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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到夜里，阴天雨夹雪转小到中雪，部分地区中到大雪，偏

北风4级到5级，阵风6级到7级，最高气温5℃，最低气温-2℃

本报讯 （记 者 巫 鹏 通 讯 员 王 克

渠）1月 15日，位于宝丰县铁路地区铁北

社区的郑州铁建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内，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工人在进行货物

装卸、检修、生产、测试等工序，忙碌而

热闹的生产场景让曾经闲置的厂房又

“活”了起来。

铁路地区下辖 3个社区，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有大小企业 40 余家。2004

年以来，由于铁路单位生产力布局调

整，原有的大部分企业搬迁至洛阳、南

阳等地，厂房开始闲置废弃。高耸的

烟囱、斑驳的砖墙、废弃的仓库……不

仅安全隐患丛生，还一度成为地方发展

的包袱。

老厂房不能成为包袱，而要成为财

富。循着这一思路，2022 年，铁路地区

成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对闲置资源建

档管理。在攻坚过程中，该地区采取

“一企一策”的方式制定方案，盘活闲置

厂房和土地使用权，制订招商计划。同

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每周召开工

作推进会，逐个消除堵点、盲点。经过

两年来的不懈努力，低效资产、闲置资

产被一个个唤醒激活。

去年 5 月正式投产的郑州铁建装

备科技有限公司，是洛阳机务段宝丰生

产区的闲置厂房“长”出的新产业，一期

投资 4000万元，二期投资 7000万元，如

今成了年产值达 1.2亿元的支柱企业。

“我以前在外地上班，离家远，自从

有了郑州铁建，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

业，现在我照顾家庭和挣钱两不耽误。”

铁北社区居民王齐说。

郑州铁建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铁

路地区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实现合作共

赢的一个具体案例。

截至目前，该地区已有长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三秋叶陶瓷有限公司、青

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 8家企业入驻，

解决附近约 300 名居民的就业问题。

同时，该地区将闲置资源开发利用与

“五星”支部创建相结合，通过深入挖

掘闲置厂房、边角地块等，不断提高闲

置资源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为新企

业、新项目腾出空间，探索出了闲置土

地利用与新产业、新项目深度融合的新

路径。

如今，通过闲置资源利用，该地区

把宝丰铁路修缮工区变成了博硕新材

料有限公司，把房建工区变成了汽修服

务有限公司，还把废弃工业水塔变成了

社区文化地标……在把闲置资源“包

袱”变成铁路地区财富的同时，进一步

丰富了社区文化业态。

“我们将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引进

优质企业，进一步扩大闲置资源开发力

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让居民的腰包

鼓起来，生活富起来。”宝丰县副县长、

铁路地区党工委书记杨康鑫表示。

老厂焕发新生“包袱”变成财富

铁路地区让闲置资源“活”起来

本报讯 （记者王亚楠）1 月 16 日，

腊八节即将来临之际，在石龙区民政

局的支持下，市有家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石龙区人民路街道社工站在龙祥社

区同心和谐小区开展“一勺米，百家

粥”公益活动。龙祥社区 10 名小志愿

者通过敲开邻居家门募集“一勺米”的

方式，拉近邻里关系。

百家米，汇聚百家情。“‘一勺米’

来源于古时候的百家饭，百家米寓意

着百家祝福。”社工张晓可表示，所有

募集到的食材将在腊八节当天熬成

“百家粥”，由志愿者分发给辖区的困

境、孤寡、高龄老人，让他们感受到来

自社会的关爱，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

小区氛围。

在活动现场，小志愿者们挨家挨

户叩开邻居的家门，清楚地说明来

意，认真讲解“一勺米，百家粥”公益

活动的意义。

不少居民听说“一勺米，百家粥”

公益活动后，主动捐赠粮食。“来我这

儿，我要捐赠大米。”八旬老人房欠拿

着勺子，颤颤巍巍地走出屋门，向小志

愿者的袋子里倒了两大勺米，并称赞

活动很有意义。

大米、糯米、花生、红枣、黑米……

短短半个小时，小志愿者们就收获满

满，共募集到 4 公斤米和豆子，还有 1

公斤红薯。

“腊八节那天我还要参加活动，给

社区的爷爷奶奶送粥。”10岁的王曦悦

开心地说。

一勺爱心米 传递邻里情

1月 16日，鲁山县琴台街道办事处

的经济普查员再次聚到一块共进晚餐。

餐桌前，普查员们一边汇报一周

的工作进度，一边交流分享经验，相互

沟通学习，推动了第五次经济普查工

作顺利进行。 马进伟 摄

小餐桌 大智慧

平报购时惠商城是平顶山日报社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过

程中打造的一家城市本地化综合型网上购物商城，是市总工会、市

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指定的消费惠农活动实施平台，也是市

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百万党员消费助农”唯一指定平台。线

上注册会员 4万余人，涵盖合作品牌百余种。

本报讯 （记者高轶鹏）1月 16日，一

支由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牵

头，包括镇（街道）、应急管理、市场监管、

消防、公安等部门在内的联合检查组，深

入大型商超、餐饮单位、路边小店、固定

摊位、流动摊点等场所，全面开展城镇燃

气安全专项整治。

前不久，高新区召开专题会议，对城

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进行再部署、

再强调，要求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

自 1 月 12 日起，联合检查组深入一

线，紧盯燃气存储环境、采购渠道、报警

装置安装等方面，从严开展监管检查，切

实做到摸清底数、查明隐患、整改到位；

从经营、储存、充装、运输、配送、使用等

环节，加强燃气领域全链条监管，坚决打

击非法经销液化气违法违规行为；严格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

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

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

体责任、员工岗位责任。

目前，高新区共检查餐饮场所、气

站、“三小”场所等 367 家，发现并整改

安全隐患 31处，拆除收缴不合格减压阀

6个。

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31处

高新区专项整治城镇燃气

1月 17日一大早，在鲁山县张良镇段庄村“燕子熟

食”饭店，女主人张燕会正和几个帮工一起清洗芥菜疙

瘩，然后去皮、切丝、腌渍。在饭店的几张大桌子上，摆

满了真空包装的芥菜丝。

“没想到原先免费送给客人的‘开胃小菜’这么受

欢迎，现在一年能卖出 10 多万斤（1 斤=500 克），成了

饭店的主业，卖饭反而成了副业。”张燕会笑着打开

了话匣子。

张燕会的娘家人是制作农家糖蒜、芥菜丝的高手，

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邻居们都说她家腌的糖蒜和芥

菜丝格外好吃，张燕会从小就得到了“真传”。嫁到婆

家后，张燕会和丈夫开了家小饭店，把糖蒜和芥菜丝当

作“开胃小菜”免费送给食客。食客品尝后都说味道确

实不错，纷纷提出要买些打包带走。

“2009 年，饭店开始推出糖蒜和芥菜丝。随着食

客的口口相传，一些人专门来饭店购买。这几年通过

在抖音上宣传，我家的糖蒜和芥菜丝名气越来越大，平

均每年能卖出芥菜丝 8万多斤、糖蒜 3万多斤，毛收入

有几十万元呢。”张燕会说。

“我们一般在端午节前腌制糖蒜，把新鲜的本地大

蒜剥皮去须后用水浸泡 8—10 个小时，捞出晾干放入

玻璃罐中，再加入秘制调料放凉，之后密封两个月，这

样腌出的糖蒜微辣生脆、酸甜可口。”张燕会说。

记者注意到饭店里的芥菜疙瘩一般都长得很

“丑”。“我们特意挑选一些疙瘩比较多的，这样的芥菜

疙瘩最出味。我家芥菜丝的特色是粗、脆、鲜香可口，

有些饭店买回去还当作一道菜上桌呢。”张燕会说。

除了卖给食客，张燕会还为一些鲁山县城和平顶

山的饭店送货，并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燕会

家做的芥菜丝确实好吃，我年年都买她家的。”食客

王超说。

“燕会通过腌制芥菜丝和糖蒜，吸引一批食客来村里消费，同时带动

三四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也为乡村振兴作了贡献呢。”段庄村党支部书

记王志刚说。

“目前，我在抖音上有 6万多‘铁粉’，小菜基本上是供不应求。下一

步准备申请非遗，条件允许的话建个现代化生产线，带动更多村民务工。”

张燕会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通讯员 乔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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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安全责任大

于天，我们要加强安全排查。”1月 17日，

新华区光明路街道邀请新华区消防救援

大队文员朱滕龙为街道全体网格员进行

安全检查培训。

“怎样去排查、排查什么内容、排查出

的问题怎样整改，这三点是我们的工作

重点。”朱滕龙结合近期典型的火灾事故

案例，阐述火灾事故的多发因素和应对措

施。大家认真听讲、踊跃发言，还进行了

灭火器实操。“我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消

防培训，每一次都有收获。”建设街社区网

格员刘丽花说。

近半年来，光明路街道共组织网格

员、辖区商户开展 11次安全检查培训。

光明路街道开展安全培训

（上接第一版）投入 221.68万元，完

成局属学校“拆墙透绿”工程 197.2

米，绿化面积 1.63万平方米；新建、

改扩建 3 所高中，新增学位 4720

个，全市遴选 8所优质高中与 11所

公办薄弱县中建立帮扶共建关系。

营造民生之暖

1月 10日上午，风和日暖，市区

矿工路和楝香街交叉口的游园内，

几个居民坐在休闲椅上晒太阳唠

嗑。一旁的地面平整干净，绿化带

整洁美观。

从地势坑洼不平、环境脏乱

差，到如今的平坦阔净美，卫东区

黄楝树区域的蝶变，得益于黄楝树

二期改造项目。在该区住建部门

以及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的

共同努力下，有着 25 年历史的黄

楝树区域完成了一次升级。

住房是民生之要，关系着千家

万户的生活品质。2023 年，我市

不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持续推进

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公租

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等安居

工程，增强住房保障能力。全市新

开工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项 目 12 个

4151 套 ，完 成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198

个，惠及居民 21515 户，完成农村

危房改造 661户，存量危房实现动

态清零。

1 月 3 日上午，在位于市残疾

人康复服务综合楼的市残疾人康

复教育中心语训室里，芽芽班十多

名听力障碍的孩子在上课。

“我市是国家 0—3 岁残疾儿

童早期干预试点项目城市之一。

越早介入，康复效果越好。”市残联

康复部负责人王红杰表示，去年全

市共有 40名孩子接受残疾儿童早

期干预试点项目救助。

2023年，我市对 2754名视力、

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

和孤独症儿童实施康复救助，完成

目标任务的 183%，基本实现有需

求的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办好关键小事，解决民生大

事，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

起点。我市以惠民生、解民忧、暖

民心的实际行动，正在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鹰城的“赶考”路上书写

出彩的民生答卷。

普惠民生增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