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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亮哥，我出不了院，您还得

再辛苦一下。香红姐家的帮扶计

划一定要尽快落实好，不能耽误俩

孩子的学业。她家的小麦种完了

吗？等出院了我替您值几天班，您

好好歇歇。”11月 1日上午，正在郏县

中医院康复科接受康复治疗的王

晓龙给冢头镇拐河村第一书记李

皓亮打去了电话。

王晓龙今年 31岁，是郏县财政

局冢头镇财政所副所长、拐河村驻

村工作队队员。今年 9 月 7 日傍

晚，在连续工作6天后，他因脑梗倒

在了岗位上，如今右侧肢体肌力弱

伴运动障碍，正在康复中，但他还

惦念着村里的事儿。

群众的贴心人

王香红今年 51岁，住拐河村三

组。今年 8 月，其丈夫因病去世，

两个女儿正读初中。

去年 8 月 2 日，王晓龙和李皓

亮来驻村，次日在入户走访中和王

香红结识。一年多来，驻村工作队

想方设法帮助王香红解决困难，为

她家办理了三人份的 A 级低保和

小额无息贷款，并帮其收种庄稼。

“因为疫情原因，我无法去医院

看望晓龙，心里很难受，希望他早日

恢复健康。”王香红说，王晓龙天天

吃住在村里，和群众打成一片。

拐河村有723户 2256口人，其

中脱贫户 10 户、监测对象 4 户，这

14 户的家庭基本情况王晓龙都熟

记于心。

该村 7组有一条“断头路”，一

直未打通。王晓龙和同事连续 3

天到涉及修路的两户村民家“游

说”。去年底道路打通，受益的 10

多户村民拍手叫好。

“晓龙驻村时间不长，却为村

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为我们作了

表率、树了榜样。”拐河村党支部书记

牛晓光说。

同事的好搭档

王晓龙 2012 年底退役，2014 年到

郏县财政局上班，2019 年调到冢头镇

财政所，2021 年 8 月驻村至今。无论

在哪里，他都谦虚好学、踏实能干，热

心善良、敢于担当。

“财政所工作千头万绪，业务量

大。晓龙虚心学习财务软件，主导制

定完善乡村财务管理制度，为村财乡

管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管理氛

围，使村级财务工作做到了有制可循、

有章可依。”郏县财政局副局长南建钢

说，王晓龙始终按制度办事，对支出票

据严格把关，对不真实、不合规的票据

坚决不予报销入账，对记载不准确、不

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保证了会

计凭证手续齐备规范，确保了信息真

实、合法、准确、完整。

驻村后，王晓龙仍坚持所里、村里

两头跑。尤其是2022年全省财政系统

预算管理一体化上线后，他努力掌握使

用要领，晚上还邀请其他乡镇同行一起

学习。很快，全县乡镇财政系统工作

人员都能熟练操作，郏县预算管理一

体化工作走在了全省、全市前列。

9 月 20 日，王晓龙从郏县人民医

院转诊到郏县中医院康复科，县财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范宗锋和冢头镇财政

所所长李菊棉到医院看望。尽管吐字不

清，但王晓龙仍一字一字坚定地说：“我

的岗位不要安排人，我一定得回去。”

家人的暖心男

王晓龙是独生子，母亲是教师，父

亲是普通职工，妻子在郏县信用联社上

班，2021年驻村时，他的儿子才 1岁半。

“晓龙细心孝顺，我们夫妻俩的生

日他都记得，每年都会为我们庆祝。他

驻村后，我们一周才能见一面。”母亲王

利敏红了眼眶。

“孩子的衣服、奶粉，好多都是晓龙

操心买的。驻村工作忙，但是他每晚都

会抽空和我们视频。今年，孩子上幼儿

园要拍证件照，我们约好 9 月 2 日下午

拍，那天是星期五，想着他会在家住一

夜，没想到他接了一个电话，拍完就回

村里了，当时儿子还为此一直哭闹，没

想到再见面会是在病房。”妻子朱新伟

哽咽着说。

“无论是在县财政局，还是到基层

财政所，王晓龙都有一颗平常心，有一

种爱岗敬业、埋头苦干的责任感，有一

股开拓进取、顽强拼搏的干劲儿。下一

步，我们要在全系统宣传学习王晓龙的

先进事迹，形成争当先进、勇创佳绩的

浓厚氛围。”范宗锋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记郏县财政局冢头镇财政所副所长、拐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王晓龙

让青春在奉献和奋斗中闪光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11 月 2

日，郏县东城街道宣统委员赵洁

宁、建安社区网格员李利国等人沿

着辖区“九小”场所沿街门店发放

消防安全告知书，提醒商户提高消

防安全意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1月 1日全市消防宣传月启动

视频会议后，郏县召开视频调度

会，部署全县“九小”场所沿街门店

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1日下午

和 2日上午，东城街道、白庙乡、薛

店镇、李口镇、龙山街道、冢头镇、

广阔天地乡、堂街镇等乡（镇、街

道）组织人员开展安全检查，重点

详细检查各场所是否按规定配置

消防设施器材、灭火器是否完好有

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

通、酒精等防疫消杀用具是否合规

存放等情况。同时，对发现的隐患

现场提出具体整改意见，要求尽快

整改到位，确保安全稳定经营。

“目前，我们检查重点单位 15

家、沿街铺面 68家，发现隐患 6处，

责令当场整改 6 处。”东城街道党

工委书记李许克说，将以更细更实

的措施盯紧看牢，预防重大安全风

险，全面筑牢安全“防火墙”，维护

好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郏县：绷紧消防弦 守护民众安

本报讯 （记 者 朱 江 淼）11 月 2 日，记

者从卫东区纪委监委获悉，该区纪委监

委坚持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一项重要

举措，不断夯实清正廉洁思想根基，厚植

廉洁奉公文化基础，努力营造崇廉尚洁

的社会氛围。

该区纪委监委通过集中观看优秀廉

洁专题片、开展立家规晒家规评家规等活

动，推动廉洁文化进单位；组织党员领导

干部与家属一起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听家

风讲座等，让廉洁家风吹进家庭；实施廉

洁家规进校园，厚植倡廉守廉基因。同

时，为全区 200 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开通廉

政视频彩铃，持续发挥廉洁文化教育、引

导、激励、浸润和约束的功效，筑牢“不想

腐”的堤坝。

该区纪委监委与市纪委监委、中国

平煤神马豫剧团联合组织创作大型现代

廉政豫剧《第一粒扣子》，警示党员干部

要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目前已在

全市巡演 16 场，6000 余人次受教育。邀

请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戏剧家协

会主席李树建等 10 余名专家进行研讨指

导，努力打造精品，争取在全省、全国推

广演出。

该区纪委监委高标准打造廉洁文化

宣传阵地，构建廉洁文化传播“新矩阵”。

在辖区公交站牌、万达广场、市体育村、人

民商场等布置户外廉洁公益广告牌 20

块，将清廉之声融入城市建设内核，推动

廉洁文化理念入脑入心。先后高标准打

造 1 个区级廉政教育基地、8 个廉政文化

示范点，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廉洁、抵制腐

败的良好风尚。

“廉洁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

程，我们将坚持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

觉悟一体发力，多措并举厚植廉洁文化，弘

扬廉洁风尚，全方位扎实推进新时代廉洁

文化建设，为打造‘清风卫东’提供坚强纪

律保障。”卫东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

委主任朱晓鹏表示。

卫东区纪委监委：

厚植廉洁文化
夯实清廉根基

本报讯 （记者张永军 通讯员

王鼎）11月 1日，平顶山供电公司组

织专业人员进行研讨分析，着手开

展 10 千伏配网“零计划停电”示范

区建设工作，选定石龙区作为全市

首个“零计划停电”示范区试点，将

示范区内配网作业方式由计划停

电作业向不停电作业转变，确保用

户零停电。

石龙区作为原煤、建材、煤焦

化、陶瓷及其他煤焦化深加工等产

业的集聚区，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

用户较多，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

高。本次“零计划停电”示范区面

积约 2 平方公里，涉及 90 个台区，

包含公变用户 49 个、专变用户 41

个。平顶山供电公司成立专项建

设工作小组，拟投资超过 500万元

开展电网智能化升级改造。

“零计划停电”示范区预计于

今年底建成。建成后，相关区域内

除因极端恶劣天气、电力设施外力

破坏等不可抗力导致的故障停电

外，将全面取消 10千伏计划检修停

电工作，并采取“带电作业＋发电

车＋发电机”的综合不停电作业新

模式，应用移动箱变车、移动发电

车、无支腿绝缘斗臂车和小型化旁

路作业装置等新技术新装备，全力

保证用户零停电。

取消10千伏计划检修停电工作

“零计划停电”示范区年底将建成

注销公告
平顶山中南建材煤炭联合开发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400MA3XMPCC5G）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特此公告。

平顶山中南建材煤炭联合开发公司

2022年 11月 3日

注销公告
平顶山纽普皮业有限责任公司（工

商注册号：4104001003161）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纽普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11月 3日

■广告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

王毛生）目前，湛河区曹镇乡 1.3万

亩（1 亩≈666.67 平方米）水稻进入

收割期，金黄的田野里一派喜人的

丰收景象。

10 月 25 日，在曹镇乡曹东村

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稻田里，

收割机来回穿梭，金黄的稻谷被

装进货车运往晒场，脱粒后的稻

草则被村民当宝贝儿一样捡起，

准备销往当地养殖场、稻草加工

场或禹州市神垕镇的钧瓷厂。随

后，旋耕机将土地翻耕耙碎，播种

机播种小麦。

“今年夏秋时节高温少雨，旱

情严重，俺一直担心粮食产量。这

几天看了稻谷的收成，俺这颗揪着

的心算是放下来了。”正在田间忙

着抢收抢种的曹东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负责人王新永说，虽然今年遇到

了旱情，但是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

助下，该乡与白龟山水库管理局灌

溉处取得联系，根据秋季农作物生

长的不同时期，按照轻重缓急，及

时合理调配水资源；组织人员维修

启用 216 口机井及其配套设备，疏

通维护 5300 多米水渠，通过科学

调水、有序用水、全员节水等有效

措施，保障了全乡农作物灌溉用

水，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

“种了300多亩水稻，亩产估计

能达到 1300斤（1斤=500克），总产

量不会低于40万斤，预计今年能实

现销售收入85万元，回收稻草卖的

钱 基 本 能 顾 住 犁 地 和 麦 播 的 费

用。”王新永盘算着收成，脸上洋溢

着喜悦。

“水稻丰产不仅得益于有效的

灌溉，还在于引进了高产优质水稻

品种。”曹镇乡副乡长康万粮介绍

说，近年来，该乡引进了获稻 008、

垦稻 88、淮稻 40、津稻 253 等多个

优质稻种，从土壤、肥料、温度、湿

度、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标准化

管控，水稻秧苗质量大幅提高，后

期长势一直良好，为丰产丰收奠定

了基础。

“虽然现在收入来源有很多，

但是种地依然不丢人。习近平总

书记说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全方位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作为新时代

的种粮人，俺骄傲！”王新永说。

湛河区曹镇乡迎来水稻丰收年

稻种品质优 甘泉润田间

本报讯 （记者王代诺）带着一

根两米多长的标杆、一部比手机略

大的 GPS定位仪，11月 1日上午，在

位于市区东环路的魏寨村区域棚

户区改造项目场地，GIS 系统负责

人刘亚东等人开始为小区供水管

网建设位置定点。

定点是基础，重要的是定点

后通过探测仪探测地下的管道敷

设情况。“地下管道涉及供热、排

污、燃气等，如果不清楚具体情况

就施工，极易损坏其他管道，影响

正常施工不说，更会造成极大损

失。所以，施工前的管网勘测工

作非常重要。”刘亚东说，过去，这

项 工 作 主 要 依 靠 施 工 人 员 的 记

忆，难免会出现偏差；而今，有了

智慧系统，管道走向、埋深等信息

一测便知，大大提升了管网建设

效率。

刘亚东说的智慧系统是市自

来水公司的 GIS 供水管网信息系

统，他当天用的仪器是该系统建设

中的一部分。

近年来，随着我市城市建设

快速发展，供水管道日益庞杂，传

统的管理手段已不能满足供水管

网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市自来水

公司不断完善信息化应用系统建

设，致力“一张图”精细化管理全市

供水管网，2020 年 11 月开始丰富

完善 GIS系统，2021年 9月 1日完成

系统基础数据建设。该系统包含

供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巡检系

统、生产调度系统、营销系统、抄表

系统等。经过一年多运行，该公司

逐步实现供水管网智慧化、规范

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为提高管

理效率、提升服务水平打下了坚实

基础。

GIS系统让供水管网建设更“智慧”

地下管道庞杂 地上一测便知

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北风4

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6℃，最低气温9℃

■记者手记

近日，在鲁山县辛集乡张庄村葡

萄园里，73岁的赵文定给葡萄地施肥，

为明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赵文定曾是贫困户，在村“两委”

的帮助下种了两亩多（1 亩≈666.67 平

方米）葡萄，实现稳定脱贫。“一年能收

入两万多元，葡萄卖完了，俺在葡萄架

下又套种了萝卜、白菜，冬天除自己吃

外，还能拿到市场上卖。”他说。

“葡萄上市的八九月份，村道上停

满了拉葡萄的大卡车和三轮摩托车，

热闹着呢。”张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秦志远说。

张庄村的葡萄产业发展，离不开

该村党支部原书记张平洋的付出。

张平洋 1975年 4月退役返乡，1983

年到村委会工作，1993 年至 2011 年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曾获得省优秀共产党

员、省农民致富能手、省科技致富带头

人、省科普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张平洋回村后，看到乡亲们靠传

统农业经济收入低，便开始琢磨如何

增收。他试着种苹果、冬桃、石榴等果

树，但效益不高。他又先后到江苏省

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石家庄果树研究

所、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学习求教，

回村后在自家的责任田试种葡萄，

1986年开始带动全村种植葡萄。

“那时葡萄成熟后，我用篮子装着

到鲁山县城、平顶山市区卖，一天能卖

几十块钱。1994 年，全村葡萄种植面

积达到 80亩，仅靠本地市场就不太好

卖了。村里花了 50块钱印了 500份广

告页，我和原村委会主任顺着铁路找

销路，晚上坐火车，白天发广告，到过

襄阳、荆门、张家界、吉首、怀化，6天 6

夜，总共花了 600多块钱。结果，还没

等我们回来，就有客户到村里买葡萄

了，价格也从每公斤 1.2 元涨到了 2.4

元。”张平洋回忆说。1995 年，张庄村

的葡萄种植面积增至 500亩。

张庄村慢慢富了起来，也辐射带

动邻村、邻乡的葡萄产业发展。目前，

张 庄 村 90%以 上 的 村 民 种 植 葡 萄 。

2005 年，张庄村被原河南省农业厅确

定为无公害葡萄基地。2006 年，张庄

村葡萄被原农业部确定为无公害葡萄

产品。2013 年，该村被原农业部确定

为“一村一品”示范村。

“在葡萄产业发展过程中，村‘两

委’要求党员带头、干部带头，接下来

的许多事情就好办了。”秦志远说。

前几年，张庄村葡萄种植面积、产

量不断增加，但是道路成了制约葡萄

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成了村民的

一块心病。2018 年，张庄村开始计划

修路，涉及 25 户约 18 亩葡萄园。“修

路，党员要先带头，先拆党员家的葡萄

园。”村“两委”要求党员干部作表率。

“俺是党员，还当过村‘两委’干

部，先拆俺家的。”72岁的老党员、上世

纪 80 年代曾当过村委会主任的王青

山表态后，雇人拆除了自家 1亩多葡萄

园和园里的几间房子。

王青山一带头，其他观望的村民

啥也不说了，回去就动手拆，一天时间

就把 18亩葡萄园拆完了。

“看来，只要是为村民利益着想、为

村庄发展着想，党员再带头行动起来，

群众就会跟着你干。”秦志远由衷地说。

2008 年，在上级组织部门的指导

下，辛集乡成立葡萄产业党支部；2017

年扩大为葡萄产业党总支，下辖 3 个

党支部 6个党小组。葡萄产业党总支

以“做强葡萄产业，富裕一方群众”为

宗旨，充分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党员示

范、党员帮扶，目前全乡有 28 个建制

村种植葡萄，其中 16 个建制村大面积

连片种植，总面积 1.5 万亩，辐射带动

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 2.1万亩，产品远

销北京、上海、四川、湖南、湖北、安徽、

江西等地。

“种了 30 多年，有些品种已经落

伍了。阳光玫瑰葡萄是市场上近年来

最流行、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品种，近几

年市场批发价保持在每公斤 5 元以

上，村里正在扩大种植面积。我们又

规划了 4000多米田间道路，马上就要

建设，张庄村的葡萄产业还会有大发

展。”秦志远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葡 萄 藤 下 日 子 甜

党员带头 越干越有

连续两年张庄村葡萄成熟上

市 时 ，都 赶 上 疫 情 防 控 的 关 键 时

期。为了不让葡萄烂在地里、群众

利益受损，秦志远和村“两委”干部

变身推销员，想方设法联系客商。

在网上发布葡萄成熟信息、联

系多年的老客户、通过老客户发展新

客户、到高速路口接客商……村党支

部挺身在前、直面困难，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有力保证了群众利益。

张庄村党支部原书记张平洋

致富不忘乡亲，接任村党支部书记

的秦志远注重创新发展，立志“做

强葡萄产业，富裕一方群众”，坚守

初心、接力奋斗，让葡萄藤越架越

长，群众心里越来越甜。

有这样的党员干部带头，群众

怎会“躺平”？产业发展壮大是迟

早的事儿。

葡萄成熟采摘忙（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