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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在汝州市新修的禹锡路

上，一辆辆汽车从宽阔的道路上快速驶

过。

禹锡路是汝州市今年新建的一条城

市次干道，双向 4 车道，全长 458 米。目

前，该条道路剩余少量附属工程正在紧

张施工，预计 7月底全部竣工投入使用。

近年来，汝州市以“山水汝州，宜居

家园”为建设目标，通过实施城市创建和

百城建设提质两大工程，扎实推进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为市民幸福加码。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汝州市以完善城市功能、提

升城市品位为重要抓手，加快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开工建设了向阳路东延、建设

路东延、建兴街北段等道路。”汝州市住

建局局长裴学文介绍说，目前，禹锡路道

路主体已完工，具备通车条件；建兴街全

部竣工，已经顺利通车；纬一路、经三路

工程绿化工作已完成施工；向阳路东延

工程正在进行道路清表施工，完成道路

南侧污水管道沟开挖 250 米。各项目施

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为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近

年来，汝州市实施了望嵩路（广成路-丹

阳路）道路改造工程、双拥路南延工程、

侯饭线城区段加宽工程和建材路、纬一

路、经三路建设工程，现已基本完工；开

工建设了向阳路东延、建设路东延、气象

路南延和城市中央公园环湖六条路建设

工程，进一步拉大了城市框架，改善了城

市形象，提升了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截至

目前，新建城市道路 29 条，提升改造老城

区道路 10 条，对 10 个主要路口进行“渠化”

改造，新建城市道路 57.5公里。

在加快城市道路建设的同时，汝州市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继完成了

体育中心、汝瓷小镇、电商大厦、浪潮汝州

云计算大数据中心、汝州青瓷博物馆等重

点项目建设，完成了城市规划馆、科技馆、

文化馆、图书馆“四馆合一”主体工程建设，

完善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城市服务功能

进一步提升。

全面提升城市绿化水平

7 月 25 日，天气凉爽，市民胡女士带着

小儿子来到城市中央花园游玩。看着孩子

在公园里嬉戏，胡女士很开心：“这几年汝

州的变化很大，新建的城市中央花园又大

又好，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就连城

区街道也绿化得非常好，隔不了多远还有

街头游园。平时吃过晚饭，下楼就有休闲

的好去处。”

胡女士的说法印证了近几年汝州城

市的变化。该市按照沿山沿水沿绿组群

发展理念标准，科学制定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以主城核心区为重点，“点、线、面”相

结合，市区联动，多渠道增加园林绿化投

入，大幅度增加城市园林绿地。打开临街

单位封闭式围墙，扩大屋顶绿化、立交桥

立体绿化、小区绿化；沿城市干道和主要

入湖河道，实施沿线绿化工程，全面提升

城市绿化水平。

2016 年以来，汝州市投资近 30 亿元，

先后建成城市中央公园、广成东路景观公

园、滨河公园、汝河湿地公园 4 个大型公

园。建设了汝河沙滩公园、龙山郊野公园

等特色公园。在老城区采用拆违建绿、见

缝插绿的方式，利用空闲地植绿等形式新

建曲圣苑等游园绿地 17 个；建设了月季

园、杜鹃园、薰衣草园三大主题花卉园，同

时对煤山公园、工人文化宫游园、地矿局游

园、东盛游园、双拥游园等实施提质改造。

汝 州 城 区 实 现 300 米 见“ 绿 ”，500 米 见

“园”。

同时，该市还对城市道路进行景观改

造，完成广成东路、建设路、朝阳路、丹阳路

等 15 条城市道路绿化和提升改造任务，云

禅大道、梦想大道等 14 条城市主干道“林

荫大道”建设工程，形成中心城区“一路一

品、一路一花”的廊道景观。

截至目前，该市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到 46.25%、绿地率达到 42.68%、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17.8 平方米以上，让“城在林

中、水在城中、人在绿中”在汝州成为现实。

以水润城焕发活力

“改造后，洗耳河流水潺潺、绿树成荫，

晚上到这里走走，漫步休闲栈道，很惬意。”

7 月 25 日傍晚，在汝州市洗耳河河畔游玩的

吴女士感叹道。

“通过洗耳河一期水体治理工程，汝州

城区再现了河道清水长流、沿岸绿树连绵的

美丽景观，为市民休闲提供了好去处。”裴学

文介绍说，“我们还对幸福渠进行整修，使之

贯穿整个城市中央公园的水系，并从北汝河

引水进入幸福渠注入园内，经进一步净化，

层层跌水，下渗补给地下水，最后一池清水

又回到北汝河，在中心城区形成活水循环。

同时，加快北汝河五期、六期治理和汝河湿

地生态恢复工程，将城市绿地系统与外围山

水林田湖有机连接。”

近年来，汝州市按照中心城区水系规

划，将区域内水体功能分为行洪蓄洪、生态

调节和景观游憩等不同功能，倾力打造一

河一特色、一水一景观的效果，实施“三河

（北汝河、洗耳河、广成河）四库（安沟水库、

马庙水库、涧山口水库、紫云山水库）五湖

（云 禅 湖 、丹 阳 湖 、望 嵩 湖 、天 青 湖 、鹤 鱼

湖）”水系连通工程，持续推进河道、景观水

体生态化、自然化，形成了近 50 公里的生

态水系网络。

城在林中，水在城中，人在绿中，汝州美

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本报记者 魏森元 通讯员 陈建峰）

——汝州建设提质为市民幸福加码记

城在林中 水在城中 人在绿中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 通讯

员武振宇）7 月 23 日下午，汝州市

第二届“豫创天下”创业创新大赛

圆满结束，6 个项目经过激烈竞

争分获一、二、三等奖。

此次大赛由汝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联合该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教体局、科技局、总工

会、共青团汝州市委、妇联、残联

和邮政储蓄汝州支行共同举办。

在紧张刺激的路演环节，32 名参

赛选手轮番上阵，利用 PPT 向创

业导师和现场观众介绍各自项目

特征、优势与发展前景。5 位创

业导师从竞品分析、市场前景、投

资价值等角度一一进行点评打

分。

最终，经现场打分，汝州市焦

村众诚蚕业合作社的南桑北移项

目获得一等奖，汝州市朕迪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支香菇菌种造

福万千菇农项目、河南天葡汝蓝

云农庄科技有限公司的汝蓝庄园

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获得二等奖，汝

州市万合牡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万合牡丹观光休闲旅游产业园项目、

汝州市虹源实业有限公司的加快发

展桑蚕养殖项目、河南溢德实业有限

公司的原浆糯米酒项目获得三等奖，

分获 2 万元、1 万元和 5000 元大奖。

他们将有机会代表汝州参加河南省

选拔赛，获得更多创业政策资金支持

及服务。

“‘豫创天下’创业创新大赛是落

实创业政策、推进创业孵化、提升创

业 能 力 和 拓 展 创 业 融 资 的 重 要 手

段。这次大赛为我市创业者提供了

一个勇于创新、敢于拼搏的广阔舞

台。未来，汝州市人社局将一如既往

支持创业者，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人力

资源、创业贷款、开业补贴、社保审

批、省级大众创业项目申报等一条龙

便民利民服务，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

更加广阔的舞台，让创业创新之花在

汝州精彩绽放，结出丰硕成果。”汝州

市人社局局长李浏记赛后说。

汝州市举办第二届
“豫创天下”创业创新大赛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受聘

政务服务社会监督员没两天，我

就接到一名群众电话反映，在办

理企业设立登记中遇到了难题。

我赶紧与市民之家监督科工作人

员进行沟通，当天下午该群众在

市民之家相关窗口指导下完善相

关资料，顺利拿到了营业执照。”7

月 23 日，说到自己受聘汝州市民

之家政务服务社会监督员，汝州

市风穴路街道张鲁庄社区居民王

舒层高兴地说，“帮助顺利解决了

问题，让我很受鼓舞。今后我一

定认真履行一名政务服务社会监

督员的职责，为提升汝州政务服

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贡献自己

的力量。”

为加强对政务服务工作的社

会监督，提升服务效能和服务质

量，改进工作作风，优化营商环

境。汝州市民之家成立政务服务

监督员办公室，并聘请包括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和城乡居民

代表在内的 10 名政务服务社会监督

员，通过明察暗访等多种形式对全市

政务服务工作进行监督。

“我们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

业家和城乡居民等社会各界中选聘

综合素质高、了解政务服务工作、热

心参与社会监督活动的同志作为政

务服务监督员，对企业和群众办事过

程中政务服务咨询、预约、受理、审

批、办理、出证的依法依规情况及办

理效果进行全方位监督。”汝州市行

政服务中心主任崔英锋说，受聘的

10 名政务服务监督员联系电话均在

市民之家进行公示，随时接受企业和

群众反映情况。政务服务监督员的

设立将有效推动政务服务社会监督

常态化、制度化，有力提升服务效能

和服务质量，切实转变政务服务人员

工作作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汝州市政务服务监督
提升营商环境水平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要不

是巡察组，村里的水泵就不会更

换那么快。水泵装好后，我就把

玉米浇了一遍，近日又连续降水，

庄稼长势非常不错，你看田里绿

油油的，今年秋粮又要丰产了。”7

月 22 日，汝州市庙下镇黄寨村村

民王国正指着自家的玉米地开心

地说。

原来，7 月初，汝州市委六巡

察村（社区）组进驻黄寨村开展巡

查工作，工作人员巡察发现，该村

近 300 亩耕地因水泵经常损坏导

致浇地难。巡察组立即下发立行

立改通知书，督促该村“两委”购

买两台水泵进行更换，保障了耕

地灌溉需求。

此轮巡察是汝州市委开展的

第八轮村（社区）巡察，29 个巡察

组 将 对 92 个 村（社 区）展 开 巡

察。巡察工作始终突出助力基层党

建、助力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助

力扫黑除恶，对被巡察村（社区）进行

全民巡察，聚焦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和不正之风、民生问题等，发现问题

立行立改，达到对村（社区）党组织全

面体检的目的。

“2018 年底，市委第一轮巡察村

（社区）工作启动时，个别乡镇党委有

顾虑，怕把村巡乱，群众对我们不信

任，想了解点真实情况太难了。通过

前几轮巡察，解决被巡察村（社区）群

众的烦心事、揪心事、难心事，增强了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现在各村群

众非常欢迎巡察组，甚至有村民主动

找到巡察办，让去他们村巡察。”汝州

市委巡察办主任杨迎晓说。此轮巡

察到 8 月 4 日撤点，届时村（社区）覆

盖率将达到 100%，实现了巡察村（社

区）全覆盖。

“四个助力”让巡察赢民心

“ 只 要 不 怕 吃 苦 ，

养 牛 一 年 能 挣 十 来 万

元。”7 月 22 日下午，在

租赁的养殖场里，汝州

市 夏 店 镇 陈 庄 村 村 民

陈继成一边给牛添草，

一 边 和 驻 村 扶 贫 工 作

队员张世洋聊天。

今 年 50 岁 的 陈 继

成 曾 是 汝 州 市 夏 店 镇

陈 庄 村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家中有 7 口人，80 多

岁的父亲瘫痪在床，母

亲因积劳成疾，身体佝

偻直不起腰，大女儿在

浙江大学读研究生，二

女儿在读高中，小儿子

是中学生。

陈 继 成 一 家 之 前

仅靠种植 5 亩靠天收薄

田 ，因 学 因 残 生 活 困

难，2016 年底被确定为

陈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里两位老人治病买药、孩子上学

开支，一年下来需要 5 万多元，这像块大

石头一样压在陈继成夫妻心里。面对生

活压力，陈继成夫妇心里盘算着如何摆

脱困境。

与此同时，来自汝州市水利局的陈

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程卡鼎走访贫困户，

得知陈继成家的情况后，便鼓励他们靠

自己的双手劳动改变贫困命运。

自己有养牛的经验，而且牛抗病能

力强，当年养当年就能创收。想到此，陈

继成决定靠养牛走出一条脱贫致富路。

2017 年春，陈继成夫妇从亲友处借

款 6 万余元买回 6 头母牛，在家中腾出 3

间房子开始从事肉牛繁育。

在夫妻俩的精心照顾下，年底 6 头

母牛顺利下崽，6 只小牛犊出售后纯收

入 5 万余元，夫妻俩尝到了养牛的甜头，

也脱了贫。

2018 年初，陈继成夫妇决定扩大养

殖规模，租用邻村上鲁村一家养殖场的

房子，投入资金养殖母牛 17 头，结果年

底卖牛犊收入 8万余元。

陈继成说，养牛不亚于养孩子，需要

关心它们的饥渴冷暖。每天要有规律地

添加饲料，打扫两次圈中卫生。尤其对

待小牛犊，必须帮助它两小时吃一次奶，

冬天保障它取暖，夏天为它降温。

在不断的养牛实践中，陈继成夫妇

总结了大量养殖经验，成了夏店镇养牛

的行家里手。现在，为牛灌药、打针等防

疫措施，陈继成样样能干，牛患了一般的

感冒、腹泻等，他自己就能处理。周围十

里八村谁家的牛生了病，请他上门查看，

他总是有求必应，热心帮忙。

养牛走上致富路，陈继成夫妇成了

陈庄村脱贫致富的榜样。为帮助他们发

展养牛，去年驻村扶贫工作队为其申请

5 万元的小额贴息贷款。当年陈继成夫

妇养殖母牛规模扩大到 22 头，年底纯收

入 10万余元。

“现在，陈书记正在协调有关单位帮

俺建一个小型肉牛养殖场。党的扶贫政

策这么好，我们夫妇一定好好干，争取早

日致富奔小康。”陈继成开心地说，等村

里的养殖场建成后，他准备将养殖规模

扩大到 100 头，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实

现这个“小目标”。

（本报记者 魏 森 元 通讯员
平党申）

﹃
夫
妻
牛
倌
﹄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面对

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主动出

击，算好加法，挖掘增收潜力，积极

开拓培育税源，确保收入增长。今

年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18.97 亿元，同比增长 5.7%。”7

月 27 日，汝州市财政局局长黄留国

说。今年以来，该局紧紧围绕“积

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

要求，算好“加减乘除”，全力落实

“六保”任务，确保全市财政平稳健

康运行，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为有效增加收入，汝州市财政

局深化非税收入征缴方式改革，算

好加法，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支

付等服务手段，畅通政府非税缴费

渠道，提高征收效率。上半年，全

市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的政府

非税收入完成 61570 万元。同时，

抢抓政策机遇，加强对上争取。今

年上半年，汝州市争取到中央预算

内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基础设施

项目资金 1.8731 亿元、抗疫国债项

目资金 1.3074 亿元、特殊转移支付

资金 2.0876 亿元、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中央专项资金 1129 万元。

为贯彻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支持实

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汝州市财政

局算好减法，印发《减税降费工作

实施方案》，并在进一步清理规范

收费项目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清单

收费，确保“收费项目进清单，清单

之外无收费”。截至 6 月，累计减免

各类企业养老保险费共计 4773.83

万元、减免失业保险费共计 141 万

元、减免和减半征收各类企业工伤

保险费共计 229.99万元。

同 时 ，汝 州 市 财 政 局 做 好 乘

法，积极落实奖补政策，利用工业

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补助受中

美经贸摩擦影响的企业 5 家和受疫

情影响的企业 4 家，支持企业发展，

共计 211 万元，合理使用上级资金，

推进安置房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等民生工程。此外，利用抗疫国

债项目资金积极推进汝州市产业

集聚区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工程、

汝州市公共卫生医学中心、乡镇卫

生院等 9个项目。

为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汝州市

合理利用上级拨付专项扶贫资金

10355 万元，用于产业扶持、道路硬

化、农业灌溉和金融扶贫等 80 个项

目，充分发挥脱贫攻坚“造血”功能。

汝州市财政局

算好“加减乘除”落实“六保”任务

推动综合实力高质量重返全省第一方阵

坚持“四个 ” 打造“四个 ”新新 城城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 通讯员闵振

安）“3 年前，我利用自家的空闲宅院栽了

两棵桃树，今年又种了半分地韭菜，所产

韭菜除去自己吃，还卖了 200 多元，桃子

今 年 摘 了 150 余 斤（1 斤 =500 克），卖 了

150 多 元 ，既 美 化 了 庭 院 ，又 增 加 了 收

入。”7 月 22 日，说到在家里种桃树、韭菜

卖钱的事儿，汝州市纸坊镇康街村 3 组

63 岁建档立卡贫困户尹高川开心地说，

“镇里前些日子号召发展庭院经济，更坚

定了我脱贫致富的信心。今年我打算再

栽上两棵核桃树，种上月季花等，把庭院

打扮得更美丽。”

为引导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增强

自身造血功能，变体外输血为自身造血，

实现贫困户精神、物质、形象同步脱贫，

日前，该镇决定在全镇 66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开展“美丽庭院”创建活动。

此项活动以开发庭院经济、增加贫

困户收入为目的，以“三好”（生活好、环

境好、精神好）为标准，以全镇 66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为重点，以“美丽庭院”创评

活动为抓手，集中开展空闲庭院集中整

治。镇党委政府、帮扶干部、脱贫攻坚工

作队、“7+1”党员扶贫小组四级联动，全

程参与，引导贫困户参与创建活动。

“全镇将统筹安排，根据贫困户家的

庭院空闲土地面积，合理布局，科学规

划，计划每户庭院栽植 2 至 3 棵高产核

桃、柿树等经济树木和 3 至 5 棵月季，在

合适季节兼种豆角、黄瓜、韭菜等食用蔬

菜，既创建了美丽庭院，又增加了贫困户

收入。”该镇党委书记郑岩峰说。

纸坊镇创建美丽庭院增加家庭收入

7月 21日，汝州市大峪镇下焦村贫困

户周应枝的儿子在鹅场给鹅喂食。

据周应枝介绍，今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儿子儿媳未能外出务工，经考察

后决定养鹅。

今年春，他们投资 10 万元在村外建

起养鹅大棚，第一批养了 1000 只鹅苗，80

天出栏，挣了 1 万多元，目前饲养的是今

年第二批鹅苗共 1500 只。

“这一段时间肉价上涨了，打算下一

批养 2000 只鹅苗。”周应枝说。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特色养殖

7 月 18 日上午，记者在汝州市骑岭

乡白马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王波的带领

下，走进该村贫困户杨沦英家。

“刚到邻居家取床旧被子冬天盖蜂

箱用，没想到你们就到了。”65 岁的杨沦

英爽朗地笑着说。

65 岁的杨沦英早年丧夫，接着 25 岁

的儿子因病去世，这让杨沦英备受打击。

“那几年我自己整日都恍恍惚惚，感

觉日子都没法过了。”杨沦英说，好在还

有两个女儿陪着她，让她慢慢走出阴影。

后来两个女儿外嫁，她便一个人生

活。谁知前几年疾病又来添堵，杨沦英

患上心脏病和脑梗死。因病致贫，2016

年她被精准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 年，为帮助贫困户增收致富，来

自汝州市住建局的白马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新涛因地制宜，利用当地山上荆花资

源丰富，动员大家养殖蜜蜂致富。勤劳

能干、一心想通过劳动脱贫致富的杨沦

英积极报名养殖蜜蜂。当年 6 月，杨沦英

从驻村工作队免费领取了 3 箱蜜蜂，搁在

自家院子里像宝贝一样照看。

“没想到养殖蜜蜂真给力，当年我就

挣了七八千元，工作队发的 3 箱蜜蜂到年

底分窝成了 8箱。”杨沦英开心地说。

凡事没有一帆风顺。这年冬天，杨

沦英养殖的蜜蜂出现盗蜂，开春时每箱

蜂群不到原来的 1/5。“为了防止盗蜂，我

给蜜蜂搬了几次家。”杨沦英说。

2019 年，她又将养殖规模扩大到 10

箱，并积极参加村里举办的养蜂培训班，

还向有经验的养蜂户请教养蜂知识。

“我基本上是隔 5 天为蜜蜂除一次螨

虫，隔两三天清理一次蜂箱，把蜜蜂照看

得好好的。”2019 年除去养殖成本，她净

挣 了 14000 多 元 ，加 上

养殖奖补，光养蜂一项

就挣了 2万多元。

“我今年又买了 10

箱蜂，养蜂规模扩大到

了 20 箱 。”杨 沦 英 指 着

院子东边一排蜂箱说。

杨沦英精心照顾蜂群，勤劳的小蜜

蜂也给予她丰厚的回报。“今年山里的花

期基本过了，蜜蜂再采蜜也就给他们留

着做过冬的粮食。前些日子卖了部分蜂

蜜，挣了 12000 元，眼下还剩 300 多斤蜂

蜜没卖。”杨沦英开心地说。

“明年我准备再买 10 箱蜂，把蜂群扩

大到 30 箱。”说起今后的打算，杨沦英干

劲很足，“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卖蜂蜜

国家有奖补，买蜂种也有补贴，驻村工作

队对我也非常关心，家里有啥难事，他们

总 是 第 一 时 间 帮 助 解 决 。 我 就 得 好 好

干 ，早 日 致 富 奔 小 康 ，不 能 让 他 们 失

望。” （本报记者 魏森元）

六旬老太养蜂走上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