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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7 月 31 日，

从石龙区财政局传来消息，上半年，该

区积极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强化

使命担当，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7180 万元，占年

度预算的 55.2%，同比增长 16.4%，在全

市各县（市、区）中排名第 2位，实现“双

过半”。

今年以来，石龙区财政局紧紧围绕

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以重点工作为

抓手，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按下“快进

键”、跑出“加速度”。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该局紧扣年度

工作目标，狠抓组织收入，坚持综合治

税，进一步加大各专业领域税种的征收

力度；坚持收入任务早分解早落实，每

月提前制定征收任务，并分解到财税征

管部门，强化调度、明确任务、压实责

任；坚持财税联席，落实财税运行分析

联席会议制度，密切关注收入动态，及

时分析研判，做到“以月保季、以季保

年”；精准落实减税降费、留抵退税等惠

企政策，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围绕“九大

百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培育优质税源，为产业项目和

经济发展聚势蓄能。

在不断优化企业服务的同时，该局

与税务部门通力协作，强化税收征管，

完善税收保障措施，加强重点税源监

控，加大稽查力度，防止税收流失。

能开源，还要会节流。该局强化支

出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积极盘活存量资金，通过

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专项债券等增加

可用财力，在预算安排、预算执行和库款

调拨等方面坚持“三保”支出优先，有力

确保公教人员工资及时发放、民生政策

有效落实、组织机构正常运转。上半年，

石龙区财政支出 48124 万元，同比增长

14.4%，完成年初预算的62.7%。

增速排名居各县（市、区）第二

石龙区财政收入实现“双过半”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7月 28

日，从鲁山县财政局传来喜讯，在近

日召开的18届政府采购监管大会暨

政府采购20周年庆典上，该局继上

年度后再获全国优化政府采购营商

环境先进单位称号，工作人员王远

航被评为政府采购监管业务标兵。

近年来，鲁山县财政局认真贯

彻落实上级关于加快推进营商环

境优化升级决策部署，聚焦“作示

范、勇争先”目标定位，不断提高信

息化水平，积极对标先进，优化服

务功能，着力“四零”举措，全面提

升服务质量，持续推动政府采购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提质增效。

为方便供应商及时了解采购

信息，该局坚持全面实行政府采购

意向公开，不断提高政府采购透明

度，要求采购人采购意向“应公开、

必公开”。截至目前，该局共发布

政府采购意向 2000 余条，日访问

量 6000多人次。

该局积极发挥政府采购政策

功能，着力服务乡村振兴，通过制

定政策、建立督促机制等一系列方

式，积极推动预算单位做好政府采

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建立联

席会议推荐制度，服务有意向的供

应商进行入驻，为企业、农户扩展

销售渠道；依托省政府采购一体化

平台，推行无纸化交易，开展在线

“不见面开标+省内异地评审”，指

导有采购需求的单位完成系统登

录、电子签章办理、线上获取采购

文件、线上获取中标结果等，让供

应商足不出户即可全程参与政府

采购项目。

此外，为切实降低供应商参与

政府采购成本，该局制定下发了相

关文件，要求采购单位、采购代理

机构根据项目特点、中小微企业诚

信等情况免收各类政府采购项目

涉企保证金，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成

本，助推企业健康发展。

鲁山县财政局获评全国优化
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先进单位

7 月 27 日以来，为有效应对台风

“杜苏芮”，全市各级水利部门牢固树

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防汛工作

作为当前第一要务，严格落实省委、

省政府“123”“321”和市委、市政府“一

调度、三巡查、四强化”防汛工作要

求，对各项防御措施再部署、再检查、

再落实。

市水利局于 7月 28日 18时启动水

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汛

责任人全部上岗到位，扎实开展巡查

除险；滚动开展会商分析和洪水预报，

调度石漫滩、白龟山、田岗等大中型水

库开闸泄洪；强化小型水库、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等重点部位防守，预置物资、

队伍，提前转移受山洪威胁群众 243

户 625人。

“虽然 14 座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

汛限以下，但是部分小型水库水位较

高甚至超汛限水位，防汛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我们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压紧压实防御责任，实行现场值守，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水利局

副局长张贵生说。

我市位于淮河流域沙颍河、洪汝

河水系的源头地区，境内不仅水库众

多，而且全省 4 个暴雨中心我市独占

两个，防汛备汛任务繁重。“市水利局

已成立 9个专业组、7个督导组及 30人

的专家组，层层落实防汛责任人 1万余

名，做到责任一律到人、人员一律上

册，形成了全覆盖的责任链条。”市水

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黄双奎说。

位于鲁山县的昭平台水库对保障

下游平顶山、漯河、周口等城市和京

广、焦枝、京港澳等铁路、公路安全，以

及下游地区 600多万名群众、800多万

亩（1亩≈666.67平方米）耕地和众多工

矿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也是全市现代水网建设的关键

点位。为进一步检验水库防汛抢险应

急预案的可行性、科学性，干部职工应

对突发险情的能力，7月 13日上午，由

市水利局主办、市昭平台水库运行保

障中心承办的平顶山市 2023 年水库

防汛应急抢险演练在该水库举行。此

次演练，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防汛抢

险意识，检验了各职能部门协调作战

的能力。

石漫滩水库位于舞钢市境内，始

建于 1951 年，是解放后在淮河流域修

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复建工程于

1993年 9月开工，1998年 1月通过竣工

验收并投入使用，是一座以防洪除涝

为主，兼顾工业供水、养殖、旅游等综

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为确保水

库汛期安全运行，河南省石漫滩水库

运行中心自今年 5月中旬起就积极开

展水利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行动，突出重点抓好隐患排查整治，

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严防漏管失控引

发事故。

燕山水库是国务院确定的 19项重

点治淮骨干工程之一，控制流域面积

1169 平方公里。今年以来，河南省燕

山水库运行中心严格按照“安全第一、

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方

针，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

的防灾减灾新理念，全面落实安全度

汛各项措施。“燕山水库流域范围内建

有 20 个遥测雨量站、1 个坝前遥测水

位站，可以实时对水库入库洪水过程、

入库水量、库水位、泄流量等水文要素

进行预测预报；现已储备砂石料 3496

立 方 米 、块 石 3348 立 方 米 、编 织 袋

23400 条、土工布 10200 平方米、铅丝

3650公斤等，均达到或超过了《防汛物

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规定的单品储

备数量。”河南省燕山水库运行中心副

主任王长生说。

位于市区的白龟山水库控制流

域面积 2740平方公里，是一座以防洪

为主，兼顾工业、农业、城市生活用水

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今年

以来，该水库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严

格落实 20项防汛工作机制，认真做好

汛前工程检查，确保主要工程和设备

始终处于安全运行状态。“我们精准

调度、提前预泄，组织各单位抢险人

员 1 万余名，认领水库大坝及关键部

位的抢险任务，并开展了打桩训练、

水上搜救应急演练、闸门应急启闭演

练等，提高全员防汛应急处突能力。”

河南省白龟山水库运行中心主任袁

自立说。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工作

的关键时期，市水利局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汛减灾措

施，做好应急预案，强化预警和应急响

应联动，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机制，

夯实防汛设施保障，确保水库安全度

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

线。”市水利局局长赵庆民说。

（本报记者 朱江淼）

做好防御措施 守护水库安澜

常备不懈 全力防汛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员牛倩

倩）“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恁俩这几十年

的邻居咋还处成了仇人？清朝六尺巷的

故事不用我给你们再讲了吧，人家可以

各让三尺，你们能不能各退一步？”7 月

25 日晚，在郏县白庙乡黑庙村“解忧聊

吧”，村党支部书记冯金兰在调解一起邻

里纠纷。

刘某和邻居陈某因道路问题起了纷

争。陈某家在刘某家西边，出门向东上

大路要经过刘某家门口。但陈某习惯性

把杂物堆在门口，逐渐越界到了刘某

家。刘某多次口头告知收效甚微，一气

之下垒起了 1 米高的墙，堵住了陈某的

出路，为此两人差点动起手来。冯金兰

知道后，把两人请到了村里调解矛盾纠

纷的“解忧聊吧”来喝茶。三杯茶没喝

完，两人便握手言和了。

家庭不和、邻里口角、地界纠纷……

这些发生在村头巷尾看似“鸡毛蒜皮”的

小事让人“心气儿不顺”，沙子虽小但迷

人眼，小矛盾化解不及时有可能引起大

摩擦。

近年来，白庙乡创新工作思路，因地

制宜打造“解忧聊吧”“明星工作室”“老

街坊调解室”等“说事点”，聘任村“两委”

干部、村贤乡贤、德高望重人士为调解

员，在家门口为群众提供一个“说事”“断

理”的地方，通过接地气的谈话把一粒粒

“沙子”揉出、把一个个“堵点”打通、把一

个个“死结”打开，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今年以来，该乡 24个“说事点”已接

待村民 820 余人次，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163起。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白庙乡打造多个“说事点”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

李婉）“我们很乐意参加社区共建

活动，这让企业职工能够直接参与

基层治理。有事请社区说话，我们

一定到场！”7月 28日下午，在湛河

区姚孟街道“项目化+契约化”共

建集中签约仪式现场，阳光苑社区

共建单位金太阳幼儿园负责人李

敬说。

近年来，姚孟街道深化党建引

领多元治理，以“项目化+契约化”

共建为重要抓手，把“共建共治共

享”理念、机制、方法全面融入基层

治理，切实解决基层治理中遇到的

难点、堵点、痛点问题，进一步实现

服务居民“零距离”，助力“五星”支

部创建。

姚孟街道组织各社区利用微信

群、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渠道，线

上线下收集居民需求，依托“项目

化+契约化”共建，整合辖区优势资

源，形成项目清单，采取“点单式”精

准服务，进一步构建以社区党组织

为核心、辖区共建单位为主体、多方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资源共享、协

商共建、共同发展”工作格局。

该街道建立健全共建共商、联

建联动工作机制，推动社区、社工、

社会组织“三社联动”，以社区协商

议事会为平台，引导辖区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积极、主动、有序地参

与社区治理。

社区党组织以“需求、资源、项

目”3项清单为切入口，按照谈约、

签约、亮约、履约、评约“五约流程”，

把党建工作、治理任务、共建活动

等多方内容联动起来，实现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目前，姚

孟街道已与姚电公司、河南质量工

程职业学院、河南省白龟山水库运

行中心、市十一中、市第五人民医

院等 14 家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

签订“书香阅读”“‘医’心为民”“美

丽家园”等18个契约项目。

姚孟街道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项目化+契约化”促共建共治共享

本报讯 （记者巫鹏）水果味的食

用菌你吃过吗？7 月 31 日，在位于宝

丰县周庄镇的珍稀菌产业园果味菇智

慧生产方舱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拇

指大小的橘红色菌菇长势喜人，散发

着浓郁的橘子香味。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团队研

发出来的果味菇，突破了国内水果味食

用菌研究领域的空白。果味菇于 2021

年研发成功，2022年底获得授权，今年

初落地宝丰。”宝丰县农科所所长马国

留介绍说，这些颜色鲜艳、口味独特的

果味菇已进入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

一线城市，市场反应良好，订单不断。

出身不凡的果味菇对生长环境也

有着特殊要求。据河南果菇蓉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中魁介绍，果味

菇菌棒 4 天即可出菇，8 天后即可采

收，20 天的生长周期内可采收两次。

果味菇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温

度要控制在 14℃至 23℃之间，湿度要

达到 90%以上，并且要保持新鲜空气

的流通。

“方舱内常年不见阳光，会对果味

菇着色产生不利影响。为促进果味菇

着色，我们采用智能灯带对果味菇进

行补光。”李中魁说。

果味菇不仅颜值出众、气味好闻、

口感爽滑，而且真菌多糖含量高达

22%，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鲜菇清

洗后即可直接食用，煲汤口味则更加

鲜美。

“每袋菌棒每次出菇 150 克到 180

克，目前果味菇的市场售价在每斤（1

斤 =500 克）40 元 左 右 ，一 个 方 舱 内

25000袋菌棒一个周期收入可达 70万

元。”李中魁说，果味菇每年可以循环

种植 9次，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截至目前，河南果菇蓉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一期项目已投资 1000 万元，

利用珍稀菌产业园 20 个智慧方舱开

展果味菇工厂化生产。

“项目二期、三期将延伸产业链，进

行菌棒培育加工、果味菇深加工等，推

进珍稀菌产业多样化、规模化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李中魁自信满满地说。

水果味的食用菌你吃过吗

宝丰县“抢先”上市果味菇

7 月 31 日，执勤交警在石龙区人民

路中段向一位骑电动车未佩戴头盔的居

民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当日，石龙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在辖

区主干道沿线开展“遵守交规 出行戴

盔”文明交通劝导活动，通过劝导不文明

交通行为、发放文明出行宣传彩页等方

式引导居民自觉遵守交规、文明安全出

行，助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倡导文明出行

果味菇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上接第一版）

张长河说，为了节约成本，他

们下挖几米桩坑后，将河里的鹅卵

石和着水泥做成桥桩，然后用砖一

点点向上砌桥体。

“修桥是从 10月下旬麦种上后

开始的，天气已转凉了。”董玉峰回

忆道，他和另一名党员董玉三都是

退伍军人，干活儿自然冲在前面。

大家从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干活儿，

晚上看不见光亮才收工，中午吃在

工地，各自从家里拿来馍和青菜，

一起做大锅饭、喝大碗茶。

“干不了多久身上就出汗了，

汗落了就特别冷。”董玉峰说，冷

了，他们就抱点玉米秆生火取暖；

累了，就躺在玉米秆上歇一会儿，

然后接着干。

“没有人监督，大家都很自觉，

准点来、一起走。”张长河说。

党员董松林患腰椎间盘突出，

不能干重活儿，就承担起晚上看场

的工作。“拿卷被子躺在玉米秆上，

冷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点把火烤

烤。”张长河回忆道。

张长河怕董松林身体受不了，

提出要替换他，但被拒绝了。董松

林说，大伙儿干一天也累了，他得

顶着。

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党员连

喜、房群海天天来到工地上，干不

动重活儿就干点儿杂活。

党员李林山有几天家里有事

不能来，就让侄子来“顶岗”。

……

1985年 12月，桥终于修通了。

桥修通、路硬化，昔
日老荒地变成丰收田

“现在，村民都羡慕董玉朋，说

他当年真有眼光，多分了一亩多的

老荒地。”望着董玉朋离去的背影，

现任村党支部书记董全伟说。

道路通，产业兴。桥连通了耕

作道路，大家干活儿再也不用肩拉

背扛了，劲头很足：消灭了盘踞多

年的草根，往地里送了粪、上了化

肥……

粪是庄稼的粮，水是庄稼的

血。上足肥的老荒地一天天改变

着，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尤其是精

准扶贫工作开展后，地里打了机

井，老荒地成了旱涝保收田；生产

道路也硬化了，收割机、拖拉机等

大型农机开进地里，老荒地的产量

从当年的亩产 300 多斤飙升到千

斤，近两年小麦和玉米亩产 1200

多斤，产量超过了当年大家争着要

的赵沟河北边的地。

桥修成后，闫庄村村民也从桥

上去田间耕作。“所以，这座桥实际

惠及了俺村500多亩地。”董全伟说。

历经 38 年风雨，当年的老荒

地如今处处绿意盎然，有玉米、红

薯、花生、大豆等，田地里还有人铺

上了滴灌管……

历经 38 年风雨，这座桥的砖

体开始出现斑驳。有人提议重修

一座现代化的桥，被大多数村民拒

绝了。在他们心目中，修再好的桥

也替代不了老桥，这座桥早已不是

普通的桥，而是一种精神的见证、

一种初心的映照。

前不久，辛店镇政府对这座桥

进行了安全检测，并用水泥将斑驳

的砖体重新粉刷，使它焕然一新。

历经 38 年的风雨，当年修桥

的党员也日益老去，有的已永远离

开了这个世界。然而，无论岁月如

何流逝，都带不走村民对党员的感

恩之情，大家纷纷将党员桥称作连

心桥、初心桥。

村民们在桥的北侧立了一块

宣传栏，介绍当年党员修桥的事

迹，并把已经离世的 7名修桥党员

的名字写在上面：张德林、董福堂、

冯玉梅、董顺卿、李林山、董松林、

董云卿。

当年 13 位修桥党员在当地群

众中积下的感情已经“酿”成一壶

老酒，日益发酵着浓醇的芬芳……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更得力

的措施保护这座桥，世世代代讲好

这座桥的故事，最终将此桥打造成

广大党员的教育基地。”辛店镇党

委书记董泽说。

风雨党员桥 映照为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