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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娘，最近身体怎么样？”“赵

大爷，您血脂有点高，要注意锻炼身

体。”4 月 12 日，志愿者们来到龚店镇

敬老院慰问。当天吃过早饭，他们便

三三两两结伴来到敬老院，与老人们

促膝长谈，为他们修剪指甲、打扫庭

院、理发剃须等。“每周三志愿者都来，

大事小事有他们帮忙，我们在养老院

里住得很踏实。”79 岁的张素琴对志

愿者赞不绝口。

志愿服务常态化是叶县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小窗

口”折射出的是叶县不断创优文明环

境、夯实文明底蕴的“大民生”。近年

来，叶县坚持把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作

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围绕“以

人为本、创建为民”的总要求，外增“颜

值”、内练“气质”，将“文明”植入城市

的底蕴和灵魂，渗透于城市发展中，融

合在居民生活里，城市面貌明显改善，

市民文明素养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城

市的文明底色更足更亮。

扮靓城市颜值是涵养城市气质的

首要任务。为此，叶县先后实施市政

设施、景观绿化、公共服务、商业配套

“四大提升工程”，把老旧小区改造作

为重点项目，通过硬化路面、增设绿

地、施划停车位、新建改建公园广场、

增设休闲娱乐设施等，实现“开窗见

绿、出门见景”，让老旧小区重新焕发

了勃勃生机。

年久失修的小巷变得干净整洁，

老旧建筑的墙面添上了创意彩绘，老

人们三三两两在焕然一新的小区里唠

着家常……老街在提升“颜值”的同

时，也留住了浓浓的乡愁记忆。

文明城市既要“塑形”，推动基础设

施更新完善，还要“铸魂”，解决居民急

难愁盼问题，浸润城市底蕴。为纵深推

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叶县多样化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开展社区卫生

保洁、关爱孤寡老人、提供便民服务、维

护市容秩序、宣讲法律法规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让群众切实感

受到身边的变化，将关心、关爱融入日

常。

此外，他们还强力推进全民阅读，相

继建成了一大批农家书屋、城市书屋、文

化大院、校园“实体书店”，全民阅读的硬

件基础不断夯实；同时，叶县持续组织开

展了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举办了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国学经典进校园、诵读

比赛、有奖征文、书香驿站、图书漂流等活

动，营造全民多读书、读好书，终身学习的

良好社会氛围。

如今，叶县已注册登记志愿者达 13万

人，志愿服务队 674 支；建立起县、乡、村

三级文明实践服务体系，实现了 18 个乡

（镇、街道）、554个行政村文明实践所（站）

全覆盖。街道路面整洁宽阔、公园小景赏

心悦目、社区活动丰富多彩、志愿服务随

处可见、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时下，漫

步在叶县大街小巷，文明景象时时浮现在

烟火气息中，让人如沐春风。

“下一步，叶县要深化文明创建、加强

文明培育、拓展文明实践，把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下足‘绣花’

功夫，以实干实绩不断满足群众的新期

待，垒筑城市文明新高度，真正实现创建

为民、创建利民、创建惠民。”叶县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田

跃强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宁璐璐）

——叶县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印象

用“绣花功夫”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4月 10日，村民在接受医护人员检查。

当天，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来到田庄乡半坡常村，支援该乡卫生院重大慢

性病集中筛查诊治行动，以加快该县开展的卫生健康四个专项行动工作进

度。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集中筛查

4 月 9 日，工作人员在查看蛮

子营水库旁松树苗的长势。

该县通过 PPP 形式开展山区

困难地造林，目前已经成功造林 6 万

多亩（1亩≈666.67平方米）。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山地造林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4 月 11 日

上午，在位于洪庄杨镇曹李村的叶县

先锋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先锋

正组织人将一台水泵往车上搬。“准备

拉到田间浇灌白芷。”他说。去年他在

鲁山县境内流转了 200 多亩（1 亩≈
666.67平方米）土地，全部种上中草药

白芷。

药材种植是张先锋返乡创业的老

本行，用他的话来说是又爱又恨。今

年 58岁的张先锋早年在外创业，经过

多年打拼积攒下一定资本，2009年他

回到村子，流转土地先后种植过白芷、

板蓝根、决明子，屡败屡战，最后转向

种植上百亩的金银花。磕磕绊绊一路

走来，最终通过上烘干设施等，使得金

银花获得了每亩 1 万元的稳定收益。

该项产业全靠人工采摘，高峰时带动

700 人就业，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纷

纷前来务工。

洪庄杨镇境内有 3条河流在此交

汇，该镇提出果树围村的发展规划。

张先锋就在金银花四周种上了 200多

亩的黄桃、红心猕猴桃等果树，既美化

了村庄，又带动了就业，促进了产业增

收。由于这些品种果树品质好又实施

绿色种植，自去年开始，经验丰富的张

先锋就通过线上销售，将果子卖向了

国内高端市场。

在张先锋的合作社门口还挂了一

块先锋土地银行的牌子。原来，看到张

先锋的产业越做越红火，一些村民就以

土地入股的方式交由他耕种进行利润分

成。

张先锋介绍，洪庄杨镇是外出务工

人员较多的乡镇，他让村民以地入股的

方式规模流转土地上千亩，种植粮食作

物。近年来，他通过种植小麦+玉米、花

生等作物，又培育出一块产业蛋糕。去

年，仅一季秋季花生，他亩纯收益就超过

千元。

在该合作社西边，一座面积超过

3000多平方米的大冷库刚刚建成，分保

鲜库和冷冻库两部分。有了这座冷库，

他就可以存贮金银花及自产的多种水果

和农作物，待价而沽。

在保鲜库一角，堆放着多袋花生，这

是他们即将播种的春花生种子。他介绍，

借助于这一冷库，他们已经与一家花生种

植合作社合作，为花生种植户统一供种、

供肥，签订产量合同，并以每斤（1斤=500

克）高出市场价 1至 5毛钱收购。“投资 600

多万元建造这座大冷库，就是要为下一步

做大产业打下基础。”他说。

近期，张先锋还计划让妻子到江浙地

区学习直播课。原来，他的妻子组建了网

红团队，对合作社的产品进行线上宣传。

张先锋还透露，他正在洽谈再流转千

亩土地事宜。“继续把粮食主业做大，为粮

食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他说。

张先锋，投资 600多万建冷库

奋进正当时企企 家家业业

4月 11日上午，在洪庄杨镇唐马村

蔬菜产业园里，停放着一辆集装箱货

车，几位村民正在向车上装白菜。与此

同时，一辆装满白菜的摩托三轮车从一

座弓形大棚里驶出，来到货车前……

走进这座弓形大棚，只见几名村

民正忙着收获白菜。记者抱着一棵白

菜掂量，近 5 公斤。“将外面老叶子剥

掉装车，也有六七斤重。”村党支部书

记马新伟说。

据马新伟介绍，今年反季节白菜

个大品相好，地头价每公斤卖到 1.2

元。这座面积约两亩（1亩≈666.67 平

方米）的大棚，能收获 4600 多棵大白

菜，1月下旬种植，借助于大棚内的温

度，经过两个多月就成熟收获，刨除投

入和人工，一季每亩就能实现纯收入

上万元。“产量高价格也高，大丰收没

跑。”马新伟欣慰地说。

唐马村是洪庄杨镇村集体经济发展

最早、规模最大的村子，目前已发展21座

弓棚和2个温棚，主要种植瓜果蔬菜。如

今棚内还种植有反季节土豆和辣椒、蜜

瓜等。“再过一段，反季节土豆又该收获

上市了，目前长势不错，市场价格也好，

应该还是一个丰收季。”马新伟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反季节白菜丰收了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李

婉婷）“这个启闭机运行比较顺畅，可

以保证汛期使用。”4 月 10 日上午，叶

县水利局工作人员在对辛店镇碾盘沟

水库启闭机房巡检后，局二级主任科

员孙冠芳说道。

这是叶县水利局开展汛前隐患

排查的一个场景。叶县境内有 6 条

河流和大小水库近 30 座，数量多、分

布广，防汛压力较大。为此，他们及

早动手，下好防汛“先手棋”，对县域

内重要场所及地段开展汛前隐患排

查。

在近期防汛检查过程中，他们发

现部分水库溢洪道有拦鱼栅，阻碍泄

洪，便成立专项执法行动组，对辛店

镇汴沟水库、三岔口水库、碾盘沟水

库开展集中清除拦鱼栅整治行动。

执法人员还深入在建水利工程等防

汛重点环节、重点部位，对安全度汛

责任落实、度汛方案及预案编制、防

汛物资、设备、应急保障准备等情况

进行全面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及隐患，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全力抓好整改，消除薄弱

环节，杜绝“带险入汛”，为防灾减灾

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要求工作人员汛

期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现场

巡查，确保汛情、讯令能够第一时间传

达到位。

3 月以来，叶县水利局对全县主

要行洪河道、29座小水库进行拉网式

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开展集中整治，

实现汛前逐一销号、动态清零。截至

目前，共清理整治设有拦鱼栅的水库

3座，排除水库防洪安全隐患 11处，治

理河道险工险段 6处。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督导，加大

隐患排查力度，督促整改落实，实现

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工作不走样，全

面提升在建水利工程防汛抢险能力，

确保防汛工作科学高效、规范有序进

行。”叶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秦金伟

表示。

下好“先手棋”织牢“安全网”

叶县对河道水库
开展拉网式排查

本报讯（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彭丹）“同学，学校的课后服务

是怎么收费的？老师有没有要求

购买教辅软件或资料？”4月 7日，

叶县纪委监委派驻县教体局纪检

监察组一行在龚店镇中学开展教

育乱收费“回头看”工作专项督查。

教育乱收费作为群众反映强

烈的民生热点问题，关系千家万

户。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聚

焦民生热点，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立足监督的再监督，以教育乱收

费问题“回头看”为切口，通过查

阅台账、随机走访等形式，坚决整

治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维

护教育系统风清气正的育人环

境。

针对教育乱收费问题逐渐转

向“隐形变异”“披上外衣”等情

况，该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

纪 检 监 察 组 探 头 作 用 ，点 题 监

督。派驻县教体局纪检监察组联

合该县教体局成立专项监督检查

组，紧盯 2023年以来教育收费政

策落实、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中

凸显的问题整改等情况，开展“嵌

入式”监督检查，推动治理教育乱

收费“回头看”工作取得实效。

此次督查范围覆盖了全县

321 所中小学和 20 所民办学校，重

点检查公办学校的收费、订阅教辅

材料、违规补课等情况以及民办学

校的收费情况，重点突出监督检查

与压实责任相结合、查处违纪违法

问题与严肃问责相结合、督促整改

与源头治理相结合，让教育收费在

阳光下进行。

与此同时，该县纪委监委坚持

问题导向，压紧压实纠治教体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主体责任，督

促教育部门纠治并举，拿出硬招实

招惩治中小学教辅材料违规收费乱

象，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建立健全学

校收费管理制度，严格落实教育收

费相关规定，坚决遏制教育乱收费

“隐形回潮”。

截至目前，专项监督检查组共

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4 次，发现并完

成整改问题 10 个，批评教育和处理

2人，推动建立完善教育类乱收费制

度 1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向教育

系统‘微腐败’亮剑，常态化开展嵌

入式、全过程监督，推动查问题、抓

整治、建制度三位一体取得长效，把

‘清廉学校’创建与教育系统专项整

治融合推进，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提供坚强保障。”该县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维护风清气正育人环境

叶县纪委监委开展
治理教育乱收费“回头看”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

员杨真真）4月 11日上午，在田庄

乡黄营村蔬菜种植基地，一根根

黄瓜挂满了碧绿的藤架，长势喜

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

筐，称重后装车销往市场。

“我们的基地占地 130多亩，

大棚 70多个，现在是黄瓜采收季

节，不仅市区市场，我们县的超市

也是一天一趟，订单可以说是源

源不断。”基地负责人陈艳奇说。

黄 营 村 位 于 田 庄 乡 西 北

部，有 972 口人，耕地面积 1800

亩（1亩≈666.67平方米）。该村蔬

菜种植基地采取“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种植黄瓜、茄

子、辣椒、豆角等蔬菜，通过轮作

方式，实现“一地多用、一棚多季、

一年多收”，实现土地效益最大

化。

与此同时，该村蔬菜种植基

地不断创新种植模式，选用优良

品种，进行科学培育，所种植的黄

瓜瓜条匀称，墨绿油亮，削皮后颜

色翠绿，清香扑鼻，口感爽脆香甜。

一亩产量可达 35000 斤（1 斤 =500

克）。纯天然高品质的黄瓜受到了

不少蔬菜收购商的喜爱，也为黄营

村村民带来可观收入。

“这里的蔬菜绿色无公害，口感

不赖，价格又不高，拉到市场上，可以

说是供不应求。”平顶山市丰莱果蔬

交易中心蔬菜收购商王占领说。

“在黄瓜棚里干活，一天五六

十 块 钱 ，家 门 口 就 能 挣 钱 ，特 别

好。”基地工人张红霞高兴地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

黄营村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的目标，引领群众抱团发

展大棚蔬菜产业，提升农业发展质

量，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

经济。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市场需求，

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加大新品种的引

进，提升整体种植水平，带动更多村

民参与蔬菜种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以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黄营村党支部书记王纪伟说。

一地多用 一棚多季 一年多收

黄营村大棚蔬菜鼓起村民钱袋子

4 月 11 日，村民在暖棚里采

摘黄瓜。

洪庄杨镇现代农业产业园是

整合多个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打

造的，如今已经形成 31 座暖棚的

规模，由平顶山洪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委托经营，种植有番茄、辣椒、

黄瓜、甜瓜等。目前，部分蔬菜已经

进入收获期。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联合发展


