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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

云，偏北风 3级到 4级，阵风

6级左右，最高气温25℃，最

低气温11℃

农田机井有“管家”汩汩清流润良田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文/图

近日，河南大宋御宝瓷业有限公

司接连传来好消息，总经理李浩中被

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授予“鹰城大工匠”称号，随后又被市总

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短短一个月

双喜临门。

李浩中现为市汝瓷研究会会长，其

对汝瓷的痴迷可以追溯到 1998年。“一

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汝瓷文化，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日思夜想的都是

汝瓷的瑰丽光芒。”李浩中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深入学

习了解汝瓷和汝瓷文化，他多次走访名

家潜心学习，并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君

子，大国工匠、“青瓷第一人”、中国陶

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文立，

鸟虫篆字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文

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鸟虫篆艺术

研究院院长王祥云为师，潜心研究和

创新汝瓷釉料配比及烧制技艺，专业

功底日益深厚，为他走上汝瓷之路奠

定了基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1999 年 12 月，李浩中在市区稻香

路中段成立河南大宋御宝瓷业有限公

司，研发并成功复烧出汝瓷仿古天青

釉、翠青釉、葱绿釉、粉青釉、豆绿釉、

雪花釉、月白釉等釉色作品，并对汝瓷

工艺过程、造型风格、装饰特点及文化

背景进行了全面学习研究，创新并研

发了双非遗汝瓷作品，把鸟虫篆字和

汝瓷完美融合，其代表作有鸟虫篆字

《中国梦》将军瓶、《龙凤樽》、《扭转乾

坤壶》等。他的作品风格独到，个性特

征鲜明，彰显了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

的精髓，深受海内外客户喜爱，被多家

博物馆永久收藏。

二十多年来，李浩中先后获得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人

民艺术家等称号，其作品《炫纹梅瓶》在

第十届“大地奖”中国陶瓷创新与设计大

赛中获金奖，《鹰汝瓷天青釉》在2015中

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获得中外

名窑精品展金奖，《腾龙出香》在 2014

中国（杭州）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获得

银奖……

“烧窑就像开盲盒一样，时刻都

会给人惊喜，这也是我格外喜欢汝瓷

的一大原因。”李浩中说，“下一步，我

将坚定文化自信，努力钻研，博采众

长，为我市汝瓷事业的发展壮大贡献

力量。” （本报记者 朱江淼）

烧窑如同开盲盒 时刻都会有惊喜
——访河南大宋御宝瓷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浩中

4月 2日上午 11点多，

叶县仙台镇西董庄村外的

一口机井旁，随着叶县国

源水务有限公司维修 4组

组长关旗合上水泵电闸，

井水顺着管子喷涌而出，

先是短暂的浑水，接着便

是汩汩清水。

“出水了，又一口井出

水了，你们真是俺庄稼地

里的井‘管家’！”该村监事

会主任董玉峰激动地说。

“有了井‘管家’就是

好，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抗

旱浇地时井不出水，或者

水泵坏了找不着人管。”

此前一天晚上，在该镇召

开的叶县高标准农田管

理现场会上，仙台镇吴哲

庄村党支部书记王俊感

慨道。

被 称 作 井“管 家 ”的

是叶县国源水务有限公

司，原本负责为全县城乡

居 民 安 全 用 水 提 供 服

务。现在，叶县政府聘其

负责农田机井设施的维

护与管理，确保抗旱用水

不掉链。

井“管家”能管好全县

那么多机井吗？如何确保

它们可持续运行？带着这

些疑问，记者进行了深入

采访。

“起初，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政府

并没有多投一分钱给我们。”叶县国源

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房春法坦言。

原来，叶县政府配给每眼机井的管

理费为 345元/年，交由各乡镇政府等部

门来管理。然而，旱季农民浇地时，经

常会出现机井不出水、使用中出了故障

找不到人维修、水井设施损坏等问题，

影响农业生产。

作为农业大县，为扛稳粮食安全责

任，叶县整合多方资金，以高标准农田建

设为抓手，狠补农田设施短板。机井是农

田的标配之一。该县农业农村、水利、发

改等部门积极争取为农田打井，基本实现

了每 50 亩（1亩≈666.67 平方米）一眼机

井，还配备了电、水泵、管网等设施。

2021 年春，叶县投资近亿元，为全

县农田机井统一“体检”，并配齐了相关

设施。然而，当年和去年抗旱过程中，

仍有部分机井出现问题。

廉村镇王店村种植两千多亩辣椒，

经常需要井水浇地。“机井问题令村民

很苦恼，村干部压力也很大。”该村党支

部书记高要秋说。

叶县国源水务有限公司对全县机

井进行调研时发现，虽然有管护费，但

因分散到各乡镇甚至到村，做不到专人

专管，机井失于管护，就像久放的车辆

电瓶亏电一样，抗旱使用的时候这些机

井里的水泵往往因为水阀漏气或者被

淤泥堵塞抽不上来水。

记者在西董庄村了解到，该村四组

维护的近 10眼机井中，大部分都是因水

阀接口处长时间不用而破损漏气，导致

井水抽不上来。

机井设施损坏有多种原因。据房

春法介绍，有的因为缺少管护导致设施

被盗，有的是因为地埋管施工质量不

过关而影响使用。

叶县之所以聘请国源水务公司当

“管家”，是因为该公司在农村拥有一支

管理队伍——98名服务人员，除收水费

外，还负责供水设施维护。“我们正好依

托这支 98 人的队伍来管护农田机井。”

房春法说。

叶县国源水务有限公司去年 11 月

接手“管家”一职，因疫情影响，自今年 1

月开始实质性运作。公司接管的是2010

年以来建成的机井，全县共11420眼。

叶县国源水务有限公司职工袁爱

波原本从事外派工作，自今年 3 月开始

履新农田管理部部长一职，这个部门是

为农田机井“管家”而设的。

本着先高标准农田和种粮大户的

原则，公司开始对全县机井进行“体

检”。除了 98 名农村供水设施维护人

员，公司又从社会上招了 120 人组建维

修队，分组对机井进行维护。

“该换泵换泵，该配线配线，该修电

修电，该管护管护。”关旗说，他和几位

同事组成的小组主要负责仙台、廉村等

乡镇机井的维护，自 3月以来，他们终日

奋战在田间，平均每天维修 4眼机井。

“我们现在不提条件地接手，缺什么

添什么，高标准配设备，以便今后正常

维护。”袁爱波举例说，叶邑镇一口 110

米深的机井，维修组经过近 7个小时的

紧张工作，更新了电机，配齐了管子等设

施，维护费近万元。

袁爱波的车上放着多种宣传页。

“这是我们向群众宣传如何科学使用机

井的资料。”他说。

在维修过程中，他们发现，机井易

损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群众操作不当。

如应该先调好泵再合闸通电，可是很多

村民往往先合电闸，导致水出不来憋坏

电机，或憋坏管子；抽水过程中水突然

变浑，要立即关掉电闸，因为水位下降，

水泵吸进了泥土，应等待水位恢复后再

用，但很多村民不知道原因而继续抽

水，最终因淤泥沙子堵塞导致水泵电机

被烧坏。

经调查，这种人为操作导致的故障

占机井维修故障的一半左右。“如果事

故率降低一半，维修成本必然降低。”房

春法说。为此，他们每到一地，便向村

干部和村民宣传正确使用机井的知识，

并公布服务电话，方便村民随时保修。

同时，公司为机井配备了井盖，并在附

近立上警示牌。

据房春法介绍，公司准备为 98 名

供水设施维护人员按照工作量增加工

资，督促他们及时巡井，发现问题及时

维修。

为保护机井设施，该公司借助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的智慧农业物联网中心，

逐步在农田里安装监控，并与智慧农业

物联网中心联网。

同时，该公司为每眼机井购买了保

险，为安全事故及设备损毁投保。

“这一切均为了实现机井维护工作

的可持续性。”房春法说。

3 月 31日，袁爱波到仙台镇巡查机

井维修工作，特意拜访了吴哲庄村种植

大户王晓刚，洽谈灌溉合作事宜。

叶县国源水务有限公司在管理农

田机井的同时，还承包浇地业务。“反正

浇地也得雇人，专业公司来给俺浇地，

俺更放心了。”王晓刚说，双方很快签订

了意向书。

目前，袁爱波已接到上百个这样的

订单，既有种植大户的，也有散户的。

原来，村里青壮劳力外出务工，剩下老

人妇女种田，劳力不能及时回来浇地，

老人因身体差下不了田，有人上门帮忙

浇地，村民自然欢迎。

“今年我给公司定下了 10 万亩浇

地订单的任务。”房春法说，要进一步

服务好农业，就得延伸服务。公司每

年要跟众多社会服务队合作，承揽下

足够多的服务订单，这样才能留住这

些服务队，使其安心地提供高质量服

务，从而提高设备使用寿命、进一步降

低成本。

房春法告诉记者，公司将服务订单

挣来的利润，每亩只留 1元充入农田机

井管护基金，剩余全部交给浇地服务

队，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收入，从而实现

双赢。

房春法透露，公司还会为种植户提

供水肥一体化服务，不断做大农业服务

“蛋糕”。

农田的痛苦：井里有水浇不成

机井的希望：科学管护提效能

“管家”的“算盘”：延伸服务增利润

本报讯 （记者王亚楠）为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营造共

同参与法治建设的社会环境，4 月

6 日，在石龙区民政局指导下，市

有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石龙区人

民路街道社工站在龙翔社区第一

安置小区开展“远离非法集资 拒

绝高利诱惑”宣传教育活动。

“贪小便宜吃大亏，大家存钱

一定要找国家认可的大型银行。”

活动现场，该中心社工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石龙区支行志愿者为辖

区居民发放宣传手册，并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大家宣讲非法集资的

表现形式、常见手段以及如何辨别

防范非法集资等内容。

社工张晓可通过分析典型案

例让居民深刻了解非法集资犯罪

的社会危害性，提醒大家不要相信

“天上掉馅饼”“一夜变富豪”的神

话，要时刻增强防范意识，远离非

法集资，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非法集资的形式太多了，老

年人稍不留神就会被骗。”69岁的

社区居民李梅为此次普法宣传活

动点赞，“一个小时的宣讲，为我们

的‘钱袋子’又上了一把‘安全锁’。”

当天，市有家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还在石龙区龙河街道捞饭店村、

卫东区光华路街道光华社区和示

范区应滨街道德馨苑社区开展了

远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

宣传教育进社区
守好居民“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程照华）“没想

到在一个窗口填一张表就把公积

金、医保、社保全办了，‘一件事一

次办’真好。”4月 6日，在市政务大

厅“一件事”受理窗口，为公司新进

员工办理入职手续的杨女士说。

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在深入推

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

革、“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基础

上，加速推进“一件事一次办”主题

集成服务。

一张表单申请。该中心将需

要到多个部门、经过多个环节办

理的“一揽子事”进行要素整合，

形成规范统一的“一次办”操作流

程，同时发挥电子材料、电子证照

等信息化数据共享的支撑作用，

对申请人信息进行实时调取，实

现 申 报 材 料“一 次 告 知 、一 表 申

请、一次提交”。

线下一窗受理。该中心在线

下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开设“一件

事”综合受理窗口，全面推行“前台

统一受理、后台分发审批”的工作

模式，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部

门协同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审批、

集成服务，有力推动了“一件事”由

“多地、多窗、多次”办向“一地、一

窗、一次”办转变。

线上一键申报。依托微信公

众号平台，该中心整合高频办理事

项，打通移动端入口，设置线上“一

件事”申报模块，以往需要往返多

个窗口办理的事项，现在只需一部

手机、一份材料、一次提交，就能多

个事项一键申报。

据市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董

伟领介绍，截至目前，该中心已推

出“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套餐 88

个，累计办件量 1228件。

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已推出
“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套餐 88个

本报讯 （记者曹晓雨）4 月 9

日，从市作协传来消息，河南省作

家协会公布了 2022 年度新一批

省作协会员名单，市作协推荐的

14 位鹰城作家成为省作协会员。

此次加入省作协的我市作家

有严寄音、尚言顺、张俊杰、贾东

伦、侯保峰、李贵生、史岑、宋玉修、

董铁中、杨德川、赵晓婕、张玉亭、

余在洋、王燕举。

目前，我市拥有省级作家会员

206人。

14位鹰城作家加入省作协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4 月 10

日上午，全市县处级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第二期轮训班在

市委党校开班。

为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不断引向深入，为全市县处级干

部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赋能充电，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市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我市举行县处级

干部轮训班，全市将近 1500 名县

处级干部带着问询和探究、责任和

使命参加集中学习。

全市县处级干部轮训班将持

续至 5 月中旬，共 6 期，每期 5 天。

学员将通过个人自学、专题辅导、

分组讨论等形式，系统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准确

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大的新要求、

新部署。

广大学员纷纷表示，要珍惜学

习机会，严守学习纪律，通过培训

学习，从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寻求解

码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掌握

担当实干的“关键技能”，把学习

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激情，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成效，自

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有力传播

者、忠实实践者。

全市县处级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第二期轮训班开班

4 月 10 日，湛河区交通运输局

员工在宋赵路一侧修培路肩，并为

新种植的绿化树锄草。

今年以来，该局组织员工和施

工队伍对辖区 40 条乡村道路进行

绿化，植树 2 万余棵，里程 79 公里，

全力织造绿色公路网，助力乡村振

兴。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织造绿色乡村公路网

●4月 6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传

来消息，我市交警系统 3个集体、6名

个人获评 2022 年全省公安交管工作

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 （杨元琪）

●依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4月 7日下午，新华区创文指挥部

在新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

考试，考察全体成员的创文知识掌握

情况。 （毛玺玺）

维修队工作人员在田间维修机井维修队工作人员在田间维修机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