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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科学）商家在

楼体外设置突出的店面招牌，合适

吗？近日，一市民通过平观新闻

12345 民呼必应掌上平台反映此

事。接件后，湛河区城市管理局快

速处理，表示这属于违规设置招牌

行为，将立即拆除。

据该市民反映，市区新华路与

和顺路交叉口西北角的一栋楼上，

二楼外墙位置垂直于墙面设有一

块舞蹈机构招牌，在一众规范的门

头中伸出一大块，显得十分突兀。

“这招牌合规吗？”该市民表示，如

不合规，请相关部门尽快督促拆

除，并建议同时巡查周边门店招

牌，避免“二次复发”。

经平台审核，市 12345 民生热

线服务中心派单，湛河区城市管理

局立即赶往现场查看，确定该舞蹈

机构违规设置招牌情况属实。

1 月 4 日上午，记者与具体负

责此事的湛河区城市管理局综合

执法二中队负责人取得联系。对

方表示，工作人员在现场查看时发

现店面已转让，房子处于空置状

态，遂与房主取得联系。对方同意

拆除招牌，但由于招牌所处位置较

高，担心自行拆除有危险。目前，

该中队正在协调车辆，“近一两天

我们会到现场将其拆除”。

这位负责人表示，商家设置

广告牌须向城管部门报备审批，

并按要求统一规划实施，“我们将

加大巡查力度，严查违规私设广

告牌行为”。

违 规 私 设 机 构 招 牌 ？
湛河区城管局表示：立即拆除

本报讯 （记者吕占伟）黄河路与平

湖路交叉口东西向能否禁止左转？平

安大道陈庄村路口能否施划人行横道

线、设置行人红绿灯？近期，部分市民

分别通过平观新闻 12345民呼必应掌上

平台提出建议。1 月 4 日，职能部门表

示，以上建议暂无法采纳，但后期将针

对所反映的路口交通状况分别作进一

步优化和调整。

“黄河路与平湖路交叉口前段时间

刚刚安装了信号灯，但是由东向西与由

西向东的方向都各只有两条导向车道，

路口过窄。其中，左边导向车道是直行

加左转，右边导向车道是直行加右转。

由于黄河路车流量较大，左转的车辆易

造成后方直行车辆拥堵，建议将黄河路

与平湖路交叉口东西方向设为禁止左

转。”一周前，市民蔡女士在平观新闻

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留言。

一周前，市民张先生也在平观新闻

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留言：“平安大

道陈庄村路口能否施划人行横道线、设

置行人红绿灯？因为公交站牌设置在

陈庄路口和东苑小区后门这个地方，但

是附近有悦和园小学，行人穿行过马路

和家长送学生时都要从这个路口经过，

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考虑我的建议。”

市 12345民生热线服务中心将上述

两个诉求件派单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等部门处理。

针对蔡女士的建议，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工作人员回复称，经工作人员现场

观察，黄河路与平湖路交叉口向南因道

路施工暂时封闭，车辆禁止通行，由西

向东左转往北的车辆较少，不影响东西

直行车辆通行，暂不实行禁止左转措

施。待南口道路施工完毕、道路通行

后，交管部门将根据该路口实际交通需

求作进一步调研、调整。

针对张先生的建议，该支队工作人

员回复称，平安大道陈庄村路口达不

到《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规定的路口类型条件和路口交通流量

条件，不符合安装信号灯标准，不宜在

该路口安装信号灯。同时，市城管局

回复称，该局目前正在结合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积极参与基础设施的提

升和改造，将与公安交管和交通管理

部门积极协调，适时对该路口斑马线

进行重新施划。

职能部门表示：暂无法实施，后期将作调整

市民建议改善两个路口的交通设置

本报讯 （记 者 王 代 诺）2023 年 9

月，新华路中段人行道上的一棵杨树被

风刮倒，市民通过平观新闻 12345 民呼

必应掌上平台反映：该路段的杨树基本

已到年限，容易被不利天气“推倒”，希

望有关部门尽快更换新树，消除安全隐

患。近日，新华路中段亮堂了许多，原

来是路两边的杨树陆续被砍伐了。1月

4日，记者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追踪采访。

当天上午，记者沿着新华路矿工路

至湛河北路路段查看发现，路东的杨树

已被砍伐完毕，工人正在挖掘清除树

根；路西，工人和施工车辆配合作业，对

剩余不多的杨树进行砍伐。

该路段两侧有 200多棵杨树，2023

年 9 月，大风刮倒了其中一棵，砸坏了

市民的电动车，该市民通过平观新闻

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反映了这一问

题。9月 13日，记者沿该路段走访查看

发现，一些杨树出现了虫害、空心现象；

一些杨树根部的树皮轻轻一碰就掉，还

附着有小虫子。

该路段栽种的杨树年代久远，寿命

在 30—40 年之间，生长到一定年限容

易遭虫害。负责该路段的环卫工人介

绍说，2021年夏季连续大雨期间，这一

路段的杨树曾倾倒了几十棵；2022 年

初，在靠近矿工路的位置也曾倒了一

棵，砸到了一辆小轿车。

老化、虫害的杨树不仅让过往市民

心生担忧，而且每到春季，大量的杨絮

也给市民出行带来了困扰。

为提升城市品质，助力文明城市创

建，营造更加安全、放心、宜人的道路出

行环境，我市有关部门对该路段作了升

级改造规划，将其上报纳入市政改造

项目。

“近几年，我们通过 12345民生热线

平台、平顶山微报等多个渠道，不断听

到市民希望更换新华路两侧老杨树的

‘呼声’。对此，我们多次实地查看，深

入研究制 定 了 道 路 绿 化 升 级 改 造 规

划，目前已施工多日。”市住建局有关

科室负责人说，“此次绿化升级包含更

换新树种、人行道重新铺设、弱电入地

等工程；此外，还将根据城市特点，为

新华路量身定制‘文化标识’，提升道

路‘颜值’。”

向杨絮及隐患说再见

新华路两侧老杨树将更换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感谢

政府积极协调，帮助小区恢复了供

电，让我们能够正常观看跨年晚

会，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元旦假期。”

1 月 3 日，湛河区马庄街道大乘领

仕馆小区居民王先生说。

当天，马庄街道二级主任科员

李亚娟再次来到大乘领仕馆小区，

回访小区供电情况。目前，小区供

电稳定，能够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上月 15日晚，大乘领仕馆小区

变压器因超负荷运行导致起火停

电，12345 民生热线同时接到马庄

街道多位居民反映。

马庄街道高度重视，李亚娟、

岳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怀亮立即带

队前往现场。经了解，大乘领仕馆

小区为临时用电，且尚未集中供

暖，居民大部分使用空调取暖，用

电量剧增，长期的超负荷运行导致

变压器起火。

次日，在马庄街道及有关部门

的协调督促下，大乘公司从总部安

排电力专业人员前往现场配合处

理，同时联系调配发电机，临时解

决居民使用电梯出行和生活供水

问题，尽量满足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之后，大乘公司采购 630KVA

箱变 5 台，按照供电公司要求，确

定方案并安装调试。历经 6 天日

夜奋战，大乘领仕馆小区于上月 21

日下午 5 点左右恢复正常供电。

当晚，望着小区亮起的灯火，马庄

街道党工委书记刘素芳由衷地说：

“民有呼、我必应，我们要努力把群

众的事办好。”

日夜抢修，居民家里亮了灯

“尔滨，你让我感到陌生。”这几天，

一句当地人的调侃让老工业城市哈尔

滨成为网络热搜新贵，点燃了冬天里的

“一把火”。

大雪纷飞中，为迎接远道而来的

游客，哈尔滨“花样整活儿”：饭店里冻

梨切片摆盘，精致；松花江冰面升起热

气球，浪漫；交响乐团商场里演奏，高

档……就连动物们也不闲着，企鹅穿着

棉衣上街和游客互动，骏马“长”出黑色

翅膀上演飞马踏冰，驯鹿被身着民族服

饰的鄂伦春人在中央大街上遛……可

以说，哈尔滨把“家底”都掏了出来，难

怪当地人直呼“陌生”，戏谑家乡“不曾

真心待我”。

时隔半年多，令淄博红遍大江南北

的风一路向北吹到了哈尔滨，冰城“冷

资源”释放出消费“热效应”，让网友想

去哈尔滨的心情达到了顶峰。凭什么

是哈尔滨接住了这“泼天的富贵”？

从淄博到哈尔滨，不难看出，真诚

永远是最大的必杀技。只要真诚待客，

只要用心服务，不怕游客不来，不愁没

有回头客。无论是官方，还是百姓，哈

尔滨层层给力，把“欢迎”二字无限放

大，让人沉浸式体验东北的热情好客和

无微不至。

初来乍到，太冷了？街边有游客温

暖驿站，直接暖到心窝。玩到太晚，打

不着车回宾馆？路边私家车大喇叭喊

着免费送回住处。听到游客抱怨入住

的宾馆价格高，出租车司机直接“替天

行道”打 12345 投诉。有人晒出在餐厅

吃的锅包肉 68元一份，说价格还行，哈

尔滨人却不干了，用差评直接把餐厅整

歇业了。

哈尔滨的真诚用心用《黑龙江省致

海内外游客朋友们的新年感谢信》里的

话来印证，就是“改进细节，提升服务”，

官方也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烙下了

决心。这些向来是旅游业的制胜法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之事，

我事之师。我市旅游资源亦很丰富，只

要真诚用心，排查问题后对症下药，在

细节和服务上多下“绣花功夫”，一定也

能把鹰城的独特魅力展现无遗，创设出

体验感良好的旅游环境，持续吸睛“圈

粉”，成为下一个淄博和哈尔滨。

花样“整活儿”的背后是真诚

本报讯 （记 者 孙 鹏 飞）能够

在校园里自由行走，对普通学生

而 言 是 再 正 常 不 过 的 事 儿 。 然

而，对于平顶山技师学院信息工

程系 2023 级学生萍萍来说，却是

埋在心底的梦想。1 月 4 日，她终

于圆梦。

萍萍家住鲁山县马楼乡，幼年

时患小儿麻痹症造成右腿残疾、右

足外翻，无法自主行走。“那时候，

看到别的小朋友蹦蹦跳跳跑着玩，

特别羡慕。”萍萍说。

初中时，萍萍在医院做了手

术，矫正了右足外翻，能够依靠双

拐行走。“但不能长距离走路，每走

四五分钟，就得歇一歇。”这给萍萍

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去年，萍萍来到平顶山技师学

院 信 息 工 程 系 电 子 商 务 专 业 学

习。与初中相比，校园变大了许

多，宿舍距离教室较远，每次去上

课她都要走二三十分钟。

“我看这闺女上课太作难，就

经常用电动车带着她去教室。”学

校 的 保 洁 员 宋 海 波 是 一 名 老 党

员，退休前担任卫东区五一路街

道铁路新 村 社 区 铁 中 党 支 部 书

记 ，看 到 萍 萍 行 动 不 便 ，就 主 动

用电动车载着她在宿舍和教室间

来往。

辅助器具是帮助残疾人提高

生活质量、增强社会参与能力的

重要工具。为帮助像萍萍这样的

残疾学生，市残联实施了辅助器

具进校园工程。去年 11 月 14 日，

市残联工作人员来到平顶山技师

学院，为萍萍等 4 名学生送去量

身 定 做 的 助 听 器 、矫 形 鞋 、助 行

手杖等。

有了助行手杖，萍萍行走比以

前方便了许多，但还是没法实现

“在校园里到处逛逛”的梦想。市

残联理事长郭东晓说，了解到萍萍

的梦想后，市残联经过多方协调，

为她申请到一台电动轮椅。

“这是控制器，用来操作轮椅

前进、后退、转弯……”1 月 4 日上

午，市残联副理事长李忠杰和市残

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主任朱代

娟等把电动轮椅送到学校，手把手

教萍萍操作。

熟悉了基本操作技巧后，萍萍

迫 不 及 待 地 坐 着 轮 椅 来 到 操 场

上。“以后我上学就方便多了，真是

太感谢残联的叔叔阿姨了，帮我圆

了梦想。”萍萍开心地笑了。

据郭东晓介绍，去年以来，市

残联共为全市残疾人提供辅助器

具服务 7286 人次，其中辅助器具

进校园工程为在校残疾学生适配

轮椅、助听器、学习听书机等辅具

273件。

残疾学生萍萍圆了梦想

想在校园里到处逛逛

1 月 4 日，叶县开展今年首次村集

体经济产业观摩。其间，仙台、龚店等

多个乡镇展示了村集体发展优质小麦

增收的实例，印证了让麦粒的价值不断

提升的成功经验。

叶县是农业大县，小麦种植面积长

年保持在 90 多万亩（1 亩≈666.67 平方

米），占我市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

为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同时也为助

农增收、助推乡村振兴，该县依托土地

资源，立足小麦、向“绿”而行，初步呈现

绿色全产业链优质小麦增收效应。

好粮需好地

目前，叶县打造高标准农田的工程

招标公示正在进行中，这是叶县为巩固

农田基础设施融资 1亿多元债券实施的

重大工程。

小麦能否增收，农田基础设施是关

键。近年来，叶县久久为功，强力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仅 2019年以来就打造

了 20多万亩高标准农田。其中，5万多

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通过兴修水利实

现水系连通，将澧河水引入农田，实现

田成方、旱能浇、涝能排；设立农业气象

站和农业物联网中心，实现防病虫害和

浇地施肥智能化，小麦亩产最高达 1500

斤（1斤=500克）以上。

在此次融资 1亿多元债券打造的高

标准农田工程中，邓李乡计划打造高标

准农田近 5万亩。“这样，我们就可以整

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小麦丰收奠

定坚实基础。”该乡党委书记董晓峰说。

近段时间，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银垒也在积极筹备高标

准农田建设的事儿。这家本土企业已

成为省级农业企业的“龙头”，与省投和

叶县发投共同成立了大田农业服务公

司，以社会化方式打造高标准农田，实

现高标准农田规模化、科学化经营，降

成本、提产量、促增收。

“这相当于叶县着手‘后高标准农

田’的事儿了，让高标准农田走向科学

之路，为小麦高产提供可靠前提。”张

银垒说。

好地种好粮

好地种好粮，增收有保障。在强力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时，叶县又通

过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施用量、实施科

学种田等举措，打造出 68 万亩绿色农

产品基地，绿色基地面积居全省前列。

地还是那些地，如何让土地有更多

产出、让农民有更多收入？作为农业大

县，叶县近年来立足土地做文章，开动

脑筋想妙招。

第一招：土地规模化流转。通过土

地依法流转，使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

便于机械化种植和科学管理，不仅降低

了生产成本，而且增加了农民收入、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

第二招：鼓励成立农业合作社。河

南天硕等农业现代化合作社实施种子

培育，为农民提供种植、植保等专业化

服务以及农业订单种植和收购，使生产

成本进一步降低、产量品质大幅度提

升。叶县高强筋小麦种植面积超过 30

万亩，为贵州酒厂提供的订单种植弱筋

小麦超过 10万亩，每斤小麦价格普遍高

于市场价格 1毛钱。

叶县常村镇及沙河沿岸地区依托土

壤富含硒这一优势，种植数十万亩富硒

小麦，每斤价格高于普通小麦4毛钱。

如今，越来越多的村集体及种植户

加入种植富硒小麦的行列。为此，叶县

提出将富硒小麦种植面积扩大到 30万

亩的目标，力争成为富硒粮食第一县。

好麦做好面

1 月 4 日，位于叶县先进制造业开

发区的河南创大粮食加工有限公司内

机声隆隆，不到 15 分钟就“吃掉”了 1.2

吨面粉。

河南创大是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也是平顶山地区规模最大的挂

面生产企业。该公司使用叶县优质小

麦，生产挂面、刀削面、热干面、面叶等

多种面制品，并端上上海人的餐桌。

早在 2022 年，该公司在专收专贮

高强筋绿色小麦的同时，就以高于市场

价每斤 4 毛钱的价格收购富硒小麦。

该公司资料显示：1 斤富硒小麦 1.9 元，

加工成面粉 5元，而每斤挂面可卖到 10

元。小麦加工成面制品后，产品附加值

普遍增加一倍以上。

好小麦产出好产品，好产品卖出好

价钱。如此，就大大调动了上游优质小

麦种植和下游小麦深加工的积极性，延

长了产业链条、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随着对产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

深入，叶县大动作也层出不穷：

投资 4 亿多元建成富硒小麦产业

园，对全县的优质小麦实行专收专贮，

以充足优质的“口粮”吸引下游加工企

业入驻。目前，河南创大新生产线已经

落户，河南天硕也即将入园……

前不久，在豫沪农产品展销会上，每

公斤售价千元以上的富硒羊肚菌粉受到

青睐。这是位于叶县的河南虹皓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利用当地富硒麦子作为培养

基培育的羊肚菌丝做成的，生产 1公斤

富硒羊肚菌粉需要消耗 10 公斤富硒

麦。该企业一期年产30吨，二期近期将

开工，投产后年消耗10万吨富硒小麦。

小麦不仅能“吃”，还能“玩”。每到

周末和假期，到叶县仙台镇西马庄等村

游玩儿的人越来越多。该地属于高标准

农田核心区，田间建成泄洪沟，引入澧河

和孤石滩水库的水，绿水环绕农田、沟畔

水车高耸，加之智慧农业物联网控制中

心里的小麦绿海和农耕博物馆内的小麦

生长过程及其生产工具的演变，充满浓

浓的乡味、乡情、乡韵和乡愁，成为网红

打卡地和研学基地，让越来越多的村民

吃上旅游饭。 （本报记者 杨沛洁）

一 粒 麦 的 价 值 链

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1 月 4

日，在石龙区民政局的协调下，市

慈善总会和市有家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的志愿者来到石龙区，为 50

名困境家庭的孩子送来壹基金温

暖包。

活动现场，志愿者帮孩子们

穿上新棉衣，戴上新帽子、新围巾

和新手套。“感谢壹基金腾讯公益

的爱心叔叔和阿姨，我们一定勤

奋学习，今后也像你们一样，把温

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该

区 中 心 小 学 四 年 级 学 生 关 忆 馨

说。关忆馨家住人民路街道关庄

村，父亲因病造成肢体二级残疾，

哥哥正在上初中，家庭经济困难。

据市有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负责人刘静介绍，壹基金是由演员

李连杰 2007年发起成立的一个公

益组织，壹基金救援主要是针对灾

区、偏远、困难地区儿童和孤儿发

起的社会各界捐赠活动。市有家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壹基金温暖

包项目的市级协调单位。

壹基金温暖包每个价值 365

元，包含三合一冲锋衣、帽子、围

巾、棉鞋、书包、彩笔套盒、绘画本

等 13件物品。

壹基金温暖包送到石龙区

1月 4日，工人和施工车辆配合作业，对杨树进行砍伐。 本报记者 王代诺 摄

李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