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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我市货物运输

车辆的超限超载治理工作，提高

科技治超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河南省交通

运输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治理货

运车辆超限运输非现场执法实施

办 法〉（试 行）的 通 知》（豫 交 文

〔2021〕79号）等相关要求，自 2022

年 4月 1日 0:00开始，我市启用一

处非现场不停车称重和电子抓拍

执法系统，采集货运车辆超限超

载运输、遮挡机动车号牌、超速行

驶违法信息。具体事项公告如

下：

一、S241 舞钢市尹集检测点

为双向检测（两车道）。该检测点

已经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检定

合格。

二、启用非现场执法系统的

路段：

S241洛驻线 K296+600 米（舞

钢市尹集镇南赵庄），检测点前方

设置超限检测提示标志。

三 、采 集 信 息 内 容

采 集 货 运 车 辆 超 限 超 载

运 输 、遮 挡 机 动 车 号 牌 、超 速

行 驶 违 法 行 为 。

四、非现场检测点前方 200

米设有电子提示屏，提示违法车

辆的基本信息，请违法车辆就近

驶入超限超载检测站、点接受处

理。未及时处理的，我机关将依

照法律规定执行并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五、违法处理地址：

舞钢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舞钢市老长途汽车站三

楼）

联系电话：0375-8138068

特此公告。

舞钢市交通运输局

舞钢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 3月 1日

关于启用舞钢市治理超限超载
非现场执法系统的公告

声 明
闫惠琴、闫勇杰：

见报后请速于三日内到平煤神马
集团十二矿退管办与闫爱琴、闫伟杰联
系，共同处理父亲闫水合抚恤金问题，
逾期将按法律有关规定处理。

闫爱琴、闫伟杰
2022年 3月 1日

宝丰瑞城置业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

的宝丰县瑞城建设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

让给宝丰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请相关

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自行做好与宝丰瑞

城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结清工作，

限期七个工作日。特此公告。

宝丰瑞城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1日

股权转让公告 经 调 查 核 实 ，李

永红同志在未办理任

何调动手续情况下于

2017年 9月离岗，按照有关规定，请该同

志自登报之日起 15日内到单位报到，逾

期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舞钢市第六小学

2022年 3月 1日

通 知 通 知
经调查核实，李宏琦同志未经学校批

准，未办理任何调动手续，擅自离岗。按照

有关规定，请李宏琦同志自登报之日起 15

日内到单位报到，逾期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舞钢市武功乡中心校

2022年 3月 1日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通讯员

李鹏伟）“干了还得干好，干不好的

话，纪工委的督导台账直接就通报

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需要齐心协

力下实功。”2月 28日，新华区西高

皇街道中央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沈亚楠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围绕创

建工作忙个不停。

该街道在辖区醒目位置广泛

张贴《文明健康绿色环保》主题海

报，宣传文明健康知识，提升绿色

环保意识；对车辆秩序、卫生死角、

不文明遛狗等行为进行督导。2

月 28 日，西高皇街道各部门对照

创建细则一一“过筛子”。针对创

建工作，成立以街道纪工委书记张

向东为组长的督导小组，对于问题

强化整改并进行“回头看”。

“在常态化做好创建工作的同

时，我们还将以每周五的大清洗活

动为抓手，对顽疾、死角再清洁，让

辖区卫生更干净、居民生活环境更

舒心。”该街道办事处分管创建工

作的副主任朱玉轻说。

西高皇街道对照细则“过筛子”
强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上门

问需，实地了解企业面临的问题和

困难；同时问计于企，征求企业家

的意见和建议，双向合力推动营商

环境不断优化。”2月 28日，新华区

住建局局长唐猛说。

当天，该局工作组深入平顶山

市胜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河南省

朝阳置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颐和

美景房地产有限公司等企业，围绕

如何发挥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

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建议。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土壤，优化营商环境需要

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在当天的

上门问需、问计于企活动中，该局把

企业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梳

理，能够当即解决的迅速安排相关

部门解决，不能立刻解决的建立工

作台账，要求相关职能部门根据企

业需求逐一办理、销号解决。

“我们一定会高度重视企业的

意见建议，认真梳理、深入研究、全

力解决，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并建

立政企长效沟通机制，畅通沟通渠

道，促进政企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努

力让企业家在新华区发展安心、投资

放心、工作舒心、生活顺心。”唐猛说。

上门问需 问计于企

新华区住建局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王孟鹤）2月 28

日，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起

3 天我市以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突破 20℃。

具体预报如下：3月 1日，多云

转晴天，偏北风 4级左右转东南风

2-3 级，最高气温 15℃，最低气温

3℃。3 月 2 日，晴天间多云，西南

风 3-4 级，最高气温 18℃，最低气

温 3℃。3日，晴天间多云，最高气

温 21℃，最低气温 5℃。

“根据2月 28日 12时自动土壤

水分监测资料，全市0-30厘米土层

平均相对湿度大部分在 70%以上，

墒情适宜。”市气象局农气中心工

作人员表示，上周我市以晴好天气

为主，气温回升较快，日照充足，总

体气象条件对小麦苗情十分有利。

市气象局农气中心建议：目前

我市冬小麦已进入返青期，各地田

间管理应以中耕松土为主，达到除

草通气、增温保墒的目的，还要针

对不同苗情合理进行水肥管理，同

时也要注意控制旺苗的生长。

天晴升温快 最高 21℃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记者 2

月 28 日从市招办获悉，上半年全

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我省考生 3月 1

日起报名。

今年上半年计算机等级考试设

四个考试级别，其中一级、二级、三

级、四级均为上机考试。我省考生3

月 1日 9时至 3月 8日 17时报名，我

市设两个考点，分别是平顶山学院、

河南城建学院。我市考生根据考点

设置的报名方式进行报名。因考试

机位数量有限，各考点根据开考级

别和机位总数，采取“先报先得、报

满为止”的原则接受考生报名，考点

机位数报满后不再接受考生报名。

采取集体报名方式报考的，考

生须正确填写个人报名信息，自行

核对《考生报名登记表》信息并签

字确认，同时签署考生诚信承诺

书。采取网上个人自行报名方式

报考的，考生需登录报名网站，登

录 网 址 ：https://ncre- bm.neea.cn

或 https://ncre-bm.neea.edu.cn，考

生首次登录须注册账号，若考生有

通行证账号，可以直接登录填报个

人报考信息，确认信息准确后，提

交并进行网上缴费。

从今年起，教育部考试中心推

出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电子证书，

所有符合取证条件的考生都将获

得电子证书。2022年为试点期，考

生在报名时可同时申请纸质证书。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今起报名

本报讯 （记者王孟鹤）2月 28日，

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王振东告诉记者，为提高全市农机购

置补贴办理水平，市农业机械技术中

心根据农业农村部《“十四五”全国农

业 机 械 化 发 展 规 划》《河 南 省 2021-

2023 年 农 机 购 置 补 贴 实 施 指 导 意

见》，决定今年在我市全面推行农机购

置补贴线上客户端办理。

农机购置补贴客户端是依托中

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服务

系统，实现农户自主购机后自主申请

补贴、简化办事流程，加快农机购置

补贴业务全流程线上高效安全办理

的官方软件。

购机者自主购机后即可在客户

端进行补贴申请。下载农机购置补

贴客户端，安装完成后打开软件选

择河南省，进行实名认证，完善个人

信息，注册完成后就可以进行补贴

申请。

“ 自 主 补 贴 申 请 受 理 进 度 可 在

‘进度查询’中查看。”市农业机械技

术中心副主任罗星海表示，通过客

户端还可随时了解各省农机购置补

贴的政策通知动态以及补贴的申请

流程、注意事项等；可了解全省各市

县补贴资金使用情况，从而得知是

否还可办理补贴；可查看补贴产品

目录以及产品的补贴与相关机具图

片的配置参数等，提前了解需购买

机具情况以及是否有补贴；可以了

解生产企业都有哪些代理经销商，并

提供有经销商的经营场所、销售人、

联系电话。

据了解，今年我市各县（市、区）

线上客户端办理业务量将达到 80%

以上，并且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使用

率也要达到 80%以上。市农机中心

将于近期举办全市农机购置补贴线

上客户端操作培训班，讲解具体操

作流程。

我市全面推行农机购置补贴线上办理
今年客户端办理业务量将达到80%以上

“先把这 300 多棵大叶女贞种下，

再种麦冬和红花草。”2月 27日下午，在

舞钢市枣林镇张营村一处空地上，村党

支部书记李顺良和村民正挥动铁锨种

树，李顺良指着远处说，“那40棵黄栾和

百十棵女贞已经成型，马上就要出售，按

最低行情价至少也能收入 10万多元。”

张营村位于枣林镇东北，全村 886

口人，有耕地 1647 亩，村里除了几亩机

动地就是一些荒宅空院，几乎没有其他

生财的资源，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成为

李顺良最头疼的事儿。

“这些年搞人居环境整治，村里的

荒宅最难治理，成了村里的大包袱。”为

丢掉这个包袱，李顺良与其他村“两委”

干部商量，决定通过“四议两公开”收回

全村 19 处无法取得合法手续的荒宅空

院。但是，要动真格收空地谈何容易？

“咱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咱不带

头谁带头？”李顺良顶着压力软磨硬泡，

率先把自家兄弟的 4 处空宅收归集体

所有。在他的带领下，其他 7个村组干

部和党员争相作表率，收回空宅 7 处。

到了 2017年 3月，全村 19处荒宅空院共

13亩多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并于当年

种上樱花、石楠等绿化树。

树种上了，不但改善了村里的人居

环境，而且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一笔“意

外之财”——有人看上了村里的树。去

年，张营村靠苗木销售就实现村集体收

入 5万多元，真正实现了从“荒宅绿化”

到“靠树生金”。

尝到甜头，干劲更足。今年初，为

进一步提高村集体收入，在平顶山市林

业局的帮助下，张营村又种上了300多棵

大叶女贞、两万多棵石楠幼苗以及 7000

多平方米的麦冬和红花草。“仅麦冬和红

花草，以后每年收入5万元不成问题，3年

之后加上其他绿化树，每年收入在 15万

元以上。”李顺良胸有成竹地说。

“包袱”变成“财富”后，村里又修广

场又建游园，去年还打通了几条“断头

路”，除了在外成功人士的捐款外，没花

群众一分钱。

如今的张营村处处有美景、户户得

实惠，去年被评为省级生态文明村，全

村人都乐开了花。（本报记者 杨德坤

通讯员 牛晓远）

舞钢市张营村治理荒宅有妙招儿——

从“荒宅绿化”到“靠树生金”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2月27日上

午，鲁山县瓦屋镇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民

俗表演——“高桩故事”。在近两年因

疫情影响暂停后，这一绵延近五百年的

“故事”再次登场，演绎乡土风情。

“今天的表演除了‘高桩故事’外，

还有竹门旱船、秧歌队、锣鼓队、铜乐

器等，节目很丰富，都是大家伙儿喜欢

的。”瓦屋镇瓦屋村村民王小华说。

当 天 的 演 出 分 为 3 个“ 高 桩 故

事”，分别是反映脱贫攻坚的“香菇小

镇故事”和传统的“七仙女下凡故事”

“牛郎织女故事”，参演者 300余人。

“高桩故事”起源于鲁山县背孜乡、

瓦屋镇，从明朝嘉靖年间流传至今，已有

近五百年历史，2015年被列为“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扩展项目”。“高桩

故事”表演融入了力学、美学、戏曲、魔

术、杂技等元素，集神秘、刺激、惊险、有

趣于一体。自明清至今，“高桩故事”历

经数代民间艺人的艺术创新，形成了一

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

“高桩故事”表演的前奏十分繁杂，

涉及道具、服装、化装等诸多事项，故此

每表演一次差不多需要半个月的精心

准备。“每年一进入正月，我们瓦屋人就

开始筹备‘高桩故事’了。”瓦屋镇“高桩

故事”第十代传承人马公路说。

当天的演出现场来了多名摄影

家。“听说有非遗表演，市、县摄影家协

会来了 50多名会员，拍摄后会向外面

踊跃投稿，展示鲁山的非遗文化。”鲁

山县摄影家协会主席郭东伟说。

“瓦屋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非遗

项目的传承和保护，为了使其更好地

发展，我们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不同

计划，大力培养‘高桩故事’非遗传承

人，目前参与者已达上百人。”瓦屋镇

镇长武雅丽说。

演绎乡土风情 讲述动人故事

鲁山瓦屋举行“高桩故事”民俗表演

竹子有这么个生长定律：前 4 年只

长 3 厘米，从第 5 年开始每天以 30 厘米

左右的速度生长。前 4 年，地面上很难

看出竹子的生长，因为它一直在土壤里

扎根，根系能达到上百米。

这 让 人 不 由 得 联 想 到 叶 县 廉 村

镇王店村的辣椒产业（见 2 月 28 日本

报 四 版《辣 椒 产 业 红 似 火》）。 前 4

年 ，廉 村 镇 的 辣 椒 产 业 从 2000 多 亩

“蹒跚”至 5000 亩，在第 5 年快速跃升

至 20000 多亩。

这 就 如 同 竹 子 ，前 4 年 在 上 级 党

委、政府的支持下，靠着镇、村两级干部

的示范带动，廉村镇辣椒产业经摔打强

筋骨：经历挫折后选定品种，找好种植

方法，摸索锄草、打药、施肥、打杈的最

佳时机，发掘如何提高产量和品质，思

考如何延伸产业链条。

廉村镇有 53 个建制村 10 万多亩耕

地。土地是该镇最大的资源，要促进农

民增收和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在保证

粮食的基础上发展特色种植业。2018

年，全镇推广辣椒种植，因为辣椒不但

能让土地增值，更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村民可以务工增收。

一项产业从无到有难免会遇到磕

磕绊绊。但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一次

次的摔打、一回回的总结，使廉村镇辣

椒产业之树的根系在风霜砥砺中日益

发达。廉村镇如今的辣椒产业正像 5

年后的竹子，在发达的根系支撑下爆发

成长。

回望廉村镇辣椒产业的发展历程，

靠的是镇、村两级干部的默默付出和不

懈坚守，正是颗颗为民致富的初心，才

让特色产业之树强根固本，最终成长为

村民的“摇钱树”。

竹子的生长定律与廉村镇的辣椒产业
杨沛洁

牛郎织女故事

七仙女下凡故事

香菇小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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