国家卫生城

市（区）进行了评审。

舞钢市自 2011 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以来，牢固树立“创建工作永远在路

上”的工作理念，结合文明城市建设，坚持

以巩固创建成果、提高城市品质、美化城

市环境、提升居民素质为目的，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扎实推进新形势下卫生创

建工作。该市大力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完善城市管理长

效机制，城市环境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建

设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综合承载力全面

增强，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稳步提

升，于 2015 年顺利通过第一轮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2018 年以高分通过第二轮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

除舞钢市外，我省通过此次复审的国

家卫生城市还有洛阳市、安阳市、濮阳市、

平顶山市、登封市、荥阳市、新郑市。至此，

我省共有 22个国家卫生城市、32个国家卫

生县城、73个国家卫生乡镇。

舞钢市再获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连续两次顺利通过复审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

员王宇）“胜杰哥，我来查查你的

脱贫信息。”3月 27日一大早，一走

进在钢市武功乡同官李村贫困户

王胜杰家中，该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李献民就拿出手机对着墙上贴着

的“扶贫二维码”进行“扫一扫”。

片刻后，王胜杰家的扶贫信息便清

晰地在手机页面上显示了出来。

“现在，村里每个贫困户都有

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只需通过手

机‘扫一扫’功能，便可了解贫困户

的建档立卡资料。”李献民说。

据了解，该市通过建立大数据

信息管理平台，为 5540户 13790名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建立了大数

据电子档案，并以“扶贫二维码”的

形式将包括家庭信息、贫困状况、收

支台账、帮扶措施等内容录入其中。

“‘扶贫二维码’不是简单的信

息录入，它的一大功能是借助信息

化管理手段，拉近了贫困户和扶贫

干部的距离，便于帮扶责任人尽职

尽责。”该市扶贫办负责人说，在各

村建立“扶贫二维码”，就是要全面

实行对脱贫工作过程化管理，杜

绝“ 蜻 蜓 点 水 ”“ 走 马 观 花 ”式 扶

贫，让精准扶贫落到实处。与此

同时，贫困户还可以在信息平台上

看到舞钢市各级扶贫工作开展的

基本情况、帮扶措施、产业发展以

及最新扶贫政策等；相关部门和负

责人也可随时督导扶贫工作，增强

了政策落实的公开度和透明度。

舞钢市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了专属“扶贫二维码”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冀小永

董晓红）为提升辖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3

月 27 日晚，舞钢市委宣传部、环保局联合

朱兰街道在朱兰文化宫内举办生态文明

思 想 文 艺 晚 会 ，用 新 方 式 宣 传 环 境 保 护

工作。

晚 会 在 戏 曲 合 唱《环 境 保 护 责 任

重 ，美 好 舞 钢 再 登 程》中 拉 开 序 幕 ，《环

境 保 护 三 句 半》《一 根 烟 头 的 故 事》等

节 目 从 身 边 环 境 点 滴 变 化 入 手 ，用 幽

默 风 趣 的 语 言 ，道 出 了 环 境 污 染 整 治

迫 在 眉 睫 的 现 状 ，潜 移 默 化 引 导 观 众

认 识 到 环 境 保 护 是 一 件 众 人 拾 柴 火 焰

高 的 事 情 。

与 此 同 时 ，该 街 道 环 保 志 愿 者 还 向

观 看 演 出 的 居 民 发 放 了《水 污 染 防 治

法》《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污 染 管 理 规 定》等

宣传资料。

“环境差、空气脏，风沙刮、沙尘起……

《环 境 保 护 三 句 半》句 句 说 的 都 是 实 情

呀 。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带动家人、邻

居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现场一位居民在

晚会结束后表示。

提升居民环境保护意识

舞钢市举办生态文明

思 想 文 艺 晚 会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守护

钢城绿水青山，倡导清明文明祭

扫，大家可以看看……”4 月 1 日，

在舞钢市寺坡街道九九山社区，

工作人员给居民发放倡导清明节

文明祭扫的宣传资料。

清 明 祭 扫 是 我 国 的 民 俗 传

统，但近年来不文明祭扫现象屡

见不鲜，严重者甚至引发山火、破

坏环境。

为弘扬优良传统，破除祭扫

陋习，做好清明节期间的消防安

全，日前，舞钢市民政、环保等多

部门联合发出文明祭扫倡议，倡

导“绿色清明 文明祭扫”理念，并

通过实地宣传、张贴倡议书以及

微信公众号平台推送消息等，加

大宣传力度，营造“人人参与、文

明祭扫”的良好氛围。

倡议发出后，该市各部门、各

乡（镇、街道)积极响应，纷纷表示

要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做文

明祭扫的践行者，以实际行动保

护绿水青山。

绿 色 清 明 文 明 祭 扫

舞钢市多部门联合发出倡议

▶4月2日，新修成的钢城大道东半幅。

钢城大道是连接舞钢市城区南北的一

条重要通道，此次大修工程为胡寨转盘至

湖滨大道路段，全长 6.155公里。目前，该

项目东半幅已完工。

自开工以来，舞钢市把钢城大道项目

路段建设作为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的重

要抓手，做到亮化、美化、绿化协同推进，

旨在将其打造成舞钢市一条靓丽的标准

化通道。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钢城大道项目东半幅完工

3 月 26 日，工人在枣林镇通

往韦庄村的城乡道路路段边沟处

整治护坡。连日来，舞钢市交通

部门出动人员车辆，在相关乡镇

的配合下，对辖区道路护坡进行

加固整理，在美化沿途环境的同

时，对城乡道路进行养护升级。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把 爱 和 责 任 扛 在 肩 上
——记八台镇丰台社区“好媳妇”邢燕

邢燕（中）推公公出门晒太阳。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日前，位于石漫滩水库南岸

的尹集镇大刘庄村孤山寨下，一

位游人在游玩赏景。

近年来，该村借助自身依山

傍水的优势，加大环境整治力度，

着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来游玩。附近农户也借

机发展农家院，开辟了增收致富

新渠道。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