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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市生态环境局叶县分局传

来喜讯：灰河 10 月、11 月连续两个月出境

断面水质达到Ⅳ类水质标准。“这一成绩

来之不易、令人振奋，我们达到了省里给

我们制定的灰河水治理目标，意味着全县

上下持续攻坚治理灰河取得不小成效。”

该分局负责人王红旗说。

灰河，让叶县人心中蒙上
一层灰

“河水很清，鱼儿在水里游，旁边不少

妇女在洗衣服……”这是王红旗向记者描

述的上世纪 90年代的灰河景象。

王红旗是土生土长的叶县人，上世纪

90 年代经常到灰河边玩儿，那时的灰河给

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然而，刚到叶县县委巡察办履新的王

红旗在翻看灰河近年来水质报告时直皱

眉头：劣Ⅴ类，河道两侧常被描述为垃圾

遍布、杂草丛生，多次被下游沿线居民投

诉、被上级部门约谈，主抓环保的副市长

不止一次到灰河沿岸督导……

灰河发源于鲁山县境内，自西向东经

过鲁山、叶县、舞阳 3 个县，最后流入沙河，

全长 81.9 公里，其中在叶县境内长达 51 公

里，有石潭河、申王沟、黄谷李沟、任店沟

等 6条支流，且从叶县城区穿过。

“ 灰 河 长 度 长 、支 流 多 、面 源 污 染

多 ……”王红旗分析道，随着经济发展的

加快，河道沿线企业数量增加，使得污染

源数量居高不下；城区基础设施的发展赶

不上城市居民的增加，时而发生因雨污不

分流导致城区污水直排灰河现象。

拆、堵、清，全面消除污染源

12 月 6 日，在灰河盐都街道徐庄村段

两侧，一些小草还在顽强地吐着绿，覆盖

着被整治过的一段段河堤表面。“这些地

方原来种的有玉米、花生等农作物，经过

种种努力，现在都退还给河道了。”市生态

环境局叶县分局水股股长任家旺说。

面源污染是叶县治理灰河的重要内

容。由于灰河近年来水量减少，沿线一些

村民便在河道开荒种庄稼和蔬菜。“这些

村民为了省事，施了肥尤其是化肥。由于

不能被土壤及时吸收，化肥随着雨水被冲

进河里，增加了河水的总磷和氨氮量，形

成了一大污染源。”任家旺说。

自今年 9 月开始，叶县围绕灰河治理

开展了“雷霆”行动。县长文晓凡上阵指

挥，挂图作战，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完成时

限，成立灰河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县长任

组长，县委、县纪委、县污染防治攻坚办三

管齐下，靶向发力，凝聚合力。

该县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该县已

清理河道违规开垦 950 亩，并在上面撒上

了草籽，通过植绿来消除面源污染。

在灰河沿线，记者还不时看到一处处

被堵的流水口。任家旺介绍说，那些多是

沿线居民的排污口，目前已经全部整改。

此次整治的重点是沿线养殖场。叶

县是畜牧大县，村民有养猪羊鸡鸭的传

统，灰河沿岸也出现了多家养殖场。尽

管随着环保力度的不断加大，养殖场主

上了一些环保设施，该地也增加了巡河

力度，但是向河道偷排污水的现象仍时

有发生。

痛定思痛，该县发起了这场“雷霆”行

动，针对石潭河泥河张段等支流的养殖场

实施搬迁取缔行动。在当地政府的努力

下，目前已销号 18 家。如今，该场硬仗仍

在进行。

如今的灰河河道，已经不再垃圾遍布，

因为该县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集中清理垃

圾行动。仅 8月 1日以来，该县就累计组织

3700 余人次，出动钩机 110 余台次、农用车

390余台次，清理河道垃圾 2800余吨。

雨污分流、污水达标排放，
灰河治理走向治本道路

如今，在叶县城区的九龙路、昆阳大

道、广场东路、广场西路等多条道路上出

现了一个个围挡，有机械在围挡内施工。

“我们在加紧进行雨污分流工程。”叶县住

建局局长滕跃峰说。

自今年下半年开始，该县通过农发行

融资两亿多元，实施城市管网建设。“目的

是全面实施城区雨污分流，不再向灰河排

放生活污水。”滕跃峰说。

随着经济发展，叶县城区近年来人口

数量迅速增加，城市排水管网老化或匮乏

问题日益凸显。一下雨，来不及排出的雨

水就抢占了本已脆弱的排水管网，导致污

水外溢，直接排入灰河，一次次摧毁着艰

难治理的成果。

今年下半年，该县打响了雨污分流攻

坚战。没有管网的铺设管网；管网直径

小的换成大的；管网跑冒滴漏的予以更

新 ……一座座直径 60 厘米至 120 厘米的

管道铺设地下，最终连上主管道通向灰

河。同时，叶县还对潘寨沟黑臭水体进行

改造美化。“今年底争取完工。”滕跃峰说。

叶县住建部门加紧铺设的还有污水

管道，与雨水不同的是，污水不直排灰河，

而 是 先 到 达 灰 河 沿 线 的 一 座 污 水 处 理

厂。该县投建了一座日处理 4 万吨污水的

处理厂，将污水处理厂排水口纳入环保动

态监测线，24 小时确保污水排放达标。经

过种种努力，目前污水达到了地表水Ⅴ

类，符合排放标准。

“雨污分流，污水达标排放；叶县产业

集聚区第二污水处理厂一期 3 万吨项目已

进入方案论证阶段；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

业集聚区第三污水处理厂日处理 5 万吨、

占地 90 余亩项目目前已开工建设，有望明

年底前竣工；投资 5000 余万元的首创污水

处理厂尾水湿地项目已入中央项目库，有

望明年初批复开建……随着一个个项目

的落地和实施，灰河治理已经走向了治本

道路。”王红旗说。

持续净化水质、建设湿地
公园，进一步“擦灰”提质

12 月 6 日一上班，叶县水利局局长程

慧香就询问起单元格石料铺设的进度。

程慧香关注的单元格在叶舞路焦赞

桥附近，有 30 个，要全部铺满石子，目前已

经铺满 26个。

“单元格是用来通过潜流湿地净化水

质的。”程慧香说，虽然上游来水全是经污

水处理厂处理的中水，已经达标，但是按

照最新要求，河道水需要提升到地表Ⅳ类

水质标准。于是，他们将中水分流到上述

30 个单元格里，通过石子净化水质，目前

已启用 26 个单元格，每天两次净化中水 3

万余立方米。程慧香说，将来还要在单元

格上面栽植鸢尾、菖蒲等植物，进一步净

化水质。

水质进一步净化后，加上绿化美化，

这一区域将成为叶县城区东侧又一道风

景线，也将成为人们游玩的好去处。“这就

是我们县近期打造的近悦湿地公园，因为

孔子游叶留下了近悦远来的美名，县里就

以此为湿地公园命名。”程慧香说。

黄谷李沟紧依黄谷李村，污水散发的

气味让人不禁掩鼻而过。

今年，经审批，市生态环境局叶县分

局计划在黄谷李沟打造 3 处生态湿地。王

红旗介绍说，他们将在沟上建起一座小

坝，依坑势栽植鸢尾等净化水质的植物，

再在水边栽植些景观树，打造 3 个大小不

一的湿地公园。目前，湿地公园前期设计

方案已完成，近期就会开工。“像这样的生

态湿地公园，全县还有好几处。”他说。

12 月 6 日，在位于叶县高中门前，几台

挖掘机在灰河河堤两侧工作着。附近一

座院子里，叶县灰河治理指挥部的牌子几

天前挂了起来。

这是该县 11 月初开工的又一项灰河

治理工程。随着水质的日益改善，灰河两

岸人又渐渐多了起来。叶县通过对叶公

大道至叶县高中的灰河段实施绿化等综

合治理，打造了一座河滨公园。

澧河是叶县境内的另一条重要河流，

河水清澈。在灰河治理工程开工之前，叶

县还完成了引澧入灰工程，以每秒 4 立方

米的流量将澧河水引入灰河，促进灰河水

质进一步提升。目前，该县将引燕山水库

水入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列上

议事日程。“在引水的途中，还会将一部分

水引入灰河，继续提升灰河水质。”王红旗

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叶县灰河治理工作印象

“ 擦 灰 ”

12 月 1 日，九龙街道纪工委工

作人员王新峰（左）在向大北村村

民讲解廉政漫画。

叶县纪委监委向全县党员和群

众送去廉政漫画“口袋书”，不断营

造崇廉尚廉浓厚氛围。郑鹤凌 摄

讲解廉政漫画

12 月 5 日 ，施 工

人员在常村镇栗林店

村田间打井。

今年，叶县建设

高标准农田 8.3 万亩，

其中位于山区的都配

套有 120 多米深的深

井 ，仅 常 村 镇 就 有

130 多 眼 ，为 农 田 灌

溉提供了保障。

本报记者 杨 沛

洁 摄

打深井
保灌溉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任晓卿）“村里干净了，大家看着心

里也得劲。希望以后认领环境岗

位 的 党 员 继 续 努 力 ，发 扬 先 锋 作

用，让全村群众拥有干净美丽的生

活环境……”12 月 6 日晚，在仙台

镇马庄村党群服务站，固定党日活

动结束后，一场无职党员积分评议

会正在进行。

会上，该村党支部根据无职党

员认领的岗位，邀请群众代表现场

听评工作成果，现场通报 11 月每名

党员的综合积分、为群众干的一件

件实事好事，评议无职党员党性观

念、奉献精神。这些无职党员还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积极

建言献策。

让无职党员自己讲都干了什

么，还有哪些不足，能够常态化提

醒党员强化党性、鼓起干劲，为村

庄发展贡献力量。无职党员贾二

民说，上个月刮大风后，他帮村里

两户村民整理被风刮坏的配房瓦，

很有成就感，也赢得了在场群众评

议代表的称赞。

马庄村每个月都会组织的无

职党员积分评议会，激发了全村党

员的干事热情。村里要改善人居

环境，全村党员争先恐后参与，本

来预计要用 3 万元才能完成的坑塘

治理及栽植绿化，全部靠党员义务

劳动完成，村里没花一分钱；村里

要建村史馆，党员贾自学主动把自

家的老旧房屋让出来建村史馆用；

还有几名党员把老物件捐献出来，

用来美化村庄环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无职

党员积分评议会坚持下去，助力村

里各项事业更上一层楼。”该村党

支部书记司志阳说。

马庄村无职党员积分评议评出新干劲

晒晒干了啥事 听听群众评价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2 月 7 日，在位

于任店镇高营村的叶县瑞鑫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叶跃峰在统计冬春为小麦追

加的肥和要喷施的农药用量。“受灾后，叶

县泰隆银行给我贷了 300 万元，让我更有

信心了。”他说。

该合作社在任店镇周边乡镇流转和

托管村民土地 3000 多亩，种植优质小麦和

玉米。今年 9 月 24 日一场暴雨后，合作社

近千亩土地被淹，损失严重。叶县泰隆银

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按照叶县金融部门

的要求和合作社的需要，不仅不抽贷，而

且又为合作社发放贷款 300 万元。拿到贷

款后，该合作社购买了铲车等机械设备，

兑付了群众的有关款项，并且增加托管面

积 2000 多亩。

9 月 24 日夜，叶县突降特大暴雨，引发

洪涝灾害，经济损失 9 亿多元。灾害发生

后，叶县金融局和人行叶县支行及时梳理

汇总辖区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摸排受

灾企业的融资需求，搭建银企对接平台。

叶 公 酒 业 公 司 的 酒 窖 过 水 ，设 备 毁

坏，损失惨重。叶县农商行了解后，作出

不抽贷的决定，让企业用资金修复设备。

目前，叶公酒业设备修复工作已完成，近

日将恢复生产。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叶县

金晶科技公司海外订单减少，水灾又造成

一定损失，叶县农商行积极落实不抽贷政

策，确保了该企业的正常生产。

截至目前，叶县金融机构已投放支持

灾后重建贷款 32 笔 7050 万元，有力保障

了受灾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投放贷款32笔 7050万元

叶县大力支持受灾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2 月 5

日，位于常村镇的河南千村堂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院内，一批包装好的

产品正在装车。“这些桑皮将出口

到韩国等国家。”该公司负责人董

必甫说。

千村堂是一家从事药材收购、

加工的企业，由返乡创业人士董必

甫创办。3 年多前，为实现脱贫致

富，该镇借助叶县产业结构调整政

策，依据山区乡镇实际和当地种植

中草药的传统，强力打造中草药小

镇。目前，该镇仅艾草种植面积就

有 2 万多亩，苍术、白芍等中药种植

面积逐年稳中有升，当地荒山上普

遍生长益母草、桑树、蒲公英、木瓜

等，这些均可入药。

在该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有着深厚的家乡情结、在外地从事

中草药收购和加工的董必甫返乡

创办了千村堂公司。他在积极收

购艾草解除艾农后顾之忧的同时，

示范种植了十几种中草药，并提供

技 术 指 导 和 销 售 等“ 一 条 龙 ”服

务。此外，千村堂公司还吸引了包

括任红丽等脱贫户在内的 70 多名

村民务工，每人每月在家门口就能

挣到 2000 多元工资。

在 该 公 司 的 示 范 带 动 下 ，村

民 种 植 中 草 药 积 极 性 大 增 ，千 村

堂 公 司 产 值 也 逐 年 增 长 。 去 年 ，

该公司年产值 1000 多万元，今年

以来产值已经达到 1900 多万元。

“年底再走一批货，产值能接近翻

番。”董必甫说。

今 年 下 半 年 ，董 必 甫 在 当 地

又 开 了 一 家 食 品 公 司 ，目 前 已 经

生产出 20 多种以中药材为原料的

茶 饮 品 ，也 为 十 几 名 村 民 提 供 了

就业岗位。

千村堂公司调动村民种植中草药积极性

今年产值已达到 1900多万元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石晓

娜）12 月 7 日，位于叶县产业集聚区内的

叶县广达铝业公司车间内一片繁忙。“多

亏了税务局，我们又享受到一项新优惠

政策。”该公司财务负责人刘晓红说。

叶县广达铝业公司享受的是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政策。今年 1 月 1 日起，制造

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 75%提

高至 100%。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研发积极

性，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明确在 2021 年

10 月份纳税申报期允许企业在享受上半

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基础上，再增加

一个季度的优惠，这意味着企业可以自

主选择提前享受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优惠。

为帮助企业及时享受到这一政策，有

效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叶县税务局全方

位关注企业服务需求，组织税务干部上门

为企业进行精准辅导，依据实际发生的研

发费用支出，由纳税人自行计算加计扣除

金额，并可自主选择就前三季度研发费用

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叶县广达铝业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机动车号牌专用铝卷、铝板的生产厂家，

2018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远

销国内近 30 个省（区、市）。按照最新政

策，该公司享受到今年前三季度 485.64万

元的税收优惠。

截至目前，叶县税务局累计为 21 家

企业办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 3634.1

万元。

新政策 新活力

21家企业享受 3600多万元税收优惠

12 月 5 日，仙台镇蜂王村村集

体标准化厂房里，30 多名留守妇女

正在忙着制作假发。同是员工的

王小珂工作之余就会起身转转看

看，发现质量问题立即要求返工。

“姐妹们都理解，厂办好了俺们才

能保住这份工作。”她说。

2018 年初，蜂王村吸引叶县籍

能人万霞飞投资创办了这个假发

厂，发展村集体经济。万霞飞办有

多家企业，无法天天在假发厂。但

是当她看到王小珂等人工作上心

负责，也就放心了。

2020 年春节，正当企业蒸蒸日

上之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企业陷入困境：原料进不来，制

作的假发销售不出去。实在忙不

过来的万霞飞便产生了关闭假发

厂的念头。

仙台镇和蜂王村的干部得知

这一情况后，纷纷对万霞飞说：有

啥困难只管说，会全力帮助解决。

王小珂和厂里几个姐妹也站出来

表态：愿意自主加强管理，每日汇

报生产情况。

疫情缓和后，镇里通知假发厂

复工。原料堵在疫情防控卡点进

不了厂，村干部就连夜帮忙协调；

工人不好招，王小珂就和几个姐妹

忙前忙后招工。

王小珂原本在外地的假发厂

上班，家门口有了假发厂后，她就

回到了蜂王村。她不仅技术过硬、

善于管理，还有一副热心肠，除了动

员留守妇女来上班外，还手把手教

假发制作技术。“一顶假发至少需要

十几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我们的

产品大多卖到国外，质量上不能有

半点含糊，否则就会影响订单，更

会砸了姐妹们的饭碗。”她说。

众 人 拾 柴 火 焰 高 。 如 今 ，假

发厂办得越来越红火，有 100 多名

留守妇女在厂里务工。“我在这儿

一 个 月 能 挣 3000 多元，不比在外

边挣得少，真得好好珍惜。”村民陈

香芝说。

（本报记者 杨 沛 洁 通讯员
任晓卿）

政府帮助解决困难，留守妇女自主管理——

蜂王村假发厂越办越红火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12 月 5 日上午，

常村镇栗林店村党支部书记邓见成组织人

员按照地址一一发货。“我们的艾绒被不愁

卖。”他高兴地说。

在仓库里，记者看到除了之前见过的

艾柱、足浴包外，还增添了不少艾枕、艾褥、

艾被等艾绒品。“这是邓书记开发的新产

品。”一位村民说。

栗林店村地处山区。为发展村集体

经 济 ，该 村 依 托 常 村 镇 打 造 中 草 药 小 镇

的发展规划，流转村民土地种植 500 多亩

艾 草 ，使 得 原 本 贫 瘠 的 土 地 实 现 每 亩

2000 元 收 成 ，也 为 村 民 提 供 了 几 十 个 就

业岗位。

艾草种植收成一年好于一年，邓见成

有了延长产业链条的想法，计划将艾草加

工成艾柱、足浴包。于是，该村囤积艾草、

筹集资金，于今年上半年购置了艾绒生产

设备，利用家庭作坊模式加工生产艾柱、足

浴包，并申请栗林臻艾商标，线上线下同时

销售，很快就打开了市场，不但艾草产品增

值，更为脱贫户蔡字恒等 10 余户村民提供

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随着今年艾草的收割，该村囤积的艾

草量进一步增加。7 月，该村将加工制作

的艾绒拿到市区一家纺织企业，代工生产

艾枕、艾被、艾褥等产品。邓见成自豪地

说，艾枕卖出了 2000 多个；艾被每条最高

卖到 600 多元，目前已经卖出 300 条；艾褥

卖出了上百个。“艾绒的附加值足足提高了

一半。”他说。

邓见成表示，明年他们将实施“艾草+

花生”的耕种模式，即在收获头茬艾草后，

将艾草连根拔出，种植优质花生，然后再轮

种艾草、花生……“头茬艾草质量最好，我

们就用头茬艾草作原料，确保生产出优质

下游系列产品。”邓见成说。

从足浴包到艾枕艾被艾褥

栗林店村持续延长艾草产业链

●今年以来，叶县纪委监委信

访室探索“亲情化”接访模式，亲情

化称呼、亲情化接待、亲情化解答，

打造服务型接访窗口，实现了接访

有温度、解答有深度、转办有速度，

共接访 231 起 345 人，直接化解矛

盾纠纷 184起。 （张浩杰）

●12 月 4 日，叶县司法局在机

关、村（社区）开展多场法律宣传活

动，共展出宣传展板 100 余块，挂出

横幅 260 余条，发放法律读本 3200

余本。 （陈红丽 张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