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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天 气

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西北风3级到4级，最高气温12℃，

最低气温4℃

■温馨提示

根据平顶山市商务局（平运行
商 [2021]5 号）文件精神，现对新建
加油站进行公示，新建加油站法人
代表王庆甫，占地面积 1376 平方
米 。 地 址 ：郏 县 冢 头 镇 李 梓 楼 村

231 省道路西。公示期 7 天，如有
异议，请与郏县商务局市场运行调
节科联系。电话：0375-5198600。

郏县商务局
2021年 3月 19日

郏县2021年度新建加油站公示

高祖树：根据
甲乙双方所签《建

设工程施工劳务协议》第七页第
2.6 条，第九页十一条 1、2、3 条，乙
方违背了该条款内容，始终怠于履
行协议义务，甲方多次已知会到乙

方人员，未能达成意见，故登报通
知乙方：甲方决定根据条款内容做
解除协议通知，另抽调人员保障工
期按期完工。
平顶山市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19 日

通知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3 月 18

日，从市教体局传来消息，为更好

地展示我市中小学美育成果，该局

决定举办 2021 年度全市中小学生

校园文化艺术节。

本年度校园文化艺术节的主

题是“阳光下成长”。活动对象为

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

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在籍学生，以及

教师、教科研人员和教育行政管理

人员。活动项目分为艺术表演类、

学 生 艺 术 实 践 工 作 坊 、艺 术 作 品

类、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四大类。其中，艺术表演类包括声

乐、器乐、舞蹈、戏剧、朗诵；艺术作

品类包括绘画、书法和篆刻、摄影；

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包括剪纸、皮

影、编织、刺绣、面塑（泥塑）、年画、

版画、扎染（蜡染）、民间手工艺制

作、创意制作等；中小学美育改革

创新优秀案例包括全面培养教育

体系下的中小学美育综合改革实

践、中小学美育教育教学改革、中

小学美育教师队伍建设等。

根据安排，今年 3 月至 8 月为

各县（市、区）和各学校开展活动阶

段。各县（市、区）、各学校要组织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与面

广的艺术活动，形成“校校有活动、

人人都参加”的局面。各学校要根

据各地疫情防控要求和实际情况，

采取集中或分散的形式组织展演

活动。

各县（市、区）、各学校按照要求

报送参赛作品后，市教体局组织专

家评委于 8 月对各项作品进行评

奖，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指导

教师奖、优秀组织奖等，部分获奖作

品将推荐选送到省教育厅参加全省

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校校有活动 人人都参加

全市中小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 月 18 日中

午，杨玉志走进叶县洪庄杨镇唐马村的

一个塑料大棚后，翻开大棚内的小弓棚，

碧绿的瓜秧就迫不及待地伸了出来。“长

得不错，天晴了就该把小弓棚掀了，给瓜

秧搭架子了。”他高兴地说。

杨玉志是内蒙古美美农业科技公司

河南分公司的技术人员，被派到唐马村

指导蜜瓜的种植和管理。“今年，我们与

专业公司合作，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底气

更足了。”唐马村党支部书记马新卫说。

唐马村村民人均土地不足 1 亩，多

靠外出务工增收。自去年开始，该村流

转土地，建设 17 个塑料大棚发展“两瓜

一菜（两茬蜜瓜一茬菜）”产业。

“由于受疫情等影响，去年几乎没挣

到什么钱。”马新卫说，今年，村“两委”干

部到兰考万亩蜜瓜基地考察后，决定引

进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内蒙古美美

农业科技公司提供种子、化肥和农药并

承担一半的投资费用，免费指导种植和

管理，负责产品销售。有了龙头企业的

支持，该村又新建 6 个大棚，并在春节前

栽种了蜜瓜苗。

“和专业公司一起做专业事儿，真

好！”马新卫感慨地说，杨玉志吃住在大

棚，指导村民扣棚、栽苗、浇灌和施肥。

目前，蜜瓜苗已经长到一尺多高。

“这两天，该组织村民为瓜秧搭架子

了。”马新卫轻轻摸着瓜秧说，天一转暖，

瓜秧长得更快，5 月第一批蜜瓜就能上

市。每亩瓜按最低产量 4000 公斤算，1

亩地就能收入 8000 元。“两茬瓜加上一

茬菜（50 亩），咋也能收入 100 万元。”马

新卫信心满满地说。

唐马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热情，也

感染了其邻近的麦刘和裴昌庙两个村。

两个村也在去年建设了 30 多个大棚，共

同发展“两瓜一菜”产业。

“和专业公司一起做专业事儿，真好”
唐马、麦刘、裴昌庙三村共同种蜜瓜

3 月 14 日一大早，郏县李口镇周沟村

村民王松就忙着打扫家里卫生。虽然搬进

新房已有些光景，但是他依然沉浸在“穷

窝”换“新房”的喜悦之中。

就在几年前，王松还住在两间破旧的

土坯房里，并把动员他建新房的市烟草公

司驻村扶贫队员孙卫民给“赶”了出去。

“王松曾经是该村 21 个建档立卡贫困

户之一。刚开始跟老王讲扶贫工作时，他

非常抵触，觉得我们来扶贫只是做样子。”

孙卫民回忆说。

孙卫民并没有气馁，下定决心，无论如

何也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王松父母年迈，均无劳动能力；家底

薄、没门路，仅靠 5 亩地维持生活。沉重的

经济压力导致他意志消沉。

扶贫先扶志，致富先治心。孙卫民另辟

蹊径，不再提建新房的事儿，而是多次上门走

访，与他谈心，帮他做饭，鼓励他利用机械化

农具扩大耕种面积。听说王松想要一台地

秤，孙卫民立马自掏腰包为其购买。慢慢地，

王松没有了抵触情绪，还和孙卫民成了朋友。

闲聊中，孙卫民得知，王松在村民建房

时做过帮工，有一定的技能，就为他安排了

光伏发电管理、乡村道路维护等公益岗。

“我现在种了 21 亩地，农闲时还在村

里上上班、干干零活儿。”王松说。

日子越过越好，王松主动找到孙卫民，

说出盖新房的想法。孙卫民欣慰不已，出

钱又出力。

“能搬进新家、过上好日子，离不开老

孙的帮扶。人不怕贫，就怕不勤。虽然累

点，但心里高兴。”王松说。

（本报记者 田秀忠 通讯员 孙婉莹）

周沟村村民王松从“穷
窝”搬进“新房”——

人不怕贫 就怕不勤

本报讯 （记者蔡文瑶）“我市

2021 年‘鹰城英才’分类认定工作

已经开始，符合条件的可以申报。”

3 月 17 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专技科科长田俊楠说，此次申报

截止时间为 4月 20日。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加

快创新驱动发展，日前，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开展 2021

年“鹰城英才”分类认定工作的通

知》。开展人才分类认定工作，是贯

彻落实我市人才新政 31 条、为人才

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的基础性工

作。人才认定的层次关系到有关人

员奖励补贴、薪酬待遇、子女入学和

配偶就业、住房保障等支持政策和

待遇的落实。

申报人员范围为我市新引进

的 A、B、C、D、E 类人才和新培育的

A、B 类人才；新引进的年龄在 35 周

岁（含）以下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和

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可按照

“鹰城青年聚集工程”申报。引进

和新培育的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6

日起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止。

此次分类认定申报工作依托

各企事业单位进行，详情可登录平

顶 山 市 公 共 就 业 人 才 网“ 鹰 城 英

才”栏目查阅。

同时，我市还将于 4 月上旬启

动“鹰城英才”分类认定调研工作，

对 2019 年、2020 年 已 认 定 人 员 证

书发放及生活津贴等待遇落实情

况，已认定人员工作情况及重要业

绩情况进行调研，并征集有关意见

和建议。

申报截止时间为4月20日

“鹰城英才”分类认定开始

3 月 17 日上午，走进石龙区龙兴街道

军营村艾制品加工厂，阵阵艾草香扑面

而来，沁人心脾。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

操作机器制作艾条、艾柱，并按要求装箱

入库。仓库内，工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粉碎、筛选、除尘、包装。

“我们生产 20 余种产品，大部分卖到

广州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剩余的卖到郑

州、洛阳等地。”在车间里忙碌的军营村

党支部书记姬建平说。

今年 49 岁的姬建平是土生土长的军

营人。1989 年，他参军入伍，到河北邢台

服役。在部队服役期间，由于表现优异，

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并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91 年 12 月退伍后，

他开始做煤炭生意。

凭着吃苦耐劳的品格和活络的经济

头脑，姬建平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成了

村里的“有钱人”。自己富了，可他心里

却 高 兴 不 起 来 ，因 为 家 乡 依 然 贫 穷 落

后 。“ 我 是 军 营 人 ，应 该 为 家 乡 做 点 什

么。”他说。

2014 年，村里换届选举，临近退休的

党支部书记找到他说：“你经过部队锻

炼，又见过世面，我代表党支部和乡亲们

请你领着大伙儿致富。”

姬建平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选举，并

高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说：“虽然

离开了军营，但咱是当过兵的人，啥时候

都要有当兵的样，要有担当精神！”

上任后，姬建平很快摸清了“家底”：

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种植小麦、玉米，

人均年收入不足 3000 元；村部破旧不堪，

办公设备只有两张旧桌子、几把坏椅子；

村集体还欠有外债。

选票是信任，更是期盼。顶着压力，

姬建平下定决心：任期内不让军营村变

个样，就辞掉村党支部书记一职！

要想带领乡亲致富，必须发展产业，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2017 年，听说区里

要大力发展艾草种植，组织人员去南阳

的艾草种植基地参观考察，姬建平第一

个报了名。“南阳的土质和我们村的差不

多，南阳能种，我们村也能种。而且种植

艾草投资少、好管理、便储存，市场需求

量也大。”考察回来后，姬建平就有了种

植艾草的想法。

2018 年 ，姬 建 平 筹 措 资 金 100 余 万

元，注册成立龙艾园艾制品有限公司，建

成 300 平方米的艾草加工厂。当年 8 月，

工厂投产。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的原则和“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

营模式，他不仅让周边的部分农户实现

在家门口就业，还通过传授种植经验、开

展技术培训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农户

加入艾草种植行列。2019 年，公司销售

收入达 140 余万元，带动 50 余名村民增

收，人均年增收 1500 余元。

“在姬书记的指导下，我种了近 14 亩

艾草，收成不错。去年收割了 3 茬，收割

后公司全部回收了，收入 4 万多元。”村民

毛三羊说。

“现在，我的地流转给了公司，自己

也在公司打工，月收入 2000 多元，日子越

过越好。”村民毛占华高兴地说。

2020 年 9 月，公司迎来发展机遇期，

与平煤神马集团大庄矿联合投资 800 余

万元，新建艾精油提炼、艾灸器具、艾草

提绒等生产线。

目前，军营村艾草种植面积达 300 余

亩，并初步形成集艾草种植、仓储集散、

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带动 10 多户

村民种植艾草，100 余名村民务工。“带动

乡亲们致富奔小康、过上幸福生活，是我

最大的心愿。”姬建平说。

（本报记者 闫增旗）

——军营村党支部书记姬建平创业记

浓浓艾草香 悠悠故乡情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员

高鹏程）3 月 16 日，郏县堂街镇旅

游大道两侧种植的玉兰花开得正

艳，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近年来，堂街镇积极推进农村

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所革命”、

村庄清洁行动，使村容村貌发生了

巨大改变，农民生活方式开始“绿”

起来、农村生态环境开始“美”起来。

在污水处理方面，该镇持续开

展“清四乱”行动，2020 年累计投入

机械 6000 余台次，清理河道 32.8 公

里，清运垃圾 1.5 万吨；组织开展巡

河行动，取缔非法采砂场 9 家；沿河

栽植金丝垂柳等树木 800 余株，实

现了“水清、岸绿、景美”的河道整

治目标。

在垃圾治理方面，该镇积极开

展“双违”整治和“一户多宅”治理，

2019 年以来累计拆除违建 1883 宗

55.4 万 平 方 米 ，整 治“ 一 户 多 宅 ”

1432 宗，拆除的废旧砖石、条木等

建筑垃圾大部分变成了村内游园的

步行道、特色墙。同时，与保洁公司

对接，实现镇域垃圾“日产日清”。

在处理好垃圾的基础上，该镇

扎实推进“厕所革命”，两年来累计

完成户厕改造 3622 户，建设水冲式

无害化公厕 37 座。同时，全面整治

农村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贴乱画

等行为，通过周六义务劳动日、清洁

家园行动等，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清

洁行动，仅 2020年就升级道路 37公

里，改造美化墙体 3.6 公里，打造游

园 12个，建设红色纪念馆 1个，绘制

墙体彩绘 29 幅，打造精品道路 52

条，清淤下水道 8200 米，铺设污水

管道 6800米，建成人工湖 1个。

绿起来 净起来 美起来

堂街镇提升乡村颜值

3 月 16 日下午，走进汝州市温泉镇西

唐村村口不远处的弘兴种植场，只见两名

村民正在分装赤松茸。

“这一茬赤松茸个头儿较小，批发价在

每公斤 8 元到 10 元之间。”指着堆在地上的

赤松茸，种植场负责人顾敬晓说，“今年我

是试种，长势不错，价格也可以。”

“我 1997年就到云南务工了，后来还在

那儿安了家。”顾敬晓说，这一去就是 20 多

年。2020年春节，他回村时，村党支部书记

孙学仁找到他，希望他返乡创业带着大伙儿

一起致富。考虑到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

家乡创业环境也越来越好，顾敬晓同意了。

“之所以种植赤松茸，主要是孙书记之

前已经考察过。”顾敬晓说，2020 年 4 月，他

流转 14亩地建起 12个大棚种植赤松茸。

当年11月，顾敬晓拿到第一笔收入。“卖

了1000多公斤，收入两万多元。”对于种植赤

松茸卖的第一笔钱，顾敬晓记得很清楚。

“大棚种植一季可采摘4茬。今年第二茬

从3月3日开始采摘，12个棚每天能采摘 200

公斤，目前已采摘2500多公斤。”顾敬晓说。

“冬春时节气温低，产量也低。接下来随

着气温升高，产量会增加，预计后两茬能收入

16万元。”顾敬晓说，由于目前种植规模较小，

他只雇了6个村民帮忙，每人每天工资60元。

“敬晓种植赤松茸的示范带动作用已

经初步显现出来。有两户村民最近常常到

种植场学习，想下个季度跟着敬晓一起种

植赤松茸。”孙学仁笑着说，“敬晓今年试种

成 功 ，村 里 打 算 引 导 更 多 村 民 种 植 赤 松

茸。我们村之前流转给一家种植公司 1000

多亩地，由于效益不好今年准备收回。收

回后，村集体将建大棚租给村民种植。”

（本报记者 魏森元）

西唐村村民顾敬晓离乡 20
多年后回村种植赤松茸——

示范带动 共同致富

本报讯 （记者何思远）3 月 18

日，从市妇联传来消息，我市 2021

年度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启动。

活动拟评选 2021 年度市级“最

美家庭”400 户，并择优推荐省级最

美家庭 15户。

活动将分时段开展。第一季

重点寻找爱党、爱国、传承红色基

因最美家庭，第二季重点寻找绿色

环保、廉洁治家最美家庭，第三季

重点寻找脱贫攻坚、勤劳致富最美

家庭，第四季重点寻找具有家国情

怀、爱岗敬业、孝老爱亲、教子有方

最美家庭。

“评选活动要以群众为中心、让

群众当主角。”工作人员表示，今年

的报名推荐按照不设标准、不设门

槛的原则，采取家庭自荐、他荐和组

织 推 选 等 多 种 方 式 ，逐 级 择 优 推

选。由各县（市、区）、各单位持续组

织开展评选推荐上报工作，择优筛

选家庭参与市级“最美家庭”评选。

报名咨询电话：0375—2662672，报

送邮箱：etb2662672@163.com。

2021年度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启动

缤纷多肉

①3 月 18 日，游客在郏县白庙乡马湾农业产业园

多肉植物种植温室内拍照。

该产业园由丰润果蔬园、光伏采摘园等 9个园区组

成，通过引进农业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养殖）专业户，发

展特色农产品、文旅观光等产业。截至目前，该产业园

已引进肉鸽、羊肚菌、火龙果、多肉植物等特色农产品项

目 10余个，带动 100余名村民就业。本报记者 王尧 摄

特色花卉

②3月18日，王全会在自家的温室大棚内浇灌花卉。

王全会是叶县常村镇常村村民。2013 年，他在市

区稻香路北段承租土地建起占地两亩的花卉大棚，培

育出茉莉、海棠、茶花等 20 余个品种的花卉 2000 余

盆。8 年来，他把花卉大棚经营得红红火火，也为家庭

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生态养殖

③3月 18日，村民在山坡上收新鲜的散养鸡鸡蛋。

近几年来，鲁山县辛集乡桃园村以 500 亩荒山为

依托，建成生态农业养殖基地。该基地逐步形成以林

养牧、以牧促林的生态循环经济，并通过抱团发展、代

养代管等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产业兴 生活富

②②

①①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