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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11月 16日上

午，鲁山县污染防治攻坚推进会在县宣

传文化中心北三楼会议室召开，县委书

记刘鹏出席并讲话。

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

提升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中央督察

组的工作要求上来，把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决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持“一把手”挂

帅，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抓紧清

理旧账，对近年来中央、省委及省政府

历次督察鲁山县反馈的一系列问题及

交办案件，逐条逐项整改。要着力做到

“十查七到位”，对搞变通、打折扣及敷

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虚假销号

的要问责到位。要按照中央及省督察

工作要求，对群众投诉处理、矿山开采、

矿山生态环境修复、落后产能淘汰、自

然保护区管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

行、工业园区污水处置、核与辐射安全

监管、应对气候变化、中央环保资金使

用等 11类重点工作进行全面排查，确保

按时完成。要迅速整改提升，实施挂账

清零销号制度，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

手、整改不到位不交账、验收不过关不

收兵，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各单位、

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

要切实负起责任，严格落实环保工作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工作

机制。凡是对督察组部署的工作，要全

力以赴抓落实，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

有落实。要按规定程序和时限，实事求

是上报问题整改情况和案件办理情况，

决不允许出现假整改、假办理、假问责、

假上报等情况；同时，对案件的处理要

依法依规、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做到事

实清楚、量罚准确、查处得当，该取缔的

取缔，该停产的停产，不能一概而论，实

行“一刀切”。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严格按照县

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敢于担当、主动

作为，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推动全

县生态保护工作扎实开展、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向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

府和全县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相关负责同志就近期污染防治攻

坚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

问题不解决不松手 整改不到位不交账 验收不过关不收兵

鲁山县部署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11 月 17 日，工人在张良互通主线

上跨 G329 分离式立交右幅第一联底

腹板施工。

当日上午 8 点，历经 24 小时奋战，

中铁四局焦唐高速汝方项目三分部张

良互通主线上跨 G329 分离式立交右

幅第一联底腹板混凝土顺利浇筑，为

项目主线桥梁的总体贯通打下了坚实

基础。 李金玉 摄

顺利浇筑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11月 22 日，

记者从鲁山县司法局获悉，“八五”普法

活动启动以来，该县植根千年历史、传

承红色血脉，将法治文化与历史文化、

红色文化、地域文化有机融合，打造具

有本土特色的法治文化阵地，为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筑法治之基，挖掘本土法治文化元

素。鲁山县法治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

厚。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法治文化的

挖掘和建设，坚持站在历史文化传承和

法治思想弘扬的角度，促进以文育人、以

文释法、以文治县。该县将“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和“加强红色法治文化保护、宣传、传

承”列入全县“八五”普法规划，作为推进

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有效推动了

法治文化建设由自发到自觉、由零散到

系统的转变。为探索建立鲁山县法治文

化遗存目录，该县组织协调县政协文史

委、县文联、县作协、县炎黄文化研究会

等单位和机构的文史专家、学者开展实

地调研 20余次，通过挖掘、整理、保护、

修缮，推动建成了一批蕴藏鲁山千年历

史的法治文化集群，让本土法治元素回

归百姓生活。在综合多方意见后，依托

地理特点、地域文化、地缘优势等“底

色”，编制完成了《鲁山县法治文化空间

策划》，法治文化建设的蓝图全面铺开。

行法治之力，建设精品法治文化阵

地。为促进法治鲁山建设，持续将“八五”

普法引向深入，该县按照“县级阵地有规

模，乡（镇、街道）法治文化长廊、文化墙有

亮点，村（社区）法治文化宣传栏（橱窗）、

法治书屋（角）全覆盖”的原则，着力打造

了滨河公园、冶铁遗址公园和法治主题

公园等独具法治文化特色的县级主题公

园。为积极推动法治文化阵地向基层延

伸，该县将梁洼镇鹁鸽吴村红色法治文

化教育基地、仓头乡仓颉广场法治文化

游园、琴台街道“琴台善政”法治文化园、

张官营镇屈原法治思想文化园、下汤镇

和尚岭村和林楼村法治文化阵地、熊背

乡大年沟村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等乡村特

色法治文化阵地串联成线，在城乡建设

中绘制出一幅精雕细琢的法治文化画

卷，赋予了法治文化活跃的生命力。

积法治之势，开展特色法治文化活

动。法治文化重在传承弘扬，贵在惠及

于民。该县充分发挥法治文化阵地在

全民普法教育中的宣传带动和文化渗

透作用，开展了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

普法宣传活动。征集法治文化作品。

县司法局联合县文联、县书协举办“法

治鲁山”书法邀请展，展出作品 100 余

幅；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文联举办“法治

杯”全国征文大赛和摄影大赛，收到来

自全国各地的作品 900余篇（幅），广泛

调动了社会各界探索和宣传鲁山法治

文化的积极性。唱响法治文化金曲。

该县将法治元素融入坠子书、快板等文

艺形式，创作了《高歌宣传民法典》《青

天虎穴掏心》等 10 余部彰显时代精神、

体现人文历史、具有鲁山标识的普法坠

子书，还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宣传贯彻

二十大共学共守民法典》等快板作品，

深入乡村巡回演出，唱响了法治文化的

“鲁山品牌”。打造法治文化名片。该

县出台关于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开

展精准普法的意见，联合多家单位构建

“法治鲁山+”宣传矩阵，综合运用“报、

网、端、微、屏”等资源和平台，形象解释

法律知识、直观诠释法治精神、生动展

示法治成果，目前正在编辑全面反映鲁

山法治文化建设和普法宣传的综合性

书籍《法润鲁山》。

挖掘本土元素 对接城乡建设 用好文艺载体

鲁山县融合打造特色法治文化阵地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陈鹏

旭）11月 20 日，在董周乡蔡庄村电商服

务点，鲁山县育程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荆育程忙着和员工一起将包装好的酥

梨、冬桃送到快递服务站。

“公司现在有成熟的电商销售渠

道，还有冷库和标准化智能分拣、称重

设备，能让绿色农副产品卖上好价钱。

像鲁山酥梨，‘双十一’当天我们卖的均

价是每斤（1斤=500 克）超过 4 元，春节

前还会越来越贵。”荆育程说。

荆育程是鲁山县土门社会事务综

合服务中心的一名返乡创业大学生，大

学时学的是计算机网络专业，去年他的

电商销售额超过 400万元，带动家乡越

来越多村民种植冬桃、酥梨。今年“双

十一”，他通过电商把公司的数十吨冬

桃销售一空，酥梨也卖出 6000余单。

鲁山县商务局电商办主任买加琨

介绍说，今年前 10 个月，全县电子商务

交易额达 38.21亿元，网络零售额 7.18亿

元，和 2019 年相比，电子商务交易额暴

增了 16亿元。

自成功创建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示范县以来，鲁山县抓住“互联

网+”机遇，把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作为农

业产业转型的重要着力点，积极构建农

村电商生态链。该县合并重建部分电

商站点，着力提升电商站点的带动能

力，打造农产品上行助力点；引导电商

企业、农村网红达人与农户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帮助特色农副产品“触网”销

售，仅董周乡蔡庄村、团城乡寺沟村的

电商直播间每年就带动周边农户销售

农产品 50万余元。

今年以来，鲁山县还举办了蓝莓

节、血桃文化节等特色电商助农活动，

并以中秋节及电商大会为契机举办直

播带货等产销对接系列活动，共销售农

特产品 130万余元，助力消费市场回暖，

提升本地农特产品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在全县1000余家新型电商主体的带

动下，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的荷

包越来越鼓。瓦屋镇上竹园寺村青年雷

德华大学毕业后返乡创办了河南绿源中

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蒲公英茶、酸

枣叶茶、茵陈大枣茶等中草药茶，今年通

过电商渠道销售额达到300万余元，长期

安排15人务工。露峰街道居民程佳佳大

学毕业后流转土地 80余亩（1亩≈666.67

平方米），种植紫糯玉米、水果萝卜，并利

用淘宝、抖音直播等渠道实现年销售额

1000万余元，提供就业岗位300个。

前不久，鲁山县升级改造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新增直播间 24间、办公室 18

间，目前已有 18家电商企业及创业个人

入驻。该县还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等

群体举办电商直播技能培训班，从中初

步遴选了 40余名本地直播带货新秀。

前10个月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8.21亿元

搭上电商直通车 农特产品销售火

11月 20日，在汇源街道王瓜营

社区，41岁的马改乐在鸵鸟蛋壳上

细心雕刻着。

马改乐高中毕业后曾到南方

一家修复高尔夫球的工厂打工，干

了 10年，对修复小物件产生了浓厚

兴趣。后来他回到老家卖玉石，其

间接触到了蛋雕作品，这让他产生

了新的兴趣：薄薄的蛋壳竟能雕出

那么多生动的图案，自己能不能也

尝试一下呢？

2017年，马改乐不再外出卖玉

石，而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老家

开店修复玉石。闲暇时间，马改乐

开始琢磨起蛋雕。“有时看到几个

参考图案后，自己脑海中会出现一

个有创意的主题，然后用刻刀把它

呈现在蛋壳上，就成了一件有意义

的蛋雕作品。”马改乐说，做蛋雕要

耐得住寂寞，他经常一坐就是大半

天，有时一件作品要花费六七天时

间才能完成。

2019年，马改乐获得平顶山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蛋雕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2021年，马改乐经过一段时间

的构思，以蛋雕台灯的形式在半个

鸵鸟蛋壳上创作出作品《一船红天

下》，上面有“红船”等红色元素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个字，在郑

州展出时好评如潮。

让马改乐自豪的另一个原创

作品是《望春亭》：一个椭圆形的鸵

鸟蛋壳被雕刻为由 5 根立柱撑起

的凉亭，凉亭有窗棂、围栏和出入

口，顶部则是由 150 多个大小不一

的蛋壳部件制成的挑檐、宝顶等，

让人叹为观止。

目前，马改乐已创作出大大小

小、形状各异的蛋雕作品1000余件。

“如果将来经济条件允许，我准备开

办一个艺术馆，展出自己的蛋雕作

品，让更多人特别是孩子们了解中国

的非遗文化和工匠精神。”马改乐说。

（本报记者 常 洪 涛 通讯员

乔新强）

巧手雕蛋壳 匠心传非遗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

乔新强）“四棵树乡农民王留强获

得诚实守信类别‘中国好人’称号，

目前在网上已经可以查到这个消

息了，这是我们鲁山人的骄傲。”11

月 20 日，鲁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阿蕊说。

2022 年 11 月 30 日凌晨，王留

强夫妇在湖北省宜昌市捡到一个

装有 50 万元现金的黑布包，虽然

事发地没有监控，也没人看到他们

捡到现金，但这对儿靠打工维持生

活的夫妇毫不犹豫地将钱交给了

当地民警。

在 接 受 当 地 一 家 媒 体 采 访

时，王留强说：“不是自己的钱坚

决不能要，这是底线，也是做人的

本分。”该媒体以《吃着水煮萝卜

丝却不为巨款动心 弹棉花夫妻

捡到 50万元上交民警》为题，报道

了王留强夫妇拾金不昧的义举。

随后，河南多家媒体也相继进行

了报道，“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

为王留强颁发“天天正能量特别

奖”证书及奖金 5000 元。2023 年

1 月，王留强入选“河南好人榜”，

近期又被鲁山县评选为第八届道

德模范。

四棵树乡农民王留强获评“中国好人”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

王明磊）11月 22 日，琴台街道统计

办工作人员走进辖区企业开展摸

排工作，核实数据，收集资料。

为 全 力 做 好 2023 年 企 业 入

库工作，琴台街道采取“三个一”工

作举措，全力推进企业入库工作提

质增效。

强化领导，整合要素织密“一

张网”。该街道始终将入库纳统

作为反映经济增长、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召开专题会议，

立足街道实际，制定入库时间表

和路线图。成立以街道主要领导

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经济

办全体工作人员为成员的企业入

库工作专班，并将该街道懂经济、

懂 统 计 、熟 悉 政 策 、善 于 沟 通 的

人 才 整 合 进 来 ，定 期 开 展 经 济 、

财税政策等培训宣导，推动力量、

人才、资源等要素向入库工作汇

聚整合。

全域摸排，建立机制拧紧“一

股绳”。摸排辖区所有企业，根据

摸排情况及时到税务部门逐一核

查纳税申报表上的营业收入情况，

对已达标企业和预计达标企业主

动上门服务，逐一帮助整理、收取

入库资料，并按时间节点要求及时

上报。每月积极与发改、工信、住

建等部门对接，全面了解项目储

备、审批及进展情况，及时梳理、跟

踪重点项目，项目达到入库标准后

第一时间指导入库，做到及时入库

入统。

优化环境，贴心服务系紧“一

纽带”。建立“点线片”问题协调调

度机制，积极对接意向落地的企业

及项目，帮助梳理入库、税收、租金

等优惠政策，落实“一对一”“一条

龙”的“保姆式”服务，提高经营主

体落地满意度。结合“万人助万

企”专项行动和领导挂钩服务企业

机制，提高走访企业频次，加强供

应链企业以商招商力度，引进上下

游生态伙伴，促进企业稳步发展，

实现尽快纳统。

截至目前，琴台街道共上报规

上企业 11 家、入库项目 4 个，正在

整理上报项目 4个。

整合要素 建立机制 贴心服务

琴台街道“三个一”助推企业入库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张海

林）11 月 20 日上午，背孜乡开展消防演

练，检验森林防灭火指挥协调和应急处

置能力。

此次演练模拟场景是近期天气干

燥，孤山村河坝荒草坡出现火情；护林员

发现火情后立即上报，该乡随即启动应

急预案；接到救援指令后，各村森林防火

队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乡应急消防队进

行扑救。整个消防演练流程清晰、紧张

有序、配合默契。

通过演练，该乡进一步规范了森

林火灾处理流程，增强了防火队员的

快速反应、团结协作及应急处置等各

方面能力，提升了多部门联动协调作

战能力。

背 孜 乡 地 处 鲁 山 县 西 北 50 公 里

处，全乡辖 10 个行政村，林地面积 12 万

亩（1 亩≈666.67 平方米），冬季山风较

多，森林消防压力较大。为切实提高

森林灭火应急能力，该乡成立了由应

急救援大队、消防大队、护林员组成的

11 支森林防火队伍，做到每个行政村

都有一支防火巡逻队，对重点地点和

关 键 部 位 进 行 全 天 候 巡 逻 监 控 。 同

时，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群众护林防火

意识；在主要入山口设立检查站，杜绝

火种进入山区。

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墙”

背孜乡开展消防演练

11月 22日，琴台街道向阳社区

居民、监测户石玉玲家的小香猪养

殖场里，上百头黑白相间、呆萌可

爱的小香猪有的抢食，有的悠闲地

享受着冬日暖阳。

石玉玲做过心脏手术，老伴儿

早年亡故，她原先只能靠捡拾破烂

补贴家用。大儿子 2021年突发疾

病亡故后，一双年幼的孙儿女也由

石玉玲抚养。肢体残疾的小儿子

在校读书，家庭负担较大。

“老人遇到了家庭变故，我们就

要拉上一把。”鲁山县委办驻向阳社

区第一书记贾明甫说，驻村后，贾明

甫和村“两委”干部为石玉玲一家申

请了全户低保，并给其安排了每月

300元工资的公益岗位，还联系一家

爱心企业每年资助其小儿子 5000

元，让孩子安心完成学业。

“贾书记带我到南阳考察过，

发现小香猪抗病能力强，市场上也

很畅销，回来后帮我申请了 4万元

的小额贷款，还协调给我附近一处

2 亩（1 亩≈666.67 平方米）多的荒

坡地，建了一个简易养殖场。去年

7月，我买回来 1头公猪、5头母猪，

开始自繁自养。小香猪一年能产

两窝崽，一窝有七八只，一年多来

已卖出去 12头商品猪，收入一万多

元，估计春节前还能出栏 10 多头，

再挣一万多元不成问题。”石玉玲

说，她岁数大了，没法出去打工，在

贾书记的帮助下养了小香猪后，一

家老小的生活有了保障，日子也有

了奔头。

小香猪的饲料基本都是花生

秧、红薯秧、玉米秆等，配以少量的

玉米、麦麸等。“花生秧、红薯秧、玉

米秆都是好心的乡亲们无偿让我

到地里拉回来的，节约了不少成本

呢。”石玉玲说。

小香猪又名巴马香猪，原产于

我国南方地区，具有瘦肉多、纤维

细、香味浓等特点。由于石玉玲的

小香猪喂养一年多后才出栏，吃的

是农作物，所以瘦肉率高、口感好，

很受客户欢迎，一头猪售价在 1100

元左右。

“我的目标是一年出栏 100 多

头，净挣七八万块钱。”石玉玲说。

（本报记者 常 洪 涛 通讯员

乔新强）

喂上小香猪 日子有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