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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天 气

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西南风2-3级，

最高气温37℃，最低气温22℃

■温馨提示

5 月 28 日，叶县保安镇白庙村 80 多岁

的村民沈小旺再次来到沈国强家，没说几

句话就又落泪了。“这么好一个人，咋就突

然没了……”沈小旺喃喃自语道。

沈国强生前是白庙村廉情监督员，也

是叶县 2019 年十大优秀廉情监督员，4 月

13日因病去世。

“难忘三伏天，那个脖子上
挂着皮尺的背影”

上世纪 70 年代，沈国强从部队转业后

回到白庙村，后来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不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他以共产党员

的身份，积极参与村里工作。2018 年 5 月，

67岁的沈国强被聘为廉情监督员。

沈 国 强 上 任 后 ，村 里 遇 到 的 第 一 件

头 疼 事 就 是 退 地 。 5 年 前 ，白 庙 村 与 另

外 两 个 村 共 同 流 转 5000 亩 土 地 租 给 郑

州一家公司从事蔬菜种植。后来该公司

破产，土地需要重新退回村民。由于该

公 司 整 合 3 个 村 的 地 块 挖 池 塘 种 莲 藕 ，

使地貌发生很大变化，地界不再清晰，需

要重新划界。

“难忘三伏天，那个脖子上挂着皮尺

的背影，钻在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出出

进进量地边。”叶县纪委宣传部负责人郑

鹤凌这样回忆巡察时见到沈国强的情形。

为做好群众工作，准确划清地界，沈

国强和另外两个村的监委会成员挨家挨

户宣传，并一起量地边划边界。

“群众拒绝过，难听话也说过，但沈国

强总是笑眯眯地解释，从不恼怒。”该村党

支部书记范建英回忆说。

就这样，沈国强的笑脸渐渐化解了村

民的质疑。

群众接受退地只是困难的开始，各村

土地边界如何划定，沈国强没少作难。由

于地貌变化大，早已看不出过去边界的痕

迹，加上 3 个村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划

界，测量工作难度大增。为解决问题，炎

炎夏日，沈国强一次次钻进玉米地丈量，

寻找地边。但测量结果出来后，不是这村

不满意就是那村不满意，有时候量到一

半，一方就因意见不统一掉头走了。于

是，沈国强再次钻进玉米地里。如此三

番，各村边界终于划定。然后，沈国强再

一家家为村民划定边界。

当天采访时，该村志愿者在参加义务

劳动。志愿服务队是沈国强担任廉情监

督员时组建的。他以身作则，积极参与违

建 拆 除 、道 路 绿 化 、“ 三 夏 ”“ 三 秋 ”禁 烧

等。今年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沈国强不顾

身体有病，带领志愿者在卡点值守，保一

方平安。

在村部办公室一角，静静地立着一个

锁着的柜子。村监委的公章和沈国强所

做的记录均在里面。“沈国强负责任得很，

每张票据都由他亲自审核、过问清楚后才

盖章。”村会计主任宋保恩说。

“要是国强看见了，肯定会
夺下镐帮我挖的”

出殡当天，村民纷纷赶来。

“这么好一个人，到现在我都不相信

他永远走了。”村民李玉花话没说完，眼睛

就红了。

李 玉 花 与 沈 国 强 家 只 有 一 墙 之 隔 。

在她的印象中，沈国强见人总是先笑再打

招呼，两人经常端着碗坐在大门口吃饭。

“就一根杆子隔着。”她指着两家之间的杆

子说。

李玉花丈夫不常在家，孩子正上学，

家里的农活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所以，

有农活儿，只要一招呼，沈国强就会跑去

帮忙。麦子和玉米收获后，他也总主动用

自家的电动三轮车帮李玉花拉回来。一

次晒玉米时，突降大雨，李玉花却不在家，

沈国强就赶紧把她家的玉米拢起来并用

塑料布盖得严严实实……

沈小旺家距沈国强家有 100 多米远，

儿子和媳妇在外打工，家里经常只有他一

个人。沈小旺年迈体弱，沈国强每天都会

绕到他家，与他说几句话再走。“他是怕我

这 个 老 头 子 死 了 没 人 知 道 呀 ……”提 及

此，老人哽咽了。

沈小旺家的新房是 5年前盖的。当时，

其儿子不在家，沈国强跑前跑后帮着联系

沙子、砖料。“国强可真是比我的孩子还操

心呀，咋还走在了俺前面！”沈小旺说。

70 多岁的沈雨新是五保户，耳朵有点

聋，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出殡当天，在沈

国强的棺材前，他默默地待了半个多小

时。老人家里常常很乱，多年来沈国强经

常到老人家里打扫卫生。

67 岁的邵聚发与沈国强是发小，却比

沈国强高两辈。“国强没有架子，见面总是

先跟我打招呼，谁喊他帮忙，他总是会马

上跑去。”他这么评价道。

采 访 当 天 ，邵 聚 发 正 在 院 子 一 角 挖

窖。“要是国强看见了，肯定会夺下镐帮我

挖的。”他感慨地说。新挖的窖旁有一处

几天前才打好的地坪。提起这块地坪，邵

聚发夫妇伤心地抹起了眼泪。原来，沈国

强几次表示要帮忙打地坪。一次，沈国强

看到村里来了一辆拉沙子的三轮车，就跑

到邵聚发家里，问是不是打地坪的沙料来

了。沙料来后，沈国强又问了好几次，他

们说再等几天。结果，第一天打地坪通知

沈国强时，电话却打不通。“原来国强已经

被送到医院了，俺真不知道呀……”邵聚

发流着泪懊悔地说。

“为了村里，国强白天不是
白天，晚上不是晚上，啥时候接
到电话就走”

采访当天上午，沈红杰去给母亲张倩

拿药。“俺爸走了 1 个多月了，她还是吃不

下饭、睡不着觉，就不敢提俺爸……”沈红

杰说。

沈 国 强 有 一 女 两 男 ，沈 红 杰 是 二 儿

子，原本在江苏打工。在沈红杰姐弟三人

的印象中，父亲从小就在村里忙得不着

家。党员干部就得要吃亏，是父亲做事的

原则。沈红杰的叔叔沈国松今年 68 岁，一

直未结婚，之前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沈国强

可以给他办低保，但是，父亲却把指标留

给了村里更困难的人。

女儿沈红叶看到别的村干部的孩子

被介绍到企业等单位，也有这个想法，但

每次话到嘴边，看到父亲严厉的神情后，

就又把话咽回去了。

廉情监督员没有工资，代表监察委和

群众义务监督村级事务。对村里账务等进

行监督，是容易得罪人的苦差事儿。妻子

张倩劝他，别干下力又容易得罪人的事儿；

沈红叶姐弟心疼父亲年纪大了又有高血压

等病，也从侧面劝说。“村里找着咱，是村干

部对咱的信任，也是乡亲们对咱的信任。”

沈国强的这句话，让全家人不再吱声了。

“为了村里，国强白天不是白天，晚上

不是晚上，啥时候接到电话就走。”张倩没

说两句，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沈国强的大儿子沈红伟居住在郑州，

孙子年幼需要照顾，张倩就跟着去了郑

州。由于女儿出嫁、儿子在外地，农活儿

全压在沈国强一人身上。2018 年秋收时

节的一天，天气阴沉，眼看就要下雨，正在

地里收玉米的沈国强接到了范建英的电

话：“老沈，忙不忙，不忙到村部来一下。”

“我不忙，这会儿就去！”挂完电话，沈

国强给嫁到本村的女儿沈红叶打电话请

求帮助后，就匆匆赶往村部。

沈红叶看着满地丢下的玉米，又看看

快要下雨的天，赶紧把老公王喜盈叫来，

两人忙活了大半天才收完玉米。当天，沈

国强一直忙到下午 3点多才回家。

担任多年干部的沈国强遇上难调解

的事儿，总是牺牲自己或亲人的利益，以

缓解矛盾、顾全大局。去年种麦时节，女

婿王喜盈在村里“被流转”500 多亩土地。

原来，虽然 3 个村的边界确定了，但由于地

貌损毁严重，村民不愿意接手土地，沈国

强就动员在外打工的女婿王喜盈回来耕

种。“起初我也不愿意，但俺伯一遍遍打电

话，让我支持他的工作。”王喜盈说。

“公而忘私，公平公正。”得知沈国强

去世的消息，叶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县监委主任宋宏洲感慨道。

（本报记者 杨沛洁）

——追记叶县保安镇白庙村廉情监督员沈国强

村 情 民 意 放 心 间

公 告
鲁山县张官营镇肖营村民委

员会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与平
顶山市烟草公司鲁山县分公司签
订了房屋出租合同。

凡未与肖营村委会签订协议
者，请七日内移出全部设备及财
物，逾期不移者，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鲁山县张官营镇肖营村民委员会
2020年 6月 3日

平顶山市金融工作局
关于拟取消平顶山市新华区华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卫东区德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试点资格的公示
平顶山市新华区华盛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0月，注册资金 5000
万元，原公司经营地址在平顶山市新华区
建设路西段中央花园底商东 1—3号，法定
代表人孙国锋，董事长兼总经理郝红瑞。

平顶山市卫东区德佑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4 月，注册资本 6000
万元，原公司经营地址在平顶山市卫东
区矿工路 44 号（矿工路与劳动路交叉口
西北角），法定代表人：乔卫东。

根据《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

理暂行办法》（豫工信〔2012〕525 号）、《河
南省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

（豫政金〔2017〕311 号）和《河南省人民政
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关于融资担保公司和
小额贷款公司退出问题的通知》（豫政金

〔2018〕109 号）的有关规定，经新华区金
融工作局和卫东区金融工作局申请，我
局拟同意取消平顶山市新华区华盛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和平顶山市卫东区德佑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试点资格，并上报河南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被撤销（取消）试点资格的小额贷
款公司，仅退出试点资格，不再从事小
额贷款公司相关业务，但法人主体资格
并未消失，继续承担原有债权债务及相
关法律责任。

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2020 年 6 月 3 日至 2020 年 6

月 9日
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监督举报电话：0375-2662285

2020年 6月 3日

本报讯 （记者王孟鹤）6 月 1

日，市气象台发布未来三天天气预

报，从 3 日开始，我市将经历 35℃

以上的高温天气。

“根据近期大气环流形势演变

分析，预计本周我市无明显降水天

气，气温较高，周内最高气温 39℃

左右。”市气象台工作人员提醒市

民注意防暑降温。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3 日，晴天

间多云，最高气温 37℃，最低气温

22℃；4 日，晴天间多云，最高气温

39℃，最低气温 23℃。

目 前 我 市 麦 收 临 近 尾 声 ，气

温 偏 高 对 小 麦 收 获 、晾 晒 较 为 有

利 。 但 由 于 降 水 持 续 偏 少 ，我 市

土 壤 墒 情 持 续 下 降 ，对 秋 作 物 播

种和出苗较为不利。市气象台农

气 中 心 建 议 ：小 麦 尚 未 收 割 的 要

利 用 晴 好 天 气 ，及 时 收 获 、晾 晒 ；

各地在小麦收获完毕后应及时做

好夏玉米播种，做到边收边种；墒

情 不 足 的 要 及 时 灌 溉 ，确 保 秋 作

物 适 时 播 种 ；因 旱 晚 播 地 区 在 农

业部门指导下改种早熟品种或其

他作物。

4日最高气温达39℃

我市开启“烧烤”模式

本报讯 （记者王民峰）6 月 1

日，从市爱卫办传来消息，即日起

至 6 月 30 日，2020 年度省级市级卫

生先进单位、卫生居民小区、卫生

村开始申报。

按照要求，凡已命名 1 年以上

的县（市、区）级卫生先进单位、卫

生 居 民 小 区 、卫 生 村 均 可 向 市 爱

卫 办 提 交 晋 升 市 级 卫 生 先 进 单

位 、卫 生 居 民 小 区 、卫 生 村 的 申

请。凡已命名 1 年以上的市级卫

生先进单位、卫生居民小区、卫生

村 均 可 向 市 和 县（市 、区）爱 卫 办

提 交 晋 升 省 级 卫 生 先 进 单 位 、卫

生居民小区、卫生村的申请。已 3

年届满的省级市级卫生先进单位、

卫生居民小区、卫生村，可向市和

县（市 、区）爱 卫 办 重 新 申 报 同 级

卫生先进单位。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市爱卫

办将进一步简化今年的申报工作

程序和申报工作内容。

省市级卫生先进单位开始申报

本报讯 （记者邱爽 通讯员温艳芳）

“果皮和垃圾不能乱扔，必须配备垃圾

桶，保持地面卫生。”“不能用喇叭叫卖，

影响居民休息；也不能摆到大路上，影响

交通。”6 月 2 日上午，在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九天庄园小区门口，该区城管综合

执法局执法人员提醒便民瓜果临时销售

点的摊主。

据该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综合执

法大队长冯俊超介绍，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中央文明办明确要求今年不将占

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摊贩列为文明城

市 测 评 考 核 内 容 ，鼓 励 发 展“ 地 摊 经

济”。入夏以来，新鲜瓜果集中上市，为

给自产自销的瓜农、果农及瓜贩提供相

对固定的室外销售场所，方便群众就近

购买时令瓜果，示范区城管综合执法局

在去年设置 10 个瓜果销售点的基础上，

通过实地考察研究，在辖区人口密度大、

交通便利的居民小区及街道新增瓜果临

时销售点 15 个，积极引导瓜农及商贩进

入临时销售点内经营，助力群众增收。

为强化瓜果临时销售点管理，该局

统一制作了立式标牌、横幅等，标牌上统

一注明瓜果销售的经营时间、经营要求

等；对瓜果临时销售点实行定点定位，统

一管理，严禁落地销售、噪声扰民、影响

居民出行和生产生活；设置监管员，公布

监督举报电话，在便民利民的同时，维护

卫生环境和市容秩序。

瓜农得收益 市民享便利

示范区设置瓜果临时销售点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杨海楠）

“正是种花生的时候，这种子送得太及时

了。”6 月 2 日上午，从宝丰县李庄乡副乡长

杨亚辉手中接过高油酸花生种子，该乡尚

王村贫困户张建军开心地说。

为切实减轻贫困户负担，提高贫困群

众收益，当天，李庄乡在尚王村开展精准扶

贫“发放爱心种子 助力夏耕生产”活动，对

全村 1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送上 560 余斤（1

斤=500 克）高油酸花生种子，切实帮助贫

困户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丰收要从选好一粒种子开始，为贫困

户送高油酸花生种子就是要让他们切切实

实得到实惠。”现场杨亚辉算了一笔账：一

般花生亩产 700 斤、售价每斤 3.5 元左右，

高油酸花生亩产 900 斤、售价每斤 3.8 元左

右，每亩可增收近 1000 元。

“下一步，我乡将邀请农业局相关技术

人员对贫困户统一进行田间管理技术指导，

通过统一发放种子、统一田间管理、统一组

织收购，努力提升贫困户的‘造血功能’，增

强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帮助他们早日脱

贫奔小康。”该乡党委书记马鹏飞说。

李庄乡精准扶贫助力夏播

送种子 孕希望

本报讯 （记者高轶鹏 通讯员

郑喜艳）6 月 2 日，在位于高新区遵

化店镇的平煤隆基年产 3000 万套

光伏组件材料项目现场，墙壁上显

眼位置悬挂的一块蓝色标牌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

标牌用醒目的红漆写着“遵化

店镇平煤隆基项目服务专班”。标

牌上写有遵化店镇党政班子成员、

包区管理区长及项目涉及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联系电话，还写

有温馨提示：如果在项目建设中遇

到困难，请及时与镇领导、管理区

长、村党支部书记联系，我们将全力

保障施工环境，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5月 28日，项目施工时，电路出

现问题无法用电。施工人员按照牌

子上的联系电话，给副镇长冯建伟打

电话求助。冯建伟立即协调祁营村

干部，让祁营村电工从祁营村架专线

到施工现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5 月 31 日，项目在祁营村的跨

境 装 备 产 业 智 造 园 需 要 一 台 铲

车。施工人员给祁营管理区长赵

大伟打电话，赵大伟立即联系一台

铲车过去。

遵化店镇镇长鲁万辉介绍说，

辖区内在建的重点项目尼龙织造

产业园、跨境装备产业智造园、戴

庄棚户改造区、市十五中等都挂有

这样的牌子。

为做好疫情下的复工复产工

作，打通项目建设“最后一公里”，

为企业保驾护航，该镇 4 月份成立

了由镇长为组长，项目所在管理区

包区领导为副组长，管理区长、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为成员的

项目服务专班，以“一天不松、一步

不拖、一抓到底”的态度，对项目调

度、政策宣传、难题化解、事项代办

等进行全方位服务，确保重点项目

稳妥顺利推进。

高新区遵化店镇项目服务专班：

提供全面服务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6 月 1 日，市图

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该馆自 6 月 1 日起

在新城区图书馆举办“阅读伴我快乐成长”

少年儿童图书展。

本 次 童 书 展 为 期 一 个 月 ，共 展 出 近

百 册 中 外 经 典 图 书 。 这 些 图 书 画 面 精

美、形 式 新 颖 ，集 可 读 性、知 识 性 和 趣 味

性于一体。

市图书馆举办
少年儿童图书展

本报讯 （记 者 杨 德 坤 通 讯

员曹莉）“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

贝……”6 月 2 日，在舞钢市政务服

务和大数据服务中心二楼母婴室，

一位前来办事的年轻母亲哼着《摇

篮曲》，轻轻将小宝贝放在婴儿床

上，然后安心前往大厅窗口办理业

务。为进一步细化便民利企服务，

该中心设置专门的母婴室，并张贴

醒 目 标 识 ，配 备 婴 儿 床 、玩 具 、沙

发、恒温空调等基础设施，为前来

办事的群众提供最大便利。

今年以来，该市政务服务和大

数据服务中心以政务服务改革为契

机，服务与设施同步提升，促进审批

提速增效，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

该中心优化功能区，在进门处

设立咨询服务台，提供引导咨询、

帮填表格等服务；改造项目专区，

设立工程建设项目辅导专区，重新

布局 24 个工位，将涉及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的部门集中协同办公，着力

打造“一站式服务”，让审批更加快

捷、高效；对实体大厅进行网络改

造，实现 Wi-Fi 全覆盖、无密码免

费使用；打破技术壁垒，完成了好

差评系统和电子印章的对接，并由

技术人员优化排队叫号系统，使之

更加智能便捷。

此 外 ，该 中 心 还 增 设 暖 心 设

施 ，设 置 母 婴 室 和 学 雷 锋 志 愿 者

服务站，配备 6 台饮水机、两个急

救箱、两台残疾人轮椅、20 余副老

花 镜 等 ，“ 我 行 动 不 便 ，要 不 是 办

理 过 户 手 续 ，根 本 不 愿 意 出 门 。

没想到咱大厅这么贴心、细心，还

准 备 有 轮 椅 ……”一 位 前 来 办 理

业务的老伯对该中心周到的服务

连声称赞。

除 在 设 施 上 加 大 投 入 力 度

外，该中心还在服务上提质增效，

利 用 LED 电 子 大 屏 、宣 传 栏 等 形

式 刊 播 办 事 清 单 和 流 程 ，召 集 窗

口 工 作 人 员 开 展 专 题 教 育 培 训 ，

严格履行“周检查、月报告”制度，

确保服务规范、群众满意；同时设

置 投 诉 意 见 箱 ，放 置《投 诉 记 录

簿》，公 布 投 诉 举 报 电 话 ，安 排 专

人 负 责 接 听 投 诉 电 话 ，及 时 反 馈

办理情况。

舞钢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服务中心：

优化软硬环境 提升群众满意度

6 月 2 日，湛河区科协、农

业农村和水利局的专业技术人

员在该区曹镇乡秦庄村一处大

棚内给农户进行香菇种植技术

指导。

为 普 及 农 业 科 技 相 关 技

术，助力乡村振兴，湛河区科协

联合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每周定

时 组 织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深 入 乡

村，给群众送技术、送信息，帮

助农户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

问题。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科技兴农

（上接第一版）让自然生态美景永

驻 人 间 ，还 自 然 以 宁 静 、和 谐 、美

丽。打造生态绿城，行动自觉是归

宿。要积极倡导、培育勤俭节约、

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消 费 模 式 ，引 导 人 们 绿 色 低 碳 出

行、节能环保消费，将绿色生活方

式体现在衣食住行游购娱等日常

生活细节之中，努力使绿色发展、

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每

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同时，还

要合理开发、利用得天独厚的山水

资源，大力开展国土绿化，综合整

治环境污染，建设山水相融、林城

相间的现代化城市。

蓝莹莹的天、绿油油的山、清凌

凌的水，安放的不仅仅是浓浓的乡

愁，还有那殷殷的期盼。以梦为马、

向绿前行，我们的家园定会更加美

丽，我们的生活定会更加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